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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综述我国在细胞工程制药相关技术领域 如细胞融合 !核移植 !染色体改造 !转基因和大规模细胞培养等方

面的研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方法 文献调研与数据整理 ∀结果 我国细胞工程制药相关研究起步晚 发展快 前景广阔 ∀

结论 目前研究重点应放在人源化抗体 !分子药田动物药厂的研制和生产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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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工程制药是细胞工程技术在制药工业方面的应用 ∀

所谓细胞工程 就是以细胞为单位 按人们的意志 应用细胞

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等理论和技术 有目的地进行精心设计

精心操作 使细胞的某些遗传特性发生改变 达到改良或产

生新品种的目的 以及使细胞增加或重新获得产生某种特定

产物的能力 从而在离体条件下进行大量培养 !增殖 并提取

出对人类有用的产品的一门应用科学和技术 ∀它主要由上

游工程 包括细胞培养 !细胞遗传操作和细胞保藏 和下游工

程 即将已转化的细胞应用到生产实践中用以生产生物产品

的过程 两部分构成 ∀当前细胞工程所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

包括细胞融合技术 !细胞器特别是细胞核移植技术 !染色体

改造技术 !转基因动植物技术和细胞大量培养技术等方面 ∀

1  动物细胞工程制药的研究现状

动物细胞工程制药主要涉及细胞融合技术 !细胞器移植

尤其是核移植技术 !染色体改造技术 !转基因技术和细胞大

规模培养技术等 ∀

1 1  细胞融合  是用自然或人工的方法使两个或几个不同

细胞融合为一个细胞的过程 ∀可用于产生新的物种或品系

及产生单克隆抗体等 ∀

在我国目前动物细胞工程的发展中 技术最成熟的当数

细胞融合 ∀其中淋巴细胞杂交瘤在国内已普遍开展 并培育

了许多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杂交瘤细胞株系 它们能分泌产

生在诊断和治疗病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单克隆抗体 ∀如

甲肝病毒单克隆抗体≈ !抗人 单克隆抗体≈ !肿瘤疫

苗≈ 等可用于治疗疾病 抗人结肠癌杂交瘤细胞系分泌的单

克隆抗体≈ !抗 2≤≥ƒ ≤ 2≥ ∏ ƒ 2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 胞外区的单克隆

抗体等≈ 则对诊断疾病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技术已趋成熟

目前许多单克隆抗体已经进入产业化的生产阶段 ∀

1 2  核移植  就是将一个动物的细胞核 移植到卵细胞中

并发育生长 ∀核移植技术可用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生物

反应器的制备 ∀其中乳腺生物反应器的研制是最为看好的

一个转基因制药方向 ∀利用转基因动物乳腺作为生物反应

器 生产基因工程人类蛋白质药物≈ 其成本较微生物发酵 !

动物细胞培养生产基因工程药物大大降低 ∀但十几年来 显

微注射技术一直是生产乳腺生物反应器的唯一实用手段 由

于它本身固有的缺点 使得乳腺生物反应器未能有长足的进

步 ∀基因打靶与核移植相结合很可能成为生产乳腺生物反

应器更有效的途径 它在外源基因定点整合 !消除位点效应 !

降低生产成本 !节省时间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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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移植技术在我国特别是培育鱼类新品种方面已有多

年的研究基础 ∀目前我国在哺乳动物细胞核移植方面的研

究也开展得很好 除了传统的胚胎细胞核移植外≈ 体细胞

克隆也在牛 !山羊 !小鼠等物种上均获得了成功 ∀如 年

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先后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只成年体

细胞克隆山羊 / 元元0和第二只成年体细胞克隆山羊 / 阳

阳0≈ ∀另外 在利用转基因动物作为生物反应器生产基因

工程药物方面 上海人类遗传病研究所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

科学院发育所 !扬州大学 !新疆畜牧科学院 !解放军军事医学

科学院和解放军军需大学等都先后获得了可能有潜在生产

人用药物蛋白价值的转基因动物 ∀

1 3  转基因动物  是指经人的有意干涉 通过实验手段将

外源基因导入动物细胞中并稳定地整合到动物基因组中 且

能遗传给子代的动物 ∀

让动物成为制药工厂 !创造人类急需的生物制品 这一

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 ∀转基因动物的出现使得这一梦想正

逐步成为现实 ∀在 世纪制药工业中 最具诱人前景的无

疑是应用转基因动物生产转基因药物 ∀转基因动物生产药

物与以往的制药技术相比 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哺乳动

物生物反应器好比在动物身上建 / 药厂0 ∀动物的乳汁或者

血液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目的基因的产品 ∀它的优

越性还表现在产量高 易提纯 表达产物已经过充分修饰和

加工 具有稳定的生物活性 ∀另外 作为生物反应器的转基

因动物又可无限繁殖 故具有投资成本低 !药物开发周期短

和经济效益高等优点 ∀可以说转基因动物的问世 为利用基

因工程手段获得低成本 !高活性和高表达的药物开辟了一条

重要途径 ∀

作为生物反应器的转基因动物 主要是利用其乳腺组织

和血液组织进行定位表达 特别是用乳腺组织生产具有生物

活性的多肽药物和具有特殊营养意义的蛋白质 已成为一个

新兴的转基因制药业 ∀至今已在以下动物的乳汁中生产出

一些人类蛋白质药物 牛奶中有抗凝血酶 !纤维蛋白原 !人血

清白蛋白 !胶原蛋白 !生育激素 !乳缺蛋白 !糖基转移酶 !蛋白

≤ 等 山羊奶中有抗凝血酶原 !抗胰蛋白酶 !生育激素 !血清

白蛋白 !组织型纤维溶原激活因子 !单克隆抗体 绵羊奶中有

抗胰蛋白酶 !凝血因子 ÷ !纤维蛋白原 !蛋白质 ≤ 猪奶中亦

有蛋白质 ≤ !凝血因子 ÷ !纤维蛋白原 !血红蛋白等≈ ∀我

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活跃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早在

年黄淑帧等成功制备了 头有目的基因 人凝血因子 ÷ 基

因 整合的转基因羊 公 母 其中 头母羊已于 年

月产下小羊羔 进入泌乳期 其乳汁中含有活性的人凝血因

子 ÷ 蛋白 这种凝血因子是治疗血友病的珍贵药物≈ ∀而

近几年来的转基因产物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 如潘

玲 !黄俊成和黄英等 分别在转基因小鼠乳汁中成功地表达

了人促红细胞生成素 !人胰岛素原和人血清白蛋白≈ ∀

转基因动物除了可在生产基因工程药物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外 还可用于建立诊断和治疗人类疾病的动物模

型≈ !生产可用于人体器官移植的动物器官等方面 ∀

高科技展览中展示的长有 / 人耳0的小鼠显示了这方面的良

好前景 这将有效地解决器官异体移植的生理适应难度大的

问题和大幅度地降低器官异体移植的成本 ∀

1 4  动物细胞培养  是指离散的动物活细胞在体外人工条

件下的生长 !增殖的过程 ∀动物细胞培养开始于本世纪初

到 年规模开始扩大 发展至今已成为生物 !医学研究和

应用中广泛采用的技术方法 利用动物细胞培养生产的具有

重要医用价值的生物制品有各类疫苗 !干扰素 !激素 !酶 !生

长因子 !病毒杀虫剂 !单克隆抗体等 已成为医药生物高技术

产业的重要部分 其销售收入已占到世界生物技术产品的一

半以上≈ ∀

由于动物细胞体外培养的生物学特性 !相关产品结构的

复杂性和质量以及一致性要求 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仍

难于满足具有重要医用价值生物制品的规模生产的需求 迫

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细胞培养工艺 ∀目前 我国众多研

究领域集中在优化细胞培养环境≈ !提高产品的产率≈

并保证其质量一致性上≈ ∀

2  植物细胞工程制药的研究现状

人类从植物中得到药物已有很长的历史 ∀随着植物细

胞培养 !植物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的发展 它被赋予了新的

内容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国的中药材是一个具有数千年

历史的医药宝库 至今仍在中国和许多国家及地区广为使

用 ∀传统药材中 为野生资源 但由于盲目挖掘 不仅使

野生资源日益减少 还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人工

种植又面临品质退化 !农药污染和种子带病等问题 ∀而且

人工种植的药材 活性成分的种类和数量往往因地区及气候

不同而异 给品质控制带来许多困难 ∀这些问题 严重影响

了我国传统药材的生产和供应 ∀据了解 在 余种经常使

用的中药材中 每年短缺 左右 ∀因此除了尽快制定政策

法规保护我国不断减少的野生资源以外 更加重要的是必须

找到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 ∀生物技术的兴起为保

存和发展我国传统中药材提供了这种机会和方法 ∀

2 1  组织及细胞培养  植物细胞工程涉及诸多理论原理及

实际操作技术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培养技术 也就是将植物

的器官 !组织 !细胞甚至细胞器进行离体的 !无菌的培养 ∀它

是细胞遗传操作及细胞保藏的基础 ∀

近年来植物细胞培养技术主要致力于高产细胞株选育

方法≈ !悬浮培养技术 !多级培养和固定化细胞技术 !培

养工艺优化控制≈ !生物反应器研制 !下游纯化技术等方

面 并取得了较大进展 ∀有些药用植物种类已实现工业化生

产 如从希腊毛地黄细胞培养物通过生物转化生产地高辛 !

从黄连细胞培养物中生产黄连碱 !从人参根细胞中生产人参

皂苷等 相当种类的药用植物细胞大量培养已达到中试水

平 如长春花生产吲哚生物碱 !丹参生产丹参酮 !青蒿生产青

蒿素 !红豆杉生产紫杉醇 !紫草生产萘醌 !三七生产皂苷等 ≈ ∀

2 2  遗传特性改造  仅仅对细胞进行培养还不够 要使培

养的细胞能为人类服务 就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 这就涉

及到了细胞的遗传操作 ∀可以说 遗传操作是整个细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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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为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一环 ∀实验技术的发展使精确 !

高效的遗传操作变得更加方便 ∀将外源 ⁄ 导入靶细胞的

方法不断完善 除了以前经常使用的质粒载体 !病毒载体 !转

座因子和 °≤ 酵母人工染色体 等途径外 通过 ¬

¬介导 !裸 ⁄ !/基因枪0 !超声波法和电注射法等非

病毒方式转换细胞的方法也开始被广泛使用 细胞融合方法

已被不断的改进 融合率增大 细胞诱变也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 诱变方式不断增加 ∀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发展都为更好的

改造细胞创造了条件 ∀

2 3  转基因植物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 把目的基因导入待

改造的受体植物细胞 进而培育出获得了目的基因性状的植

物 就是转基因植物 ∀

我国转基因植物研究起步较晚 ∀但是 由于确立了正确

的发展策略 并将其及时列入重点扶持的 / 0高科技发展

计划 因此发展较快 并已取得很大成就 ∀

利用转基因植物生产重组蛋白具有以下优点 与动

物细胞培养相比 植物细胞培养条件简单且易于成活 有利

于遗传操作 植物培养细胞具有全能性 能够再生植株

转基因植物中的外源基因可通过植物杂交的方法进行基

因重组 进而在植物体内积累多基因 转化植株系的种子

易于贮存 有利于重组蛋白的生产和运输 用动物细胞生

产重组蛋白 可能污染动物病毒 这对人类可能造成潜在危

险 而植物病毒不感染人类 所以用植物细胞生产重组蛋白

更为安全 植物细胞有与动物细胞相似的结构和功能 有

利于重组蛋白的正确装配和表达 ∀

利用转基因植物生产基因工程疫苗是当前的一大热点

研究主要集中在烟草 !马铃薯 !蕃茄 !香蕉等植物≈ 至今

已获得成功的有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不耐热的肠毒

素 亚单位 ×2 !链球菌属突变株表面蛋白 等

多种疫苗 ≈∀

转基因植物除了可用于生产疫苗以外 还可以用来生产

其它蛋白制品如激素等 ∀ 年赵倩等就成功地把牛生长

激素基因导入马铃薯 得到了转基因植株 从而为从植物中

大量获得动物生长激素奠定了基础≈ ∀

3  未来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 细胞工程不仅可大量工业生产天然稀有的药

物 而且其产品具有高效性和对疾病鲜明的针对性 ∀因而

细胞工程药物的发展必将给制药工业带来一次革命性飞跃

在人类的医疗保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根据目前医药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我国细胞工程制药

应该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3 1  人源化抗体的研制和生产  抗体可以对抗各种病原

体 亦可作为导向器 但目前的单克隆抗体多为鼠源性抗体

注入人体后会产生抗体 抗抗体 或激发免疫反应 ∀目前国

外已研究噬菌体抗体技术 !嵌合抗体技术 !基因工程抗体技

术等来解决人源化抗体问题 ∀为了获得疗效更好 !更适于人

体使用的抗体 我国的细胞工程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在这方面

有所作为 ∀

3 2  启动/分子药田0工程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传统

中药材在保障人类健康的社会医疗事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 ∀因为在传统中药材中包含着许多人们尚未认识和开发

的具有新功能的化合物 其中不少有望成为新的药物 ∀借助

细胞工程技术 人们可望保存和繁殖那些濒临灭绝的药材资

源 也可望扩增那些数量极少而又极有价值的新类型化合

物 满足临床的需求 或在遗传上改变现存的传统药材的有

效成分 附加新的遗传成分 成为 /转基因药材0 ∀从植物细

胞工程方面来说 植物细胞的大量培养和天然药物的工厂化

生产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重点 尤其是天然植物蕴藏量

少 !含量低 !但临床效用高的成分 如藏红花 !紫杉醇等 利用

细胞工程方法进行大量培养生产 ∀可以说 如何将植物细胞

工程技术与我国传统中草药研究相结合 是我们面临的一个

新的课题 ∀

3 3  实施/动物药厂0计划  在二十一世纪最具希望和发展

潜力的制药方向当然是转基因动物生物反应器 尽管转基因

动物生物反应器的生产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 尚有许多问题

和限制因素存在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应用转基因动

物生物反应器生产药物的美好发展前景 ∀目前利用转基因

动物生物反应器生产药物在伦理学及商品化方面已不存在

任何障碍 ∀虽然这项技术的难度较大 成功率较低 而且目

前通过转基因动物生物反应器生产的药物尚未形成产业化

但预期在 世纪初它们就会鼎足于国际市场 使转基因动

物的产业成为最具高额利润的新型产业 ∀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转基因动物生物反应器的研究必

须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的 转入的基因在受体动物基因

组中有随机整合 !调节失控 !遗传不稳定 !表达率不高等问

题 急需从理论上突破 获得更多的构建合理 !有使用价值的

结构基因 ∀其关键问题是确保转入基因的有效表达并完全

整合 关键技术是基因构建和位点整合 转基因动物的异

位表达和表达产物的泄漏问题 转基因表达产物或产品

的分离与纯化问题 ∀可能会出现要纯化的产物含量低 且要

去除全部可以引起人类变态反应的非人类蛋白 转基因

表达产物的结构和生物活性与人体蛋白的相似性问题 ∀转

基因产品必须与人体产生的蛋白具有足够的相似性 以免人

体对其产生免疫反应 ∀

作为现代生物技术之一的细胞工程技术在近半个世纪

来突飞猛进 并已在医药领域取得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成果 如通过细胞融合技术形成的杂交瘤细胞生产的单克隆

抗体已广泛用于临床治疗 并显示出独特的疗效 获得了很

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随着细胞工程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

它的前景及其产生的影响将会日益地显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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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聚乳酸 !聚乳酸乙醇酸共聚物微球的制备及体外释放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李  岩  孙殿甲  毕殿洲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药剂教研室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药剂教研室

摘要  目的 对近年来以 ° !° 为载体的微球剂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方法 查阅近 年来有关 ° !° 微球研究

的国内外文献 介绍此类微球的制备方法和影响其体外释放等性质的主要因素 ∀结果 ° !° 的性质 !药物的性质及微

球的制备工艺等对微球的体外释放等性质均有重要的影响 ∀结论 对以 ° !° 为载体制备的药物微球 有待于更进一步

的研究和开发 ∀

关键词  聚乳酸 聚乳酸乙醇酸共聚物 微球

Προγρεσσεσιν Πρεπαρατιον οφ ΠΛΑ , ΠΛΓΑ Μιχροσπηερεσ ανδ τηειρ Ινφλυενχε Φαχτορσ

≠ ≥∏ ⁄ ⁄ ∏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ψ, Ξιν ϑιανγ Μεδιχ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Υρυ µ υθι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ψ, Σηεν Ψανγ Πηαρµ αχψ Υνιϖερσιτψ)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ΜΕΤΗΟ∆ : ×

° ° ∏ ∏ ∏ ΡΕΣΥΛΤ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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