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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器官如何为人类猪器官如何为人类““跨物种救命跨物种救命””
据新华社电 移植器官短缺是

全世界面临的医学难题。近年来，在

基因编辑等新技术推动下，以猪为供

体的异种器官移植不断取得进展。

伦敦时间 3 月 26 日，中国研究

团队在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论

文，报告世界首例将基因编辑猪的

肝脏移植到脑死亡人体内的成功案

例。《自然》网站相关报道表示这是

“将动物器官移植给人的一个里程

碑”。

除中国外，美国已开展了多例人

体移植猪器官手术，美监管机构还为

移 植 猪 肾 脏 进 入 临 床 试 验“ 开 绿

灯”。那么，猪何以能为人类“跨物

种救命”？推进异种器官移植还面

临哪些难题？

“跨物种救命”源于自身优点

不同物种间的器官移植被称为

异种器官移植。目前全球捐献的人

体器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异种器

官移植被认为是解决移植器官短缺

最可能的方向之一。医学界此前曾

尝试以黑猩猩和狒狒等灵长类动物

作为肾脏、肝脏等移植器官的供体，

但效果都不理想。

猪的器官组织结构、生理功能

等与人体器官相近，并且与人类亲

缘关系较远，传播人畜共患疾病的

风险较小；猪的饲养成本低、种类丰

富、繁殖能力出色。这些优点吸引

了科学家的目光，猪被视为异种器官

移植的理想供体候选者。但是，将猪

器官移植到人体内还有两大风险：猪

的基因组携带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移

植到人体后可能有毒性；猪器官可能

引发人类免疫系统的排异反应。

基因编辑技术和免疫学的发展

为人体移植猪器官扫除了障碍。科

学家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去除或

关闭猪身上有风险的基因，并插入

一些人类基因，从而提高接受移植

者长期存活的可能性。中美等国研

究人员 2017 年报告说，他们用基因

编辑技术“敲除”了猪基因组中所有

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巴西圣保罗大

学生物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2019 年

报告说，科学家已确认猪体内能引

发人体排异反应的 3 个基因，用基因

编辑技术关闭这些基因就可能消除

排异反应。

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医学界逐

步探索开展猪器官移植手术，其中美

国进展迅速。2022年1月，美国马里兰

大学专家进行了全球首例将基因编辑

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的手术，患者术

后存活了约2个月。2023年9月，该机

构完成第二例基因编辑猪心脏移植手

术，患者约40天后死亡。

肾 脏 移 植 也 是 探 索 的 热 点 领

域。 2023 年 7 月，美国纽约大学兰

贡医疗中心将基因编辑猪的肾脏移

植到一名已脑死亡但维持生理机能

的 受 试 者 体 内 ，猪 肾 脏 能 正 常 工

作。 2024 年 3 月，美国马萨诸塞综

合医院将基因编辑猪的肾脏移植入

一 名 美 国 男 性 终 末 期 肾 病 患 者 体

内，为全球首例。这名时年 62 岁的

患者在手术后近 2 个月死亡，但医院

发表声明说，没有迹象表明他的死

亡是由肾脏移植造成。

希望与挑战并存

正如上述案例所示，患者术后

存活率低还是制约异种器官移植的

一大挑战。不过，每一次失败都是

迈向成功的基础。

2024 年 12 月，美国纽约大学兰

贡医疗中心宣布，成功为一名 53 岁

女性肾病患者进行了基因编辑猪肾

脏移植手术。今年 2月 25日，兰贡医

疗中心发布公报说，这名女性接受移

植手术满3个月后已返回家中，后续还

要定期复查，她已成为移植基因编辑

猪肾脏后存活最久的患者。

上述移植手术都是在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同情使用”规则下进

行的。该规则适用于患有严重或危

及生命疾病的患者，在不能通过已

上市药品或入组临床试验的方式获

得有效治疗时，可使用未经上市审

批的研究性药物或治疗手段。

今年 2 月初，美药管局正式批准

两家生物公司开展猪肾脏移植临床

试验，标志着这一领域从“实验性尝

试”走向“临床验证”的新阶段。美

国媒体报道说，“一旦成功，这些试验

可能会彻底改变器官移植现状，帮助

解决供体肾脏严重短缺的问题”。

虽然异种器官移植在解决移植

器官短缺方面被寄予厚望，但目前

仍面临重重挑战，如排异反应可能

难以完全避免、跨物种移植存在生

物安全隐患等等。此外，医学界对

人体移植动物器官后的长期健康影

响、接受移植者生活质量、移植器官

功能维持状况等领域还缺少研究。

同时，异种器官移植还涉及人类学、

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的问题，

可能会对社会伦理造成冲击。

鉴于此，医学界呼吁，推进异种

器 官 移 植 ，需 要 国 际 社 会、各 国 政

府、科研及医学界等多方合力、审慎

推进，要科学评价研究进展，清醒认

知相关风险，并加强立法监管。

（新华社记者 张晓茹）

北京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打造国际一流
医药健康产业新高医药健康产业新高地地
本报讯 3月28日，从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

监管科学与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

2025年以来，北京市已获批 8款创新药械，包括

全国首款干细胞治疗药物；累计获批76个国家创

新医疗器械，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据了解，作为国家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北

京市基础研究人才密度、投入强度均居全国首

位，承接的临床试验项目占全国 40%，每年全国

近 40%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这里诞生。

2024年，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到1.06万亿

元，同比增长8.7%。

近年来，北京高度重视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持续推进医药健康领域改革创新，出台促进创新

医药发展的“32条”等举措，率先实现了药品补充

申请审评时限从 200个工作日压缩至 60个工作

日，药品临床试验审批从 60个工作日压缩至 30
个工作日，临床试验的启动用时压缩 7.7周。同

时，实施罕见病药品“白名单”制度，建立临床急

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着力打造国际一流

的医药健康产业新高地。

目前，北京“南北联动”的医药健康产业空间

布局已日趋成熟。位于南部的北京经开区新推

出了国际医药创新公园 BioPark，与大兴区共同

打造医药产业的新“引擎”；北部依托中关村生命

科学园，继续深耕国际医疗器械城、合成生物制

造集聚区和美丽健康产业园，加速科技原创成果

转化。

今年，北京将持续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支持

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跨境分段生产、临床急

需药品医疗器械即收即检等突破性措施；罕见

病、临床急需药械进口，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和药

品补充申请等试点将会继续扩充品类，持续赋能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该论坛由北京市药监局主办、北京药学会

承办。 王查娜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加强项目招引、产业导入，持续推进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产业集群式发展，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图为 3月 31日，在位于肥西县的安徽合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实验室里进行产品研究。

新华社发（徐勇/摄）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
20252025年北京年北京会议会议77月举行月举行

本报讯 3月 26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5年年

会“发布时刻—北京专场”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

镇举行。会上宣布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

2025年北京会议将于7月下旬在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简称“北京经开区”）举行，主题为“创新驱

动下的健康产业新未来”，将围绕人类健康，在人

工智能、生命健康、细胞基因治疗等前沿热点领

域设置重要议题，探讨“全球健康发展”国际理

念，向世界展示卫生健康事业和医药健康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北京样板”。

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发布博鳌

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 2025年北京会议总体安

排并向全球各界人士发出参会邀请。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表示，多年来，博

鳌亚洲论坛与北京市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交流互

动频繁，合作不断升级，在共同推动全球卫生治

理、医药卫生发展、科技创新赋能及健康产业融

合等领域的合作形成广泛共识。

据悉，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2025年会

议由北京市政府和博鳌亚洲论坛联合主办，北京

经开区承办。 刘琴

健康快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