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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之精”干细胞与中医学理论相关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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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西医结合角度论述中医理论中“精”与干细胞功能间的关系，并深入探讨干细胞与气血的

关系、干细胞的中医学治疗原理及相关中药对干细胞的作用，旨在为干细胞疗法与中医药手段相结合并提高

临床疗效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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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Xujie, WANG Miaoran, ZHANG Rui, ZHANG Xuexue, LI Qiuyan△

Xiyua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m cells and "essence" illustrated in TCM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it deeply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em cells and Qi, blood,

TCM therapeutic principles of stem cell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relevant materia medica on stem cells,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stem cells therapy and TCM

measures, and clinical im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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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可诱导分化为各

类功能细胞，其特点及内涵与中医学中论述的

“精”有诸多相似之处［1］。精是禀受于先天生命物

质及后天水谷精微融合而成的精华，乃人体之本

原，正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云：“夫精者，身之

本也。”［2］中医学理论中的精，分为先天之精和后

天之精。其中，先天之精指秉受于父母的造化之

精，属于“肾精”的范畴，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作为

“生命之根”而发挥重要作用，伴随并滋养着人体

的发生、发育、修复，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3］。

《灵枢·经脉》篇云：“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

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

发长。”［4］同干细胞可发育成人体各种成熟的组织

器官一样，人体的气血津液、五脏六腑、骨肉筋脉

均是由先天之精运化而成。

1 干细胞与气血的关系

《灵枢·本藏》篇云：“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

生而周于性命者也。”［4］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精、气、血均是存在于人体内部的基本精微物质，

是产生一切机能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同时，

精、气、血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互相化生、互

相补充。因此，保证气血的充盈与运行流畅对于

提高“先天之精”干细胞在体内的生存率和分化能

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1.1 精血同源 “精血同源”指精、血二者化源相

同，均由水谷精微化生、充养。肾藏精，肝藏血，精

能生血，血可化精，这种精血之间相互滋生、转化

的关系是“精血同源”的理论基础。精作为重要的

生命物质，既可单独留存于脏腑组织中，也可不断

在血液中融合，先、后天之精充足、脏腑之精盛，则

肝有所养，血有所充。同样，血液的充足与运行流

畅也是精充盈的重要保证，血中之精微可促进五

脏归养、化生五脏之精。肾藏精依赖脾胃将摄入

的水谷不断化生为后天之精，同时，血循行于周

身，也可以使精微物质不断充养肾之所藏，若肾藏

精功能失调，则会导致化血无源，血液生成不足，

而血虚亦会导致精亏，形成恶性循环［5-6］。

1.2 气能生精摄精 气的运行不息能够促进精

的化生，只有一身之气充足，气机升降协调，功能

正常，才可以运化吸收饮食水谷之精微，充盈脏腑

之精，流注于肾脏，继而充养先天之精。精之化生

依赖于气之充盛，气既可以促进精的化生，又可对

精起到固摄的作用，使精不致无故损耗外泄，保证

精聚而充盈。气盛则精化生充足，固摄于内，气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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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精化生不足，外泄不固。

1.3 精能化气 精为气化生的本源物质，肾中之

精可化生元气，水谷之精可化生谷气，加之肺吸入

外界之清气，汇合为一身之气，气不断推动并调控

着人体的新陈代谢，维系生命活动。精足则气旺，

精亏则气衰。精足则周身之气得以充盛，流注于

机体各脏腑，循行于奇经八脉，保证机体各类功能

正常运行。五脏六腑之精充足是脏腑之气化生充

沛的前提，精盛则气自能推动并调控筋脉骨肉的

正常生理活动。脏腑之精充盈则化气充足，机体

功能旺盛，可保证身体健康，生殖功能正常，正气

盛以抵御外邪。脏腑之精亏虚则化气不足，正气

衰弱，生殖与抗病能力降低，不利于生命活动的正

常运转［7］。

2 干细胞的中医学治疗原理

随着基因工程学与组织细胞工程学的发展进

步，使干细胞诱导分化为特定的组织或细胞，运用

于细胞移植、基因疗法、细胞因子替代治疗等方面

的研究不断增加［8］。在干细胞研究领域的探索

中，将干细胞疗法与中医理论相结合，从中医药层

面揭示干细胞诱导分化的科学内涵可促进相关学

科的交叉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2.1 抗衰老 干细胞的抗衰老作用十分强大，具

有抗皱、促进伤口愈合及抗氧化等多种功能［9］。

在组织微环境作用下，可分化为组织细胞，替代衰

老死亡的细胞，刺激局部细胞组织再生、恢复正常

功能，并通过分泌功能提升机体抗氧化自由基的

能力［10］。

《医学正传》云：“肾元盛则寿延，肾元衰则寿

夭。”［11］肾精是促进人生长、发育及生殖的原动力。

肾精充足则表现为生命力旺盛，耳聪目明，皮肤光

泽；肾精亏虚则是人体衰老的根本原因［12］，“先天

之精”干细胞正是补充了人体亏虚的肾精而产生

抗衰老的作用。

2.2 骨科疾病 不同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均具有分化成骨

或软骨的能力，尤以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最有利于

骨骼的修复［13］。MSCs会迁移至损伤部位，分化为

骨细胞与软骨细胞，代替损伤组织的细胞完成修

复功能，同时还可以通过旁分泌机制调节损伤病

理性免疫应答，修复血管损伤，改变损伤组织的内

环境，有利于骨的生成［14］。

肾为藏精主骨生髓之脏，《素问·宣明五气篇》

云：“肾主骨”［2］，骨及骨髓的生长发育和相关损伤

的修复有赖于肾精的化生与滋养，而肾精亏虚同

样会伤及骨与骨髓［15］，因此，干细胞对骨系疾病的

治疗正是起到了填精益髓，固肾强骨的关键作用。

2.3 血液病 作为成体干细胞的造血干细胞

（haematopoietic stem cells，HSCs）可分化为各

类型的造血祖细胞，位于造血系统级联的顶端，异

体移植HSCs现已被广泛用于治疗多种血液系统

疾病，这是许多恶性血液肿瘤的唯一治愈手段，异

体移植后，HSCs可重建患者的整个造血系统［16］。

《类经·藏象类·藏象》曰：“精足则血足而发

盛。”［17］冲脉为十二经脉之海，与少阴之大络起于

肾下，肾精汇入冲脉，与血海之血汇聚，共同化生

为血［18］。造血干细胞对血液系统疾病的改善作用

是由于对肾精之源的补充促进了血之化生，故有

益于延缓病情发展。

2.4 肝脏疾病 MSCs可通过肝细胞分化、免疫

效应及旁分泌效应三者协同，共同发挥治疗肝脏

疾病的作用［19］，启动免疫调节，修复受损组织，降

低炎症因子水平，同时分泌的细胞因子能够促进

肝细胞增殖，生成血管并抑制肝细胞凋亡［20］。

《圣济总录》云：“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肝

肾二脏，水木之相生也。若肾经不足，肝元自虚，

水木不能相生，则窍俱不利。”［21］由于乙癸同源，干

细胞对肾精的补充有益于化生肝血，维持肝脏的

正常功能。

2.5 阿尔茨海默病 移植干细胞的旁分泌介质

有助于修复脑内受损区域的神经损伤［22］，其所含

的多种神经营养因子可调节神经的发生及可塑

性，提高脑内乙酰胆碱水平，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并

提高记忆［23］。

肾精是脑髓化生的重要物质基础。《医林改

错·脑髓说》云：“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

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髓者，名曰髓海。”［24］补充

干细胞则肾精充足，髓海得养，方能维持大脑的正

常功能。正如《养性延命录》中论述：“神者，精也，

保精则神明，神明则长生。”［25］

3 干细胞与中药

中药单体、复方可通过多种活性成分与不同

靶点相互作用来治疗各类疾病，在优化体内微环

境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可在降低不良反应的同时

使治疗效果最大化［26-27］。中医药疗法重视在整体

观念的指导下三因制宜、辨证论治，法因证立，方

随法出，药依方遣。中医药通过调整机体阴阳大

环境进行辨证论治的观点与西医学改良缺血缺氧

微环境提高干细胞生存的治疗思路不谋而合，中

医药可在干细胞移植中起到积极作用，还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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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干细胞，提高干细胞的增殖分化、迁移归巢

和抗衰老能力［28-30］。

3.1 补气药 人参是补气类药物的代表，人参皂

苷Rg1在治疗骨髓造血功能损伤、颅脑损伤、神经

元退行性病变及组织器官损伤的过程中，具有促

进功能细胞的定向分化、多种干细胞增殖、抗干细

胞衰老的治疗效果［31］。亦有研究证明，人参皂苷

Rb1 具有促进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

NSCs）增殖的作用［32］。黄芪具有益气升阳之功效，

由黄芪和当归组成的益气补血名方当归补血汤，

其中所含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阿魏酸、芒柄花素

均可改善HSCs衰老，同时促进HSCs增殖［33］。参麦

注射液由人参、麦冬两味中药组成，有研究［34］利用

参麦微球与BMSCs相结合，成功诱导BMSCs向神经

元细胞方向分化，而Wnt3a信号通路对其有促进

作用。

3.2 活血药 活血化瘀药物及其有效成分的探

索是中医药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川芎是行气活

血药的代表，其中所含的川芎嗪可促进脊髓损伤

区域的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表达，促进内源性NSCs的

增殖分化［35］，并且还能促进体外低氧刺激条件下

大鼠NSCs分化为神经元细胞并且诱导神经再生，

对神经起到保护作用［36］。三七、红景天同为活血

化瘀药物，三七总皂苷与红景天苷均可增加外周

血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s）数量且提高其出髓效率，促进干细

胞归巢并提高分化率［37］。丹参中的主要成分丹参

酮、丹参素均可在体外诱导MSCs分化为神经元样

细胞，而丹酚酸B可在体外诱导大鼠MSCs分化为

心肌样细胞，隐丹参酮可诱导猴MSCs分化为神经

元样细胞［38-41］。

3.3 补肾药 淫羊藿、巴戟天、骨碎补、鹿角胶四

味温阳补肾药具有促进BMSCs增殖的作用［42］，其

中淫羊藿中所含的有效成分淫羊藿苷还可有效促

进骨BMSCs增殖和成骨分化，有利于骨折损伤处

的愈合［43］。左归丸与右归丸均为明代名医张景岳

所创的补肾名方，左归丸可对成体骨髓源性干细

胞向成骨细胞分化，右归丸则可明显上调脂肪干

细胞内Runx2蛋白表达，促进脂肪干细胞向成骨

细胞分化［8，44］。

4 小结

中医学理论认为，“精血同源”“精气互化”“气

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具有益气、活血、补肾等

作用的中药与方剂不仅可以发挥相关作用，促进

精的生成，还可以共同调节人体内环境达到稳态，

增强损伤组织的信号递呈作用，改善干细胞微环

境，提高其存活率和分化率。

干细胞在移植微环境下的激活和修复信号调

控，有赖于气血功能的正常运行和协调。中药具

有多靶点、效应广且毒副作用小的优势，可通过不

同的调节方式对相应信号通路产生作用，从而达

到对某类疾病的干预目的，甚至对多种危害人体

的细菌及病毒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45-47］。具有益

气扶正、活血化瘀、补肾填精等功效的中药及方剂

可通过上调细胞营养因子的表达水平，重建细胞

因子信号网络，为移植干细胞的增殖、分化提供良

好的微环境，维持移植干细胞和邻近细胞间的相

互作用与信号联系，促使归巢干细胞在损伤微环

境下的存活，增殖和分化。因此，对此类药物与干

细胞的相关性研究能够更好地发挥中药和干细胞

的药效作用，并为提高干细胞治疗各类疾病的疗

效提供更多的新思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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