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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精子和卵子

科学家用干细胞合成

人胚胎期14天后的发育事件
无从知晓

据悉，早期胚胎发育异常与出生缺陷
直接相关，研究早期胚胎发育过程、探究
发育机理，有助于揭示病理性胚胎发生机
制，提升相关疾病诊疗效率。有数据显
示，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病种超过8000
种，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约为5.6%，每30
秒钟就会有一名缺陷儿出生。

5月13日，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
学院院长、长期从事胚胎发育与体细胞重
编程的表观调控机制以及干细胞转化医
学研究的高绍荣教授向记者表示，“早期
器官的形成和发育是发育生物学中一个
比较重要的阶段，但这是一个‘黑匣子’，
大家对它都不了解，两个研究团队通过体
外培养来模拟胚胎在体内的发育，但和体
内（胚胎发育）是否完全一样，有待进一步
研究。”

据悉，人早期胚胎发育起始于受精卵
（胚胎期第0天）。受精卵经过数次卵裂形
成囊胚，囊胚于胚胎期第7天左右种植入
母体子宫并进一步发育，于胚胎期第14
天启动原肠运动。原肠运动是早期胚胎
发育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在此过程中，
胚胎细胞发生大规模分化、迁移和重排，
并形成外、中、内三胚层和体轴。

由于人早期胚胎样品极难获取，以上
事件在人类胚胎中无法被直接探究和揭
示。过去，研究人员已通过体外胚胎培养
技术初步揭示了人胚胎期第14天之前的
发育事件，但14天后的发育事件则无从
知晓，因为人类胚胎体外研究须遵循必须
在胚胎期14天前终止的伦理规则。因
此，研究人员转而使用与人类进化和发育
生物学特征高度相似的灵长类胚胎来替
代人类胚胎，搭建非人灵长类胚胎体外培
养体系，以理解早期胚胎发育调控机制。

据《自然》报道，英国剑桥大学发育生
物学家娜奥米·莫里斯表示，这些研究在
开发能比以前更长时间地维持子宫外胚
胎的方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她
也提出了警示，“在实验室培养的胚胎看
起来和行为像真实的东西之前，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它们（体外培养的胚胎）看起
来仍然与我们期望的略有不同。肯定还
有改进的余地。”

“14天伦理准则”
是否可以改变？

人类胚胎发育研究一直遵循“14天
伦理准则” ，即在人类胚胎体外研究工
作中，自受精之日起，人类胚胎体外培养
的时间不得超过14天。

1978年，全球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
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胚胎体外培养的巨大
关注。次年，美国道德咨询委员会向美国
卫生教育与福利部提交了一份报告，首次
明确了人胚胎体外培养的14天界限。随
后，英国政府召集了16位专家（包括医
生、科研人员等）组成“沃诺克委员会”，该
委员会于1984年提出政策和立法建议：

“由体外受精产生的人类胚胎，无论是冷
冻状态下或非冷冻状态下，如果没有进行
胚胎移植，不能在体外存活至超过受精后
第14天。”同时建议将超出期限的人类胚
胎研究都定义为刑事犯罪。2004年，中
国科技部和原卫生部联合颁布的《人胚胎
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也明确了
14天准则的限制。

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们只能实现人
类胚胎在受精后6-7天的体外培养，但随
着研究的不断进步，时间的限制已经在被
不断地突破。

2016年，美国科学家阿里·布里凡和
英国科学家玛格达莱娜分别在《自然》和
《自然细胞生物学》发表研究成果，实现了
人胚胎受精后13天的培养，逼近14天的
期限。为规避进一步研究的伦理限制，谭
韬等人团队、王红梅等人团队研究灵长类
胚胎的体外培养体系，并同时于2019年
11月在《科学》杂志发文，表明实现了食

蟹猴胚胎体外20天的培养。
2022年，谭韬、季维智在《科学与社会》

期刊发文提问：“这些研究表明，人类胚胎
体外培养超过14天，完全理解人类原肠运
动机制是有可能的。在前沿科学研究和人
类健康的需求推动下，‘14天伦理准则’是
不是必须继续严格遵守、保持不变？”

高绍荣向记者表示，“全世界很多科
学家都在讨论‘14天伦理准则’是否需要
改变这件事，但改变并不容易。目前‘14
天伦理准则’是否进行修改由各国各自把
握，中国还没有修改，各个国家也还没有
制定相关的规制，还需要更多讨论。”

2021年，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发布
的干细胞研究及其向医学转化应用的最
新指南建议：“考虑到人胚胎培养取得的
进展，以及这类研究具有创造促进人类生
命健康和福祉的有益知识的潜力，14天
后胚胎的研究如果在某个国家（或地区）
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并且地方政策和法
规允许的话，可以开展相关研究。”

谭韬和季维智认为，相关的伦理规制
存在一定的滞后。“这种伦理规制的滞后
将会影响我国在此方面的创新发展和生
命科学的前沿领域取得新的突破，为解决
不孕不育和发育疾病服务。是时候重新
评估14天的限制，对14天后人胚胎研究
制定新的伦理规制。” 据《成都商报》

/ 非人灵长类胚胎研究背后 /

14天伦理原则已过时?

一组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团队宣
布，已成功使用干细胞创造出全球首个
人工合成的人类胚胎模型，类似于人类
发育最早阶段的胚胎，这无疑是一项重
磅突破性的进步。

科学家们认为，这一重大突破可以
提供重要的见解，并有助于研究罕见的
遗传疾病和流产的生物学原因。然而，
无需卵子和精子创造出的胚胎也引发了
严重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因为实验室培
育的合成人类胚胎并不在大多数国家的
现行法律管辖范围之内。

全球首个
人工“人类胚胎模型”：
相当于自然胚胎
发育14天以上的阶段

当地时间14日，剑桥大学和加州理
工学院的马格达雷娜·泽尼克-格茨教授
在波士顿举行的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年
会上阐述了这项研究成果。

就在不到一年前，2022年8月，泽尼
克-格茨团队在《自然》上发布了一项重
磅研究突破，宣布成功培育出了有完整
大脑结构，还有一颗跳动的心脏的人造
小鼠胚胎。如今，她的团队又再进了一
步。泽尼克-格茨在会上说：“我们可以
通过重新编辑（胚胎干细胞）来创造类似
人类胚胎的模型。”

研究团队制造出的胚胎类似于人类
发育早期阶段胚胎，没有心脏或大脑，但
具备继续形成胎盘、卵黄囊和胚胎本身
的细胞。目前，相关的最新研究细节尚
未发表在期刊论文上。但在会议上发言
时，泽尼克-格茨描述了将胚胎培养到

“相当于自然胚胎发育14天以上的阶
段”。

她介绍道，每个模型结构都是由单
个胚胎干细胞生长而来，达到了被称为

“原肠胚形成”的发育里程碑的开始，此
时胚胎从连续的细胞片转变为形成不同
的细胞系，并形成身体的基本轴。在这
个阶段，胚胎还没有心脏、肠道或大脑，
但模型显示已存在原始细胞，即卵子和

精子的前体细胞。
“这是第一个明确有羊膜和生殖细

胞、卵子和精子的前体细胞的三个主要
细胞谱系人类胚胎模型，”泽尼克-格茨
在采访时说道。“它很漂亮，完全由胚胎
干细胞制成。”

实验领头人强调：
有助揭秘
人类早期发育的“黑匣子”时期

目前，合成胚胎在临床上使用的近
期前景并不乐观。根据现有法律，将它
们植入患者的子宫是违法行为，也尚不
清楚这些结构是否有可能在发育的最初
阶段之后继续成熟。泽尼克-格茨团队
此前从小鼠干细胞中创造出类似胚胎的
模型结构，在经过大约8天的发育后，这
些合成胚胎显示出大脑、心脏和肠道的
雏形。

泽尼克-格茨强调道，“它们不是人
类胚胎，是胚胎模型。但它们令人非常
兴奋，因为看起来与人类胚胎非常相似，
这是发现为什么如此多人怀孕失败（流
产）的重要途径，因为大多数流产都发生
在我们构建这些胚胎样结构的发育时
期。”

据报道，这项研究的动机是让科学
家了解人类早期发育的“黑匣子”时期。
因为科学家只被允许在实验室培养胚胎
到至多14天的法定期限。然后，他们通
过查看妊娠扫描以及捐赠用于研究的胚

胎，进一步了解发育过程。
科学家们认为，这一重大突破可以

提供重要的见解，并有助于研究罕见的
遗传疾病和流产的生物学原因。伦敦弗
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干细胞生物学和
发育遗传学负责人罗宾·洛弗尔-巴奇说
道：“如果你真的用干细胞模拟正常的人
类胚胎发育，你就可以获得大量关于人
类是如何开始发育、可能出现问题的信
息，而不必使用早期胚胎进行研究。”

科研速度快于立法：
势必带来严重伦理和法律问题

由于合成胚胎目前在全球大多数国
家都不受法律保护，这意味着在实验室
中使用人类胚胎会带来严重的伦理和法
律问题。这一突破性进展也再次突显了
该领域的科学发展速度已快于法律。据
报道，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开
始起草自愿指导方针，以管理合成胚胎
的科研工作。

“如果整个意图是这些模型与正常
胚胎非常相似，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们
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洛弗尔-巴奇说。

从理论上讲，这些胚胎结构是否有
可能成长为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也是一
个重要的未解之谜。据报道，此前科学
家们从小鼠细胞中培养的合成胚胎与天
然胚胎几乎完全相同，但当它们被植入
雌性老鼠的子宫后，并没有发育成活的
动物。

“早期器官的形成和发育是发育生物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阶
段，但这是一个‘黑匣子’，大家对它都不了解，研究团队通过体外
培养来模拟胚胎在体内的发育，但和体内（胚胎发育）是否完全一
样，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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