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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同种异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BMMSCs）输注对MRL/lpr狼疮鼠造血

的影响，为BMMSCs输注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的血液系统损伤提供依据。方法：分离培养

C57BL/6小鼠的BMMSCs并对MRL/lpr狼疮鼠进行静脉输注，同时以PBS为对照。分为对照（C57BL/6）组、狼疮鼠（MRL/lpr）
组、BMMSCs输注组1（MRL/lpr鼠12周注射BMMSCs）、PBS 对照组1（MRL/lpr鼠12周注射PBS）、BMMSCs输注组2（MRL/lpr鼠
12、16周两次注射BMMSCs）、PBS 对照组2（MRL/lpr鼠12、16周两次注射PBS）。在20周末取小鼠的外周血进行血细胞计数，

后4组取骨髓及脾脏进行流式细胞术和甲基纤维素半固体集落形成试验（CFU）检测分析输注组和对照组骨髓及脾脏各系细

胞比例。结果：与C57BL/6小鼠相比，狼疮鼠外周血红细胞计数［（9.3 ± 0.8）×1012个/L vs.（10.5 ± 0.8）×1012个/L，n=5，P < 0.001］、
血红蛋白［（138.1 ± 11.6）g/L vs.（156.4 ± 11.0）g/L，n=5，P < 0.001］和血小板计数［（695.3 ± 136.2）×109个/L vs.（844.1 ± 180.8）×
109个/L，n=5，P<0.05］降低，与 PBS对照组相比，BMMSCs输注组MRL/lpr狼疮鼠血小板数量改善［（795.0 ± 75.7）×109个/L vs.
（593.4 ± 123.4）×109个/L，n=5，P < 0.05］，骨髓中干细胞（n=5，P < 0.001）和成熟T细胞比例减少（n=5，P < 0.05），髓系比例增加

（n=5，P < 0.01），pre⁃B数量有所改善（n=5，P < 0.05），脾脏内干细胞比例上升（n=5，P < 0.05），成熟T细胞比例下降（n=5，P <
0.05）。结论：BMMSCs输注对狼疮鼠外周血、骨髓及脾脏不同系造血细胞有影响，其对狼疮鼠的血液系统损伤有治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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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MSCs）infusion on hematopoiesis in
MRL/lpr mice，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infusion of BMMSCs to trea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blood system damage.
Methods：BMMSCs of C57BL/6 mice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for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MRL/lpr mic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divided into：①C57BL/6 mice group；②MRL/lpr mice group；③once PBS control group：12 weeks injection of PBS lupus mice group；
④once BMMSCs infusion group：12 weeks injection of BMMSCs lupus mice group；⑤twice PBS control group：12 and 16 weeks were
injected with PBS lupus mice group；⑥twice BMMSCs infusion group：12 and 16 weeks were injected BMMSCs lupus mice group.
Blood cells were counted in peripheral blood of lupus mice at 20 weeks. Bone marrow and spleen were taken for flow cytometry and
methylcellulose semi ⁃ solid colony formation assay（CFU）. Results：Compared with C57BL/6 mice，the peripheral blood erythrocyte
count，hemoglobin and platelet count of lupus mice wer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PBS control group，the number of platelets in
the BMMSCs infusion group was improved，the proportion of stem cells and mature T cells in the bone marrow was decreased，the
proportion of myeloid cells was increased，the number of pre⁃B was improved. The proportion of stem cells in the spleen was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T cells decreased. Conclusion：BMMSCs infusion has effects on peripheral blood，bone marrow and spleen
hematopoietic cells of MRL/ lpr mice. It has therapeutic effect on the blood system injury of lupus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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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多脏器受累的弥漫性结缔组织疾病，其

特点是存在自体抗体和多种形式的临床表现［1］。血

液系统损伤包括白细胞、血红蛋白或血小板减少，

在SLE中很常见。严重的血液异常可危及生命。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MSCs）是具有多种分化潜力的非造血祖细

胞，可以分化成多个间叶细胞组织，重建功能性的

造血微环境，并且对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s，HSCs）的功能及分化具有支持作用［2-4］。已有

多个临床研究利用BMMSCs治疗SLE并获得较好的

临床效果［5］。有研究显示，BMMSCs输注可有效纠

正 SLE患者的外周血三系的损伤［6］，但BMMSCs对
患者骨髓造血情况的影响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首

次检测了MRL/lpr狼疮鼠外周血的改变，进一步研

究了同种异体BMMSCs输注对狼疮鼠骨髓及髓外造

血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MRL/lpr鼠（SPF级），雌性，6周龄，25只［上海

灵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许可证号：SCXK（沪）2013⁃
0018］。C57BL/6小鼠（SPF级），雌性，6周龄，5只

［江苏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许可证号：SCXK（苏）2013
⁃0011］。所有实验小鼠均于江苏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SPF级饲养区饲养至20周龄。

胎牛血清（FBS）、低糖DMEM培养液（Sigma公
司 ，美 国）；MethoCultTM M3630、MethoCultTM SF
M3436、MethoCultTM GF M3534半固体培养基（Stem⁃
cell公司，美国）；APC⁃CD3e、APC⁃Ter⁃119、PE⁃Sca⁃
1、PE⁃B220、FITC⁃CD11b、PE⁃ISO、APC⁃ISO、FITC⁃
ISO荧光抗体（BD公司，美国）；流式细胞仪CANTO
10C（BD公司，美国）；全自动血常规分析仪BC⁃5310
（深圳迈瑞公司）。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C57BL/6小鼠采用全骨髓贴壁筛选法分离培养

BMMSCs，从小鼠的股骨和胫骨中分离骨髓，将全部

骨髓细胞置于含有 20%FBS的低糖DMEM培养液

中，置于 37 ℃、5％CO2的培养箱中进行原代培养。

培养 48 h后首次全量换液，去除没有贴壁的细胞，

之后每3 d半量换液1次。待贴壁细胞覆盖培养皿底

部面积 80%~90％时，用 0.25％的胰蛋白酶消化传

代。扩增至第3代BMMSCs用于BMMSCs输注实验。

1.2.2 实验动物分组

实验动物分为 6组，每组 5只小鼠，分别为：对

照（C57BL/6）组、狼疮鼠（MRL/lpr）组、BMMSCs输注

组 1（MSC1 组，MRL/lpr 鼠于 12 周注射 BMMSCs）、

PBS 对照组 1（PBS1 组，MRL/lpr 鼠于 12 周注射

PBS）、BMMSCs输注组2（MSC2组，MRL/lpr鼠于12、
16周两次注射 BMMSCs）、PBS 对照组 2（PBS2组，

MRL/lpr鼠于12、16周2次注射PBS）。
MSC1组、MSC2组均在对应周龄末经尾静脉注

射 BMMSCs，细胞浓度为 1×106个/mL PBS，体积为

0.1 mL/10 g体重，PBS1组、PBS2组注射相同体积的

PBS，C57BL/6组、MRL/lpr组未予处理，所有动物统

一在20周龄第7天进行静脉取血。

1.2.3 外周血细胞计数

各组小鼠经眼球内眦的眼眶静脉丛采集外周

血 500~1 000 μL，EDTA抗凝，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进行外周血细胞计数。

1.2.4 流式细胞仪检测

从注射BMMSCs或PBS后的小鼠股骨和胫骨中

分离骨髓，并取脾脏研磨过筛，使用含 5%FBS的

PBS缓冲液重悬、离心，裂解红细胞后进行有核细胞

计数，调整终浓度为 1×107个/mL，各取 100 μL分别

与相应的荧光直标单抗 4 ℃避光孵育 20 min，于流

式细胞仪检测，每份标本检测 1×106个细胞。所用

荧光抗体包括：B淋系抗体B220；髓系抗体CD11b；T
淋系抗体CD3E；幼红系抗体TER⁃119，造血干细胞

抗体Sca⁃1。
1.2.5 集落形成实验

将注射BMMSCs或PBS后小鼠骨髓细胞按有核

细胞数 1×105个/mL、5×104个/mL、2×105个/mL分别

接种于 MethoCultTM M3630、MethoCultTM SF M3436、
MethoCultTM GF M3534半固体培养基中，检测前B细

胞集落形成单位（CFU⁃pre⁃B）、红细胞爆式集落形成

单位（BFU⁃E）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形成单位

（CFU⁃GM）。脾脏细胞按有核细胞数3×105个/mL接

种于 MethoCultTM SF M3436、MethoCultTM GF M3534
半固体培养基中，使用 35 mm培养皿进行集落单位

形成实验，在37 ℃、5％CO2饱和湿度条件下培养7 d
后计数 CFU⁃pre⁃B，培养 10~12 d后计数 CFU⁃GM、

BFU⁃E，每个样本均种植2个培养皿，计数后取平均

值。具体操作按MethoCult™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软件进行分析，数据采用均数±标
准差（x ± s）表示，两组样本之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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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MRL/lpr狼疮鼠与C57BL/6小鼠外周血中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及血小板的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WBC，RBC，hemoglobin and platelet in peripheral blood between MRL/lpr mice and C57BL/6 mice

组之间的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组

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P ≤ 0.05则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MRL/lpr狼疮鼠和C57BL/6小鼠外周血三系情况

20周龄MRL/lpr狼疮鼠较C57BL/6小鼠外周血

红细胞计数［（9.3 ± 0.8）×1012个/L vs.（10.5 ± 0.8）×
1012个/L，n=5，P < 0.001］、血红蛋白［（138.1 ± 11.6）
g/L vs.（156.4 ± 11.0）g/L，n=5，P < 0.001］和血小板计

数［（695.3 ± 136.2）×109个/L vs.（844.1 ± 180.8）×109

个/L，n=5，P < 0.05］降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与C57BL/6小鼠相比，狼疮鼠的白细胞计数无减少

（图 1）。

两组比较，*P < 0.05，n=5。
图2 狼疮鼠输注BMMSCs后与PBS对照组外周血差异

Figure 2 The difference of peripheral blood between the BMMSCs and PBS control group in MRL/lpr mice after i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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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MMSCs输注对MRL/lpr狼疮鼠外周血细胞计

数的影响

MRL/lpr小鼠 12周龄、16周龄进行BMMSCs输
注，并以相同周龄注射PBS作为对照。与PBS1组相

比，接受 1次 BMMSCs输注的MSC1组外周血白细

胞、红细胞及血红蛋白均无明显变化；MSC2组与

PBS2组相比，血小板升高［（795.0 ± 75.7）×109个/L
vs.（593.4 ± 123.4）×109个/L，n=5，P < 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图2）。
2.3 BMMSCs输注对MRL/lpr狼疮鼠骨髓造血的影响

骨髓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MSC1 组与

PBS1组、MSC2组与PBS2组比较，Sca⁃1+的干细胞比

例均减少［（14.8 ± 2.1）% vs.（22.2 ± 2.7）%，（12.6 ±
0.4）% vs.（21.5 ± 2.3）%，n=5，P < 0.001］；CD3e+的成

熟T细胞比例减少［（9.1 ± 1.4）% vs.（11.8 ± 1.8）%，

（10.4 ± 2.4）% vs.（11.8 ± 2.4）%，n=5，P < 0.05］；

CD11b +的髓系细胞比例增加［（39.8 ± 4.9）% vs.
（30.6 ± 5.3）%，n=5，P < 0.01；（39.6 ± 4.3）% vs.（32.8 ±

1.9）%，n=5，P < 0.05］；骨髓内B淋系、幼红系比例均

无统计学差异。

骨髓集落形成实验结果显示：MSC2组与PBS2
组及MSC1组相比，CFU⁃pre⁃B数目增高［（3.0 ± 1.3）
个 vs.（1.3 ± 0.3）个，（3.0 ± 1.3）个 vs.（1.5 ± 0.4）个，n=
5，P < 0.05］；BMMSCs输注后MRL/lpr狼疮鼠 BFU⁃
E、CFU⁃GM以及总集落数与对照无差异（图3）。
2.4 BMMSCs输注对MRL/lpr狼疮鼠脾脏细胞的影响

脾脏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MSC2 组与

PBS2组及MSC1组相比，狼疮鼠脾脏内 Sca⁃1+的干

细胞比例增高［（40.2 ± 6.3）% vs.（30.5 ± 4.4）%，

（40.2 ± 6.3）% vs.（28.9 ± 5.8）%，n=5，P < 0.05］。

MSC2组与 PBS2组及MSC1组相比，CD3e+的成熟 T
细胞比例减少［（57.1 ± 1.9）% vs.（67.6 ± 5.2）%，

（57.1 ± 1.9）% vs.（67.2 ± 5.3）%，n=5，P < 0.0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MSC1组与 PBS1组、MSC2组与

PBS2组比较，BFU⁃E、CFU⁃GM以及总集落数均没有

统计学差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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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MMSCs输注后与PBS对照组狼疮鼠骨髓流式细胞

检测与骨髓细胞集落形成单位的比较

Figure 3 Comparison of bone marrow flow cytometry
and bone marrow cell colony forming units in
MRL/lpr mice after BMMSCs infusion

3 讨 论

SLE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涉

及多个器官和系统，其中常累及造血系统。约有

10%的 SLE患者在病程中发生严重的血液系统损

伤，SLE患者血液系统损伤的临床治疗主要是以糖

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为主，仍有部分患者死于严

重的出血及感染。BMMSCs被认为是非造血的多潜

能祖细胞，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够分化成多细胞

谱系，包括成骨细胞、软骨细胞、肌细胞和脂肪细胞

等多种细胞类型［7］。现在认为，BMMSCs也为造血干

细胞提供了支持性的微环境，在维持造血干细胞生

长、分化和正常功能方面起重要作用［8］。目前SLE亦

被认为是一种干细胞疾病［9］。有研究发现，SLE患者

BMMSCs存在多种异常［10］，临床使用MSCs治疗包括

SLE在内的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已被认可［6，11］。

本实验主要研究输注同种异体 BMMSCs 对
MRL/lpr 鼠的外周血三系、骨髓及髓外造血的影

响。实验所用的MRL/lpr狼疮鼠是广泛使用的狼疮

鼠模型。该狼疮鼠在 8周出现肾脏损害［12］，16周出

现白细胞、血小板及红系的改变［13］。Sun等［10］研究

结果也表明SLE患者不仅存在HSCs的异常，BMMSCs

细胞结构功能也存在缺陷，其分泌细胞因子的能力

下降，导致造血系统的异常，SLE患者多存在三系单

独或同时减少。实验发现MRL/lpr鼠外周血红细

胞、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均比正常对照组低，但未检

测到外周血白细胞的异常。BMMSCs输注治疗后血

小板数量有所改善，这与临床输注后结果相符［5］。

Liu等［14］研究发现，BMMSCs能够通过细胞间相互接

触，提供造血所需要的多种造血因子包括：SDF⁃1α、
血小板生成素（TPO）、IL⁃11、干细胞生长因子（SCF）
等［15-19］，这些可能都是BMMSCs输注治疗血小板改

善的原因之一。

狼疮患者骨髓存在多种异常，包括血细胞生

成、成熟障碍，骨髓纤维化［20］，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等［21］。本研究中外源性BMMSCs输注治疗后骨髓中

Sca⁃1+的干细胞比例减少，而脾脏中比例增加，Sca⁃
1+的干细胞比例变化，考虑原因可能为：①BMMSCs
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包括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
CSF）、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巨
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等［22-27］，促使BMMSCs
输注后的狼疮鼠骨髓中干细胞被动员到脾脏中；②
外源性BMMSCs通过静脉灌注后在肝脏和脾脏中累

积［28］，BMMSCs 通过多种黏附分子选择性黏附

两组比较，*P < 0.05，n=5。
图 4 BMMSCs输注后与PBS对照组狼疮鼠脾脏流式细胞

检测与脾脏细胞集落形成单位的比较

Figure 4 Comparison of spleen flow cytometry and spleen
cell colony forming units in MRL/lpr mice after
BMMSCs i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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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s，使HSCs进入外周循环并归巢于脾脏［29］，具体

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实验发现BMMSCs输注后狼疮鼠骨髓及脾脏中

CD3e+T细胞比例均减少，且二次输注后脾脏内成熟

T细胞较一次输注下降明显，考虑原因为：①已有文

献报道MSCs剂量依赖性抑制T细胞的增殖［30］，并抑

制Akt/GSK3β介导的狼疮T细胞的G1/S期转变［31］；

②既往研究证实，SLE患者经MSCs输注后，血清细

胞因子向Th1极化［32］；NZB/NZW F1狼疮鼠经MSCs
输注后，血液和脾脏的滤泡辅助性T细胞（Tfh细胞）

比例及其前体细胞均明显降低。Tfh细胞是T细胞亚

群，在生发中心形成和B细胞分化中起重要作用［33］。

有文献报道 SLE患者BMMSCs输注治疗后外周血T
淋巴细胞减少［34］，本研究发现经BMMSCs输注后狼

疮鼠骨髓中成熟T细胞低于对照组，考虑骨髓的成

熟减少亦可能为外周血减少的原因之一。

本实验亦发现，BMMSCs输注后狼疮鼠骨髓中

CD11b+的髓系细胞比例增加，考虑原因如下：①Niu
等［35］研究发现狼疮小鼠活动期HSCs向髓系分化增

加，认为狼疮的炎性环境有促进作用，结合本实验

输注 BMMSCs 后狼疮鼠骨髓中髓系增加，提示

BMMSCs可增强HSCs短期扩增的能力，分泌多种造

血因子，在骨髓内促进HSCs向髓系的分化；②已有

研究发现，BMMSCs经静脉输注可显著增加CD206+

巨噬细胞（M2）在狼疮小鼠腹膜及肾组织中的表达，

且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有明显提高。进一步研究表

明BMMSCs分泌的 IL⁃6在其中起介导作用［36-37］，狼疮

鼠髓外巨噬细胞数量增加，可能与骨髓内CD11b+的

髓系细胞比例增加并进入到外周循环有关，但在实

验中未发现脾脏中CD11b+的髓系细胞比例增加。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狼疮鼠骨髓中B淋系及

pre⁃B减少，考虑HSCs向B淋系祖细胞分化减少（结

果待发表），Niu等［38］研究发现狼疮鼠的炎症环境可

抑制淋巴细胞生成，实验发现BMMSCs输注后狼疮

鼠CFU⁃pre⁃B增高，结合其他学者发现，原因可能与

BMMSCs分泌的 SDF⁃1［39］相关，SDF⁃1在 pre⁃B细胞

增殖分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被称为 pre⁃B细胞生

长刺激因子（pre ⁃ B ⁃ cell growth stimulating factor，
PBSF），对祖B和 pre⁃B细胞有很强的趋化作用，但

对成熟的B淋巴细胞没有趋化作用［40］，导致骨髓中

pre⁃B细胞增高，而骨髓及脾脏中成熟B淋巴细胞在

移植前后没有统计学差异。本课题组将对狼疮鼠

骨髓SDF⁃1进行进一步研究。

实验发现二次输注BMMSCs的小鼠骨髓内Sca⁃

1+的干细胞比例低于一次输注，但没有统计学意义，

脾脏内Sca⁃1+的干细胞比例高于一次输注，BMMSCs
二次输注组骨髓中pre⁃B细胞数量也高于一次输注

组，二次BMMSCs输注组脾脏中成熟T细胞较一次

输注组下降。临床研究显示，狼疮患者一次和两次

输注BMMSCs在 12个月的随访中临床反应率和安

全性相似，考虑单次输注在临床的治疗足够有效。

但是 BMMSCs在体内的作用并不永久，16.7%的患

者在随访 9~12个月复发。提示在临床应用中，对难

治性狼疮患者，可以重复使用BMMSCs输注治疗［32］。

本研究提示，两次BMMSCs输注对血液系统的影响

或许优于一次输注。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MRL/lpr狼疮小鼠存在

血液系统损伤，主要表现为红细胞、血红蛋白及血

小板的下降。对狼疮鼠进行同种异体 BMMSCs输
注，可改善狼疮鼠造血系统的损伤，增加外周血血

小板的数量，减少骨髓中Sca⁃1+的干细胞比例，亦减

少骨髓及脾脏中 CD3e+T 细胞比例，增加骨髓中

CD11b+的髓系细胞比例，改善了狼疮鼠pre⁃B细胞的

数量，但对成熟的B淋巴细胞没有影响。本研究仅探

讨了移植前后狼疮鼠的血液系统的改变，BMMSCs影
响狼疮鼠的造血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Petri M.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2006 update［J］.
J Clin Rheumatol，2006，12（1）：37-40

［2］ Majumdar MK，Thiede MA，Mosca JD，et al. Phenotypic
and functional comparison of cultures of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and stromal cells［J］. J
Cell Physiol，1998，176（1）：57-66

［3］ Majumdar MK，Thiede MA，Haynesworth SE，et al. Hu⁃
man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ex⁃
press hematopoietic cytokines and support long⁃ term he⁃
matopoiesis when differentiated toward stromal and osteo⁃
genic lineages［J］. J Hematother Stem Cell Res，2000，9
（6）：841-848

［4］ Cheng L，Qasba P，Vanguri P，et al. Huma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support megakaryocyte and pro⁃platelet forma⁃
tion from CD34（+）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cells［J］. J
Cell Physiol，2000，184（1）：58-69

［5］ Wang D，Zhang H，Liang J，et al. A long⁃term follow⁃up
study of allogeneic mesenchymal stem/stromal cell trans⁃
plantation in patients with drug ⁃ resistan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 Stem Cell Reports，2018，10（3）：933-
941

［6］ Wang D，Li J，Zhang Y，et al. Umbilical cord mesenchy⁃
m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active and refractory sys⁃

第39卷第4期
2019年4月

史 伟，史敦绘，王丽霞，等. BMMSCs输注对MRL/lpr狼疮鼠血液系统的影响［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9（04）：485-490，512 ··489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第39卷第4期
2019年4月

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a multicenter clinical study
［J］. Arthritis Res Ther，2014，16（2）：R79

［7］ Prockop DJ. Marrow stromal cells as stem cells for nonhe⁃
matopoietic tissues［J］. Science，1997，276（5309）：71-74

［8］ 乔淑敏，王 易，宋秀玲，等.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造血

干细胞移植中作用的研究进展［J］.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

志，2017，25（6）：1847-1850
［9］ 孙凌云. 自身免疫病——造血干细胞病［J］. 中华风湿

病学杂志，2000，4（1）：5-6
［10］ Sun LY，Zhang HY，Feng XB，et al. Abnormality of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 Lupus，2007，16（2）：

121-128
［11］ Sun L，Akiyama K，Zhang H，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reverses multiorgan dysfunction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mice and humans［J］. Stem
Cells，2009，27（6）：1421-1432

［12］刘瑞霞. 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骨质

疏松的在体研究［D］. 江苏大学，2017
［13］杨 林，朱叶萌，刘 科，等. MRL/lpr狼疮小鼠和C57

小鼠血常规、主要脏器系数的测定与比较［J］. 实验动

物科学，2015，32（3）：44-47
［14］ Liu K，Chen Y，Zeng Y，et al. Coinfusion of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facilitates platelet recovery without increas⁃
ing leukemia recurrence in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 randomized，controlled clini⁃
cal study［J］. Stem Cells Dev，2011，20（10）：1679-1685

［15］ Peled A，Petit I，Kollet O，et al. Dependence of human
stem cell engraftment and repopulation of NOD/SCID
mice on CXCR4［J］. Science，1999，283（5403）：845-848

［16］ Peled A，Grabovsky V，Habler L，et al. The chemokine
SDF⁃1 stimulates integrin ⁃mediated arrest of CD34（+）
cells on vascular endothelium under shear flow［J］. J Clin
Invest，1999，104（9）：1199-1211

［17］ Peled A，Kollet O，Ponomaryov T，et al. The chemokine
SDF⁃1 activates the integrins LFA⁃1，VLA⁃4，and VLA⁃5
on immature human CD34（+）cells：role in transendotheli⁃
al/stromal migration and engraftment of NOD/SCID mice
［J］. Blood，2000，95（11）：3289-3296

［18］朱光荣，周小玉，陆 化，等. 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表达

多种造血细胞因子［J］.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2003，11
（2）：115-119

［19］Liang X，Su YP，Kong PY，et al. Human bone marrow mes⁃
enchymal stem cells expressing SDF ⁃ 1 promote hemato⁃
poietic stem cell function of human mobilised peripheral
blood CD34+ cells in vivo and in vitro［J］. Int J Radiat Bi⁃
ol，2010，86（3）：230-237

［20］Voulgarelis M，Giannouli S，Tasidou A，et al. Bone mar⁃
row histological finding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with hematologic abnormalities：a clinicopathological
study［J］. Am J Hematol，2006，81（8）：590-597

［21］张胜桃，何培根，刘文励. 风湿性疾病合并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九例临床分析［J］. 中华风湿病学杂志，2007，
11（7）：423-425

［22］Dormady SP，Bashayan O，Dougherty R，et al. Immortal⁃
ized multipotential mesenchymal cells and the hematopoi⁃
etic microenvironment［J］. J Hematother Stem Cell Res，
2001，10（1）：125-140

［23］ Billips LG，Petitte D，Landreth KS.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 regulation of B lymphopoiesis：interleukin ⁃ 1（IL ⁃ 1）
and IL⁃4 regulate stromal cell support of pre⁃B cell pro⁃
duction in vitro［J］. Blood，1990，75（3）：611-619

［24］Cherry，Yasumizu R，Toki J，et al. Production of hemato⁃
poietic stem cell⁃chemotactic factor by bone marrow stro⁃
mal cells［J］. Blood，1994，83（4）：964-971

［25］Kittler EL，Mcgrath H，Temeles D，et al. Biologic signifi⁃
cance of constitutive and subliminal growth factor produc⁃
tion by bone marrow stroma［J］. Blood，1992，79（12）：

3168-3178
［26］Aman MJ，Bug G，Aulitzky WE，et al. Inhibition of inter⁃

leukin⁃11 by interferon⁃alpha in human bone marrow stro⁃
mal cells［J］. Exp Hematol，1996，24（8）：863-867

［29］ Szilvassy SJ，Weller KP，Lin W，et al. Leukemia inhibito⁃
ry factor upregulates cytokine expression by a murine stro⁃
mal cell line enabling the maintenance of highly enriched
competitive repopulating stem cells［J］. Blood，1996，87
（11）：4618-4628

［28］Gao J，Dennis JE，Muzic RF，et al. The dynamic in vivo
distribution of bone marrow ⁃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fter infusion［J］. Cells Tissues Organs，2001，169
（1）：12-20

［29］ Santucci MA，Lemoli RM，Tura S. Peripheral blood mobi⁃
lization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cytokine ⁃ mediated
regulation of adhesive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hematopoiet⁃
ic microenvironment［J］. Acta Haematol，1997，97（1⁃2）：

90-96
［30］ Zhou K，Zhang H，Jin O，et al.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ameliorates the auto⁃
immune pathogenesis in MRL/lpr mice［J］. Cell Mol Im⁃
munol，2008，5（6）：417-424

［31］ Ji S，Guo Q，Han Y，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inhibits abnormal activation of Akt/GSK3beta
signaling pathway in T cells from systemic lupus erythe⁃
matosus mice［J］. Cell Physiol Biochem，2012，29（5⁃6）：

705-712
［32］ Sun L，Wang D，Liang J，et al. Umbilical cord mesenchy⁃

m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severe and refractory sys⁃
（下转第512页）

··490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第39卷第4期
2019年4月

ma⁃derived growth factor inhibits anchorage⁃independent
growth and invasion of non ⁃ 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s
［J］. Cancer Res，2006，66（1）:18-23

［25］Ren H，Chu Z，Mao L. Antibodies targeting hepatoma⁃de⁃
rived growth factor as a novel strategy in treating lung can⁃
cer［J］. Mol Cancer Ther，2009，8（5）:1106-1112

［26］Yang G，Zhang A，Wang J，et al. Hepatoma⁃derived growth
factor promotes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J］. Cell Biochem Funct，2016，34（4）:
274-285

［27］ Tsai CC，Huang SC，Tai MH，et al. Hepatoma ⁃ derived
growth factor upregulation is correlated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of early ⁃ stage cervical adenocarcinoma［J］. Int J
Mol Sci，2014，15（11）:21492-21504

［28］Chen X，Yun J，Fei F，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nuclear
hepatoma⁃derived growth factor（HDGF）localization in pa⁃
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J］. Pathol Res Pract，2012，208
（8）:437-443

［29］Yang Y，Liang S，Li Y，et al. Hepatoma ⁃ derived growth
factor functions as an unfavorable prognostic marker of hu⁃
man gliomas［J］. Oncol Lett，2017，14（5）:7179-7184

［30］Song R，Cong L，Ni G，et al. MicroRNA⁃195 inhibits the
behavior of cervical cancer tumors by directly targeting
HDGF［J］. Oncol Lett，2017，14（1）:767-775

［31］Bao CH，Liu K，Wang XT，et al. Prognostic role of hepato⁃
ma⁃derived growth factor in solid tumors of Eastern As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J］. APJCP，2015，
16（5）:1803-1811

［32］Chen SC，Kung ML，Hu TH，et al. Hepatoma ⁃ derived
growth factor regulates breast cancer cell invasion by mod⁃
ulating epithelial ⁃ mesenchymal transition［J］. J Pathol，
2012，228（2）:158-169

［33］ Song Y，Hu Z，Long H，et al. A complex mechanism for
HDGF ⁃ mediated cell growth，migration，invasion，and
TMZ chemosensitivity in glioma［J］. J Neurooncol，2014，
119（2）:285-295

［34］Mehta S，Lo CC. Developmentally regulated signaling path⁃
ways in glioma invasion［J］. Cell Mol Life Sci，2018，75
（3）:385-402

［35］David MD，Yeramian A，Dunach M，et al. Signalling by
neurotrophins and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regulates axon
morphogenesis by differentialβ ⁃ catenin phosphorylation
［J］. J Cell Sci，2008，121（16）:2718-2730

［36］ Paul I，Bhattacharya S，Chatterjee A，et al. Current under⁃
standing on EGFR an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in glioma
and their possible crosstalk［J］. Genes Cancer，2013，4
（11-12）:427-446

［收稿日期］ 2018-11-24

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 Arthritis Rheum，2010，62
（8）：2467-2475

［33］ Zhang Z，Feng R，Niu L，et al.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hibit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
Expansion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iNOS in Lupus ⁃
Prone B6.MRL⁃Fas（lpr）Mice［J］. Cell Transplant，2017，
26（6）：1031-1042

［34］殷玉俊，李 晶，裘影影，等. 间质干细胞对SLE患者外

周血 T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J］. 中华皮肤科杂志，

2009，42（11）：735-738
［35］Burst V R，Gillis M，Putsch F，et al. Poor cell survival lim⁃

its the beneficial impact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on acute kidney injury［J］. Nephron Exp
Nephrol，2010，114（3）：e107-e116

［36］Deng W，Chen W，Zhang Z，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promote CD206 expression and phagocytic activity of mac⁃

rophages through IL ⁃ 6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J］. Clin Immunol，2015，161（2）：209-216

［37］Wang D，Niu L，Feng X，et al. Long⁃term safety of umbili⁃
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 for sys⁃
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a 6⁃year follow⁃up study［J］.
Clin Exp Med，2017，17（3）：333-340

［38］Niu H，Fang G，Tang Y，et al. The function of hematopoi⁃
etic stem cells is altered by both genetic and inflammato⁃
ry factors in lupus mice［J］. Blood，2013，121（11）：1986-
1994

［39］ Nagasawa T，Kikutani H，Kishimoto T. Molecular cloning
and structure of a pre⁃B⁃cell growth⁃stimulating factor［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1994，91（6）：2305-2309

［40］Weber T S. Cell Cycle⁃Associated CXCR4 Expression in
Germinal Center B Cell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Affinity
Maturation［J］. Front Immunol，2018，9：1313

［收稿日期］ 2018-09-21

（上接第490页）



··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