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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均证实其具有向成骨细胞、神经元细胞、上 

皮细胞、内皮细胞等分化 的特性~3-51，但人体 内研 究 

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功能上，与实验结果 

相距甚远。于是人们开始对 BMSC体 内干细胞壁龛 

微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研究，试图通过某个或某几个 

诱导因素模拟干细胞壁龛微环境 以观察其生物学特 

性，但终难 以模拟诸如正反馈、负反馈等复杂的动态 

过程，从而使 临床转化和应用受到很大限制 。因 

此，如何选择合适 的细胞和体 外培养模型是研究者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最终 实现体 内研究和转化 

至关重要的一环。 

3 选择能最大限度模拟人体的动物模型 

当前研 究多是体外到体 内、动物到人体 的研究 

转化策略。但动物模型与人体在遗传背景、身体结 

构 、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以及种族特性上存在 巨大差 

别。如人类不同种族人群之间瘢痕的形成具有明显 

差异，但这种差异难以在动物模型中得以复制和研 

究。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的研究进展缓慢，关键 

原 因之一便是缺乏 良好 的动物模型 。人 与鼠的 

皮肤创面愈合过程也存在差异，小 鼠皮肤愈合早期 

依赖于皮肌的收缩，而人体主要依赖于修复细胞的 

增殖、迁移以及 ECM 的分泌。在糖尿病溃疡、压力 

性溃疡、下肢血管性慢性溃疡等研究中，同样存在动 

物模型不稳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着研究的进 

展和转化。在许 多疾病的研 究 中，国际上 的普遍做 

法是选择特定基 因敲除动物模 型，虽然 与人体疾病 

相 比仍有一定差距，但笔者认为，通过高通量基因筛 

选，寻找符合烧伤领域研究对象疾病特点的基因敲 

除或转基因动物模型仍不失为 一种可行 的方法，必 

将推动烧伤转化 医学快速发展。 

4 注重转化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连续性 

转化医学研究是 由临床 医学主导的，需要临床 

医学、基础医学、生物信息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人 

员共同参与的跨学科研究，是多学科交叉整合协作 

的研究平 台。一种新的药物、产品、技术从实验室开 

发到临床应用推广往往需要几年到几十年 ，在这 

一 过程 中，需要研 究者宏观把控 ，组织协调各方关系 

和利益，打破不同学科壁垒，加强合作交流，实现数 

据结果公开透明，信息共享。围绕解决临床实际问 

题的目标，在已有信息基础上科学、有序推进，防止 

盲 目转化和重复工作。 

自体皮、异体皮缺乏是烧伤创面修 复治疗的难 

点，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新的皮肤替代物，而组织工 

程皮肤给这一难题带来 了希望，并且转化前景 良好。 

该领域涉及种子细胞 、支架材料、三维构建到体内移 

植等 ⋯̈。理想种子细胞应具有来源广泛、扩增 能力 

强、无(低)免疫原性，并具有 自分泌或旁分泌的功 

能，最好能在体内分化为组织特异性细胞，这就包含 

着细胞与细胞之间、细胞 与 ECM之间关系的细胞 生 

物学、细胞免疫学等研究；支架材料应具有组织相容 

性好 的特 点，能够缓慢降解为无细胞毒性物质，具有 

和皮肤相近的微观结构、一定的孔隙率、弹性并能够 

引导种子细胞的有序扩增，这些涉及生物材料学、生 

物力学等方面的内容；体外皮肤的构建和培养则需 

要最大限度地模拟体 内环境 ，利用生物反应器气液 

面培养 ，涉及生物工程学研 究内容。另外还有产 品 

的保存运输等流程 ，都 需要 多学科合作 ，资源共 享， 

并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才能在避免人力 

物力浪费的同时，加速我国组织工程皮肤产品的成 

果转化。 

5 明确客观评价指标和检测技术，建立健全伦理规 

范和法律法规 ，为临床试验提供统一 的评估标准和 

操作指南 

2012年，《中华烧伤杂志》征集整理了当前影响 

烧伤医学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笔者认为还应围绕 

这些问题进 一步讨论 ，就可能产 生的新药物、新技 

术、新产 品的评价体 系以及 临床验证 的操作规范达 

成共识 ，并与相关产业、医学会以及政府卫生管理部 

门共同协商，保 护医患双方利益，优化整合资源，加 

大资金投入，从而加速成果转化。当前有许多创面 

外用药物和敷料，有效成分包括各种生长因子、抗菌 

药物、生物多糖或 纤维 以及 中药成分 ，但在抗感染、 

促愈合的临床验证 中并没有完全统 一的规范，也难 

以在不同药物之间进行循证医学的比较。创面愈合 

和烧伤面积、深度、部位、合并症等复杂程度有关，因 

此在临床验证过程 中，要对 患者年龄、烧伤总面积、 

深度 、受试和对照部位(创 面边缘还是 中心)等逐 一 

细化明确，统一受试者 的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 ，才能 

真正验证药物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 ，使基础研究成果 

转化为令患者 受益的有效产 品。 

当前，烧伤转化医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 

很长 、很艰难 的一段路要走。过去 50多年 ，我国的 

烧伤治疗经验为世界烧伤医学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新形势下，也希望能把转化医学概念应用于烧 

伤基础与临床研究，为世界医学的进步和发展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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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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