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留學生：不如去讀私立大學

腫瘤細胞如何遷移有望破解
中國科學家原創性發現造血幹細胞「歸巢」秘密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科學家率先揭開造血幹細胞「回家」的秘

密，首次發現其領路人。幹細胞「回家」又被稱為「歸巢」，對

維持或重塑其細胞命運至關重要。據澎湃新聞報道，中科院分子

細胞卓越創新中心研究員景乃禾稱，這一研究成果在臨床上的應

用前景巨大，對癌症的研究和治療有積極意義，對白血病的治療

也帶來新的希望。

據報道，中國科學院上海營養與健康研究院潘巍峻研究員帶領其研究團隊，
在國際上首次高清晰解析了體內造血幹細胞歸巢的完整動態過程，該研究

成果於北京時間2018年11月20日凌晨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Nature（《自然》）
在線發表。
這是由中國科學家獨立完成的原創性科學發現，研究過程中突破了現有理論及
研究體系，為提高造血幹細胞移植效率提出了新理論，開創了新思路。
中科院分子細胞卓越創新中心/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景乃禾點
評稱，這一研究成果在臨床上的應用前景巨大，比如對癌症的研究和治療。

有望實現骨髓精準移植
眾所周知，腫瘤的原發癌對患者沒那麼危險，通過手術等摘除即可，但腫瘤細
胞轉移後形成的次生癌很可怕。那麼，腫瘤細胞是怎麼遷移的？這跟造血幹細胞
的歸巢很相像。該研究成果有望對腫瘤細胞的轉移帶來新的啟示，這是該研究成
果的重大意義之一。
景乃禾說，該研究成果對血液病，如白血病的治療帶來新的希望。白血病原來
被叫做血癌，常見的治療方案是骨髓移植，用「好」的骨髓（造血幹細胞）替換
「壞掉」的骨髓。但移植後這些造血幹細胞能不能歸巢，能不能在患者體內增
殖、發揮作用，人們以前不知道，只能碰運氣，多移植一些骨髓。但有了這一成
果，有望實現精準移植，精準調控，因此可能大大提高骨髓等幹細胞移植的效
率、成功率，移植中被浪費的幹細胞也更少，也有望大大改善其治療效果。
景乃禾表示，這是一個基礎研究的突破，未來會在維護人類健康上發揮重要作

用。

建造血幹細胞標記系統
人體所有類型的血液細胞來自造血幹細胞。「歸巢」通常指循環系統中的特定

細胞類群，如造血幹細胞，定向遷移至生物體組織或器官微環境，維持或重塑其
細胞命運的生命過程。基於其造血幹細胞歸巢能力的造血幹細胞移植，已在臨床
被廣泛應用於血液、免疫和腫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療，但歸巢在體內生理情況下究
竟如何發生，歸巢的微環境究竟是何種結構，微環境細胞又是如何幫助造血幹細
胞歸巢的等一系列關鍵科學原理依然知之甚少，嚴重制約了臨床造血幹細胞移植
等相關技術的發展。
為攻克這一科技難題，潘巍峻研究員帶領其團隊歷時6年，首創了一套全新研
究體系，在國際上率先採用可變色熒光蛋白建立了造血幹細胞標記系統，在高分
辨率共聚焦熒光顯微鏡下，可以長時程活體觀察、追蹤，從宏觀到微觀，生動地
呈現了造血幹細胞從誕生到歸巢的全過程。

意外發現「先導細胞」
研究人員經過對大規模長時程活體成像的統計分析，發現了造血幹細胞歸巢的
時空規律及「熱點區域」，並結合精細成像和三維重構技術，首次揭示了體內造
血幹細胞歸巢微環境的獨特微血管結構。
在研究過程中，他們還意外地發現了一種全新的微環境細胞，並將其命名為
「先導細胞」。這類細胞是一種之前未被定義過的巨噬細胞新亞型，存在於歸巢
「熱點區域」附近，它們可以識別進入造血組織的造血幹細胞並將其引入特定的
血管結構中，從而實現造血幹細胞的歸巢。
該工作不僅回答了「體內的造血幹細胞歸巢如何發生」這一世界造血幹細胞研
究領域的重大科學問題，而且發現了對於造血幹細胞歸巢起關鍵引導作用的「先
導細胞」。該研究也開啟了國際上造血幹細胞領域的在體長時程、高分辨研究新
時代。
此外，與該研究相關的用於藥物篩選的「微小模式生物高速分選及三維活體成

像系統」於2018年12月有望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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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這一重大研究成果由潘巍峻研究員
帶領李丹彤、薛文志和李美等研究
生，與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
生物學研究所李林、陳劍峰、周波
研究員，中國科技大學姚雪彪教
授，耶魯大學醫學院吳殿青教授等
協同攻關下共同完成，並得到了西
南大學羅凌飛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學
溫子龍教授的幫助。

此項成果得到了中國科學院「細
胞命運可塑性的分子基礎與調控」
戰略先導計劃和裝備研製計劃、科
技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專項、國家
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上海市科
委基礎重點項目等支持。
記者也獲悉，對於該研究成果的轉

化與應用，潘巍峻研究員研究團隊2017
年4月提交了國內專利申請，2018年
9月申請了國際PCT專利。

港科大教授也有貢獻醫學意義
■該研究成果對血液病，如白血病的治療帶來新希望。

■常見的治療方案是骨髓移植，用「好」的骨髓（造血幹細
胞）替換「壞掉」的骨髓，但移植後這些造血幹細胞能不能
歸巢，能不能在患者體內增殖、發揮作用，只能碰運氣，
多移植一些骨髓。

■有了這一成果，有望實現精準移植，精準調控，因此可能
大大提高骨髓等幹細胞移植的效率、成功率，移植中被浪
費的幹細胞也更少，也有望大大改善其治療效果。

中國女子在美遭殘忍殺害
退伍白人男友判終身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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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巍峻研究員及其核心研究團隊（後排從左向右為此項研究成果的共同第一作者李美、李丹
彤、薛文志）。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報道，2017年，剛畢
業不久的中國女性李淑宜在家中遭多種利器殘忍
殺害，行兇者是她的白人男友、曾在美國陸軍服
役的森里內克。當地時間11月19日，森里內克
在庭審上認罪，被判處終身監禁，他只有在服刑
期滿30年後才有機會申請假釋。
綜合美國WSB-TV、《世界日報》等媒體報

道，28歲的李淑宜（Shuyi Li，音譯）來自中國
廣東，她在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碩士畢業後，曾
和森里內克（Brian Marsh Semrinec）一起工
作，案發時也是戀愛關係，但女方當時就已經遭
到了家庭暴力。2017年9月，因李淑宜未能按時
上班，當地警方在她的家中發現了她被毯子包裹
着的屍體。她的頭部和頸部發現了多處被利器重
擊的傷口，身上還有刀傷及瘀青。
在李淑宜遇害後，她的男友森里內克隨即被視

為嫌疑人。法院資料顯示，現年25歲的森里內
克高中畢業，是美國陸軍的一名退伍軍人，曾在
阿富汗服役。檢察官表示，退伍後的森里內克有
着「創傷後應激障礙」病史，經常做噩夢。不過
在他被逮捕後，經心理醫生評估心理正常，可以
接受審判。19日，森里內克出庭受審。他最終
承認有罪，並接受了無期徒刑的判決。依據法
律，只有在服刑期滿30年後，森里內克才有機
會申請假釋。
美國中文網早前提到，森里內克脾氣暴躁。有

知情人士透露，受害者也曾因為勸他，發生過激
烈爭吵進而產生矛盾。這位知情人士還指出，其
實李淑宜早就想與男方了斷，因為在相處過程
中，她受到的精神虐待已經到了需要看心理醫生
的地步。但因為懼怕對方的過激行為，一直不敢
貿然行動，最終導致悲劇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
道，11月20日7時40分，中國在酒泉衛
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成
功將試驗六號衛星及天平一號Ａ星、Ｂ
星，嘉定一號、軟件定義衛星「天智一
號」等4顆微納衛星發射升空，衛星均進
入預定軌道。
試驗六號衛星主要用於開展空間環境
探測及相關技術試驗。天平一號A星、B

星主要用於地面測控設備精度標校。嘉
定一號衛星由上海歐科微航天科技有限
公司研製，是其低軌商業通信衛星星座
「翔雲」的首發星。軟件定義衛星「天
智一號」由中國科學院微小衛星創新研
究院研製，在軌主要開展安卓平台地面
軟件技術太空移植及開源衛星軟件研發
等技術驗證工作。
其中，「天智一號」是中科院規劃

「天智」系列的首顆技術驗證星，同時
也是全球首顆實際開展工程研製並發射
的軟件定義衛星。其核心是一個小型高
性能星載雲計算平台，支持有效載荷即
插即用、應用軟件按需加載，可通過上
注不同應用軟件，讓衛星完成不同任
務。
中科院軟件所介紹說，「天智一號」
整星重約27公斤，運行在500公里高度

的太陽同步軌道。「天智一號」衛星採
用「開放架構、模塊集成、軟件定義、
一星多能」的創新設計理念，主要載荷
包括能耗低、計算能力強的小型雲計算
平台，以及1台超分相機和4部大視場相
機。它的雲計算平台能在太空嚴酷的環
境下根據需要智能調配計算節點，可將
獲取數據在「天端」進行智能計算，執
行星載應用程序，響應地面的需求，對
相機和手機採集到的數據進行計算分
析，並傳輸到地面的測控站點或應用
端。

法國擬大幅提高公校非歐盟留學生學費

中國首顆軟件定義衛星「天智一號」升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法國總理菲利普於當地時間19日表示，法國
計劃大幅提高公立大學非歐盟留學生的註冊
學費，同時推出更多獎學金項目，提升對留
學生的幫助與服務。對於漲幅超十倍的學
費，有中國留學生表示，「漲幅太驚人了，
堅決抗議。要是真漲價，那不如去讀私立大
學。」對此，有業內專家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國際學生群體在很大程度是被法國對於
留學生的高福利吸引前往的，如果費用和福
利上沒有明顯優勢，競爭將顯乏力。

學生準備遊行抗議
據《歐洲時報》報道，目前在法國公立大

學就讀本科、碩士和博士的年註冊費用分別
為170、243和380歐元，政府希望以後將註

冊費（即學費）分別提高到2,770、3,770和
3,770歐元。政府認為，學費提高後，政府
公共財政在每個留學生身上的花費也將提升
三倍。此外，政府將推出更多獎學金，讓四
分之一的外國留學生有機會獲得獎學金和享
有免交學費的優惠。菲利普認為，政府的這
一政策選擇是合理的，可提高來法留學生的
接待質量。
「以便宜著稱的法國留學要『翻篇』。」

有網友表示，本來還想去法國讀書，如果這
一政策實施的話就只能放棄。更有網友發帖
稱，「有錢就不選公立選更好的私立高等學
院了。收拾收拾，準備遊行抗議去。」

獎學金不具吸引力
「從法國現行的政策看，中國學生赴法留學

性價比很高。」中國留學監理服務網總編輯胡
本未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法國公立大學免
學費，僅收取幾百歐元的註冊費。在巴黎上大
學，甚至還有住房補貼。但法國留學也有一些
頗受詬病的地方，如英文授課的項目不夠多，
學生福利有待改善，簽證率不高等。國際學生
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法國對待留學生的高福
利政策吸引去的。如果費用和福利上沒有明
顯優勢，競爭自然乏力。而所謂的獎學金，
解決不了大多數人的經費需求。」
「較之英美而言，法國仍屬於小眾留學市場。

其國際留學生多來自於前法屬殖民地國家，對
中國學生『卡』得很嚴。」胡本未認為，「法
國的領導人也許是面臨其他方面的壓力，才會
做出這樣略顯蒼白的決定。所幸提升的註冊費
總體額度相對於英語國家的學費並不算多。」

■法國計劃大幅提高公立大學非歐
盟留學生的註冊學費，同時推出更
多獎學金項目。圖為巴黎市區。

發現歸巢過程
■人體所有類型的血液細胞來自造血

幹細胞

■「歸巢」通常指循環系統中的特定細
胞類群，如造血幹細胞，定向遷移
至生物體組織或器官微環境，維持
或重塑其細胞命運的生命過程

■科研人員率先採用可變色熒光蛋白
建立了造血幹細胞標記系統，在高
分辨率共聚焦熒光顯微鏡下，可以
長時程活體觀察、追蹤，生動地呈
現了造血幹細胞從誕生到歸巢的全
過程

■發現造血幹細胞歸巢的時空規律及「熱
點區域」，首次揭示了體內造血幹細
胞歸巢微環境的獨特微血管結構

■意外發現了一種全新的微環境細
胞，並將其命名為「先導細胞」。
這類細胞存在於歸巢「熱點區域」
附近，它們可以識別進入造血組織
的造血幹細胞並將其引入特定的血
管結構中，從而實現造血幹細胞的
歸巢

■「先導細胞」引導造血幹細胞進入血管微環境的原理圖（紫色細胞為「先導
細胞」，VC指示靜脈微血管，綠色代表血管）。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網站

■造血幹細胞歸巢停留「熱點區域」的三維重構模型（紅色代表造血
幹細胞，藍色代表動脈，綠色代表靜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