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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肿瘤杀伤活性粒细胞的筛选及其体外抑瘤效应观察

郭慧军，赵树铭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输血科，重庆４０００３８

　　［摘要］　目的　探索具有肿瘤杀伤活性（ＣＫＡ）粒细胞的筛选方法，并对其体外抑瘤效应进行初步研究。方法　（１）收
集健康志愿者外周抗凝全血２１份，分离粒细胞，与人肺癌Ａ５４９细胞共培养，通过检测肿瘤细胞增殖活性筛选出ＣＫＡ粒细胞。

（２）将筛选得到的ＣＫＡ粒细胞作用于不同种类的肿瘤细胞，采用ＣＣＫ８法检测肿瘤细胞活性，双染法检测肿瘤细胞凋亡发生

情况。（３）分别采用直接接触、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共培养、条件培养液等共培养细胞方式，观察不同处理方式对ＣＫＡ粒细胞抑制肿瘤

细胞活性的影响。结果　（１）有６株粒细胞克隆对Ａ５４９细胞活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将其中作用最显著的克隆３标记为
ＣＫＡ粒细胞。（２）ＣＫＡ粒细胞不仅对人肺腺癌细胞Ａ５４９、人肝癌细胞 ＨｅｐＧ２和人宫颈癌细胞 ＨｅＬａ生长活性有明显抑制作

用，且能促进这３种细胞的凋亡。（３）３种处理方式的抑制效率比较：直接接触＞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条件培养。结论　ＣＫＡ粒细胞
对某些类型的肿瘤细胞活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ＣＫＡ粒细胞对肿瘤的杀伤作用可能与其与肿瘤的接触方式有关。

　　［关键词］　肿瘤杀伤活性；粒细胞；筛选；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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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粒细胞被认为是抵御微生物进攻的固有免

疫系统的组成细胞之一，在肿瘤的治疗中作用不大。

近年来Ｃｕｉ等［１］报道其所在的实验室在制备小鼠肉

瘤细胞 Ｓ１８０转移瘤动物模型时，发现有一雄性

ＢＡＬＢ／ｃ小鼠对肿瘤完全抵抗；经进一步研究发现

该小鼠固有的粒细胞具有很强的抗肿瘤活性，提示

粒细胞作为抗肿瘤新靶点的可能。但是能否将动物

模型中的发现运用于临床，在健康人群中筛选出具

有肿瘤杀伤活性（ｃａｎｃｅｒｋｉｌｌ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ＫＡ）的粒

细胞，并对其免疫活性和抗肿瘤效果进行评价，是一

个有待探讨的关键问题。为此，我们从２１名健康志

愿者的全血中分离粒细胞，探索ＣＫＡ粒细胞的筛选

方法，并对其体外抑瘤效应进行初步研究，以期为临

床肿瘤的细胞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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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标本收集　收集健康志愿者外周抗凝全血２１
份（１０ｍｌ／份），来自２１名无肿瘤家族史的健康志愿

者，其中男性１３名，女性８名；平均年龄（３４．３±

１３．６）岁。

１．２　材料　人粒细胞分离液购自天津ＴＢＤ灏洋公

司；正常细胞株（人正常胚肺成纤维细胞 ＭＲＣ５）与

肿瘤细胞株（人肺腺癌细胞 Ａ５４９、人肝癌细胞

ＨｅｐＧ２、人宫颈癌细胞 ＨｅＬａ、低分化人胃腺癌细胞

ＢＧＣ８２３、人 结 肠 癌 细 胞 ＬｏＶｏ、人 乳 腺 癌 细 胞

ＭＤＡＭＢ４５３）均来自中国科学院细胞库；培养基、

胎牛血清（ＦＢＳ）、胰蛋白酶均为美国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

产品；主要检测试剂：ＣＣＫ８试剂盒（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ｋｉｔ

８，日本同仁化学研究所），凋亡检测试剂盒（美国ＢＤ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司）；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培养板（美国Ｃｏｒｎｉｎｇ
公司）。

１．３　粒细胞分离　采用ＦｉｃｏｌｌＨｙｐａｑｕｅ密度梯度

离心法［２４］：将５ｍｌ粒细胞分离液加入离心管中，再

加５ｍｌ新鲜抗凝全血至分离液的上层；室温，５００×

ｇ离心３０ｍｉｎ；待血液出现分层（自上而下依次为血

浆、单核细胞层、分离液、中性粒细胞、其余的分离

液、红细胞沉淀层）后，用吸管小心移去上面的三层；

吸取中性粒细胞层和其下面的分离液层，转移至一

干净的离心管中；加入１０ｍｌ无Ｃａ２＋、Ｍｇ２＋的Ｈａｎｋ
平衡液溶液（ＨＢＳＳ），上下颠倒数次，悬浮细胞；室

温，３５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管底部会出现红色沉淀，弃

上清；在管底加入２ｍｌ红细胞裂解液裂解残余的红

细胞；低速涡旋震荡重悬沉淀；室温，２５０×ｇ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加入 ５００μｌ含 ２％ 人血清白蛋白

（ＨＡＳ）的 ＨＢＳＳ，锥虫蓝染色，使用血细胞计数板进

行活细胞计数；４℃短暂保存备用。

１．４　ＣＫＡ粒细胞的筛选

１．４．１　人肺癌细胞与粒细胞的共培养　先取人肺

癌Ａ５４９细胞系，用含１０％ ＦＢＳ的Ｆ１２培养液培

养，将细胞密度为５×１０５个／ｍｌ的Ａ５４９细胞接种于

培养瓶中，放入３７℃、５％ＣＯ２培养箱内培养。取对

数生长期的Ａ５４９细胞，采用胰酶消化法制备细胞悬

液，与按１．３步骤分离得到的粒细胞按照２００１的

比例，接种至９６孔细胞培养板，加入含１０％ＦＢＳ的

Ｆ１２培养液，放入３７℃、５％ＣＯ２培养箱内进行细胞

混合培养。

１．４．２　细胞增殖活性检测　分别于混合培养后不

同时间点（２４、４８ｈ）检测 Ａ５４９细胞的增殖活性，按

ＣＣＫ８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检测前，使用Ｄｕｌｂｅｃ

ｃｏ磷酸盐缓冲液（ＤＰＢＳ）清洗肿瘤细胞表面残留的

粒细胞，每孔添加９０μｌ无血清培养液，加入１０μｌ的

ＣＣＫ８溶液，置于３７℃、５％ＣＯ２培养箱内孵育４ｈ，

用酶标仪测定在４５０ｎｍ处的光密度值并记录结果。

筛选出其中对Ａ５４９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较明显者，

标记为ＣＫＡ粒细胞，并用于后续实验。

１．５　ＣＫＡ粒细胞体外抗肿瘤活性检测

１．５．１　人成纤维细胞和人肿瘤细胞的培养　人成

纤维细胞 ＭＲＣ５，人肿瘤细胞 ＨｅｐＧ２、ＨｅＬａ、ＢＧＣ

８２３采用 ＭＥＭ＋１０％ＦＢＳ培养液；人肿瘤细胞

Ａ５４９细胞采用Ｆ１２＋１０％ＦＢＳ培养液，ＬｏＶｏ细胞

采用ＲＰＭＩ１６４０＋１０％ＦＢＳ培养液，ＭＤＡＭＢ４５３
细胞采用Ｌ１５＋１０％ＦＢＳ培养液。上述细胞分别以

５×１０５个／ｍｌ的细胞密度接种于培养瓶中，放入

３７℃、５％ＣＯ２培养箱内培养。

１．５．２　成纤维细胞或肿瘤细胞与ＣＫＡ粒细胞的共

培养　取对数生长期的成纤维细胞 ＭＲＣ５或不同

的肿瘤细胞，采用胰酶消化法制备细胞悬液，与１．４
步骤筛选得到的 ＣＫＡ 粒细胞按不同比例（０１、

１００１、２００１和５００１）混合，接种至９６孔细胞

培养板，加入１．５．１步骤中对应的培养液，放入

３７℃、５％ＣＯ２培养箱内进行细胞混合培养。细胞共

培养后４８ｈ，分别进行细胞增殖活性和细胞凋亡检

测。

１．５．３　细胞增殖活性检测　采用ＣＣＫ８试剂盒分

别对成纤维细胞和肿瘤细胞增殖活性进行检测，方

法同１．４．２。

１．５．４　细胞凋亡检测　实验采用双染试剂盒（Ａｎ

ｎｅｘｉｎⅤＦＩＴＣ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ＫｉｔⅡ），用 Ｄ

ＰＢＳ洗涤细胞２次（２０００×ｇ离心５ｍｉｎ），收集细胞

沉淀；加入５００μｌ的结合缓冲液重悬细胞沉淀；加入

５μｌＡｎｎｅｘｉｎⅤＦＩＴＣ混匀，在室温下避光反应１０

ｍｉｎ；加入５μｌ碘化丙啶混匀，在室温下避光反应５

ｍｉｎ后，立即上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

１．６　不同处理方式对ＣＫＡ粒细胞作用的影响　使

用３种不同的方式处理、培养肿瘤细胞，分别为：（１）

直接接触，ＣＫＡ粒细胞与肿瘤细胞直接共同培养；

（２）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上层培养ＣＫＡ粒细胞，下层培养肿

瘤细胞；（３）条件培养液，ＣＫＡ粒细胞培养２４ｈ，收

集上清，添加至肿瘤细胞培养液中。３种处理方式

ＣＫＡ粒细胞与肿瘤细胞比例均为５００１。细胞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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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６、１２、２４和４８ｈ后，采用ＣＣＫ８试剂盒检测肿瘤

细胞增殖活性（方法同１．４．２），比较不同处理方式对

ＣＫＡ粒细胞抑制肿瘤细胞活性的影响。

１．７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珚ｘ±ｓ形式表示，

使用ＳＰＳＳ１４．０统计软件，两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

检验水平（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ＣＫＡ粒细胞的筛选　粒细胞与 Ａ５４９细胞按

照不同比例共培养２４和４８ｈ后，使用ＣＣＫ８检测

细胞增殖活性。检测结果（表１）显示，编号为３、４、

９、１１、１３、１７的粒细胞对Ａ５４９细胞生长活性具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其中第３组粒细胞对Ａ５４９的生长抑

制作用较明显（Ｐ＜０．０１），将其标记为ＣＫＡ粒细胞

并用于后续实验。

表１　ＣＣＫ８筛选ＣＫＡ粒细胞

Ｔａｂ１　ＣＣＫ８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ＣＫＡ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ｓ
ｎ＝３，珚ｘ±ｓ，Ｄ４５０

Ｃｅｌ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ｉｍｅ

２４ｈ ４８ｈ

Ａ５４９ ０．８４７±０．１５９ １．５４５±０．１６０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Ａ５４９ ０．８１１±０．１００ １．４８６±０．１１７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２Ａ５４９ ０．６１２±０．１０１ １．３３０±０．２０７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３Ａ５４９ ０．５６３±０．０５６ ０．９０１±０．１１０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４Ａ５４９ ０．６２６±０．０８９ １．０３２±０．２１２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５Ａ５４９ ０．７２５±０．１０１ １．２７５±０．１７２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６Ａ５４９ ０．６７８±０．１５０ １．３７５±０．１６６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７Ａ５４９ ０．７４８±０．１３４ １．２９０±０．１５５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８Ａ５４９ ０．６４８±０．０７７ １．４７９±０．１１３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９Ａ５４９ ０．５２２±０．０７７ １．１２０±０．２０４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０Ａ５４９ ０．６８７±０．０８２ １．３５８±０．１７７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１Ａ５４９ ０．５０６±０．０９４ ０．８９７±０．１６６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２Ａ５４９ ０．７４８±０．０７２ １．３５７±０．１７４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３Ａ５４９ ０．６４７±０．０９１ １．０８１±０．１７６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４Ａ５４９ ０．７４０±０．１０９ １．３０１±０．１６２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５Ａ５４９ ０．７１０±０．０９７ １．５２５±０．１０７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６Ａ５４９ ０．６４９±０．１４０ １．４４０±０．１９８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７Ａ５４９ ０．５４３±０．０８１ ０．７８０±０．１８４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８Ａ５４９ ０．７２９±０．１０１ １．３５９±０．２０９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１９Ａ５４９ ０．６４５±０．１３０ １．５４７±０．０８２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２０Ａ５４９ ０．５８７±０．１１２ １．３９７±０．２１８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２１Ａ５４９ ０．７３０±０．１４３ １．４１４±０．１２３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ｖｓＡ５４９ｃｅｌｌ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ａｌｏｎｅａｔ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

２．２　ＣＫＡ粒细胞体外抗肿瘤活性检测

２．２．１　ＣＫＡ粒细胞抑制不同肿瘤细胞活性检测　
选用第３组ＣＫＡ粒细胞，按照不同的比例分别与正

常细胞或不同来源的６种肿瘤细胞共培养４８ｈ，

ＣＣＫ８检测细胞增殖活性。检测结果（表２）显示：

当ＣＫＡ粒细胞与靶细胞比例为５００１、共培养４８

ｈ，ＣＫＡ粒细胞对正常细胞 ＭＲＣ５生长活性无明显

抑制作用；对肿瘤细胞 Ａ５４９、ＨｅｐＧ２及 ＨｅＬａ生长

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Ｐ＜０．０５），且抑制作用与

ＣＫＡ粒细胞比例呈依赖关系；对肿瘤细胞ＢＧＣ８２３、

ＬｏＶｏ和 ＭＤＡＭＢ４５３生长活性无明显抑制作用

（Ｐ＞０．０５）。

２．２．２　ＣＫＡ粒细胞对肿瘤细胞凋亡影响检测　选

用第３组 ＣＫＡ 粒细胞，按照不同的比例，分别与

Ａ５４９、ＨｅｐＧ２及 ＨｅＬａ细胞共培养４８ｈ，双染法检

测细胞凋亡。检测结果（图１）显示：ＣＫＡ粒细胞能

够促进肿瘤细胞 Ａ５４９（图１Ａ）、ＨｅｐＧ２（图１Ｂ）及

ＨｅＬａ（图１Ｃ）的凋亡；其中ＣＫＡ粒细胞与肿瘤细胞

按照５００１的比例共培养４８ｈ，肿瘤细胞的凋亡率

分别为４７．９４％、２２．３３％和２３．２４％，与肿瘤细胞单

独培养组（７．２０％、７．４６％和７．５４％）相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其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作

用与ＣＫＡ粒细胞和肿瘤细胞比例正相关。

２．３　ＣＫＡ粒细胞对肿瘤细胞作用方式的检测　选

用第３组ＣＫＡ粒细胞，分别按照直接接触、Ｔｒａｎ

ｓｗｅｌｌ和条件培养液３种方式处理肿瘤细胞，培养不

同时间后检测细胞增殖活性。检测结果（图２）显示：

ＣＫＡ粒细胞对肿瘤细胞 Ａ５４９（图２Ａ）、ＨｅｐＧ２（图

２Ｂ）及 ＨｅＬａ（图２Ｃ）生长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３种

处理的抑制效率相比较，直接接触＞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条

件培养。

３　讨　论

　　肿瘤是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一大疾病，目前

位列人群疾病死亡病因的第二位。肿瘤的治疗方法

主要是手术、放疗和化疗。其中，外科手术治疗只适

用于早期肿瘤，而放、化疗毒副作用较大。因此，开

发安全、有效的新一代抗肿瘤生物疗法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５７］，在小鼠肿瘤模型中出现

抗肿瘤小鼠，对其进一步研究发现，抗肿瘤小鼠的基

因发生突变，突变的粒细胞能够将肿瘤细胞发出的

信号转变为进攻信号，有助于提高其抗肿瘤功能；而

在非抗肿瘤小鼠体内，粒细胞受到肿瘤细胞发出的

自卫信号（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ｓ）的抑制，不能对肿

瘤细胞发起进攻。抗肿瘤小鼠的粒细胞杀死肿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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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需要经过３个步骤：首先，粒细胞在识别肿瘤细胞

后，迁移到肿瘤细胞所在地点；接着，粒细胞识别肿

瘤细胞表面特征，紧密围绕在肿瘤细胞周围；最后，

粒细胞向肿瘤细胞释放致命剂量的杀肿瘤复合物，

成分随粒细胞类型而定。而非抗肿瘤小鼠缺乏前两

个步骤。在抗肿瘤小鼠血液中提取粒细胞并注射到

普通小鼠身上，非抗肿瘤小鼠也具有了抗肿瘤

能力。　　　

表２　ＣＣＫ８检测ＣＫＡ粒细胞抑制不同细胞活性

Ｔａｂ２　ＣＣＫ８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ＫＡ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
ｎ＝３，珚ｘ±ｓ，Ｄ４５０

Ｃｅｌｌ
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ＫＡ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ｓ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ｃｅｌｌｓ

０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１

ＭＲＣ５ １．５１８±０．３８７ １．３８５±０．１９４ １．３６９±０．２４３ １．３２３±０．１６９

Ａ５４９ ２．１２４±０．２６９ １．５２０±０．１０３ １．２３９±０．２６２ １．０５１±０．２７７

ＨｅｐＧ２ １．８１１±０．１２０ １．３３３±０．２７１ １．２４７±０．１８５ １．２１０±０．２４５

ＨｅＬａ ２．３０５±０．３０３ １．４８５±０．１９９ １．５１１±０．１４７ １．４４５±０．１０３

ＢＧＣ８２３ １．５４７±０．０８３ １．３４１±０．１８９ １．５８５±０．２５８ １．５０７±０．２５６

ＬｏＶｏ １．５７７±０．１０８ １．５４９±０．２１２ １．４７１±０．２８１ １．５４３±０．２１５

ＭＤＡＭＢ４５３ １．８４４±０．１７１ １．６９５±０．２１２ １．７４７±０．０９５ １．６８１±０．０６３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ｖｓｔａｒｇｅｔｃｅｌｌ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ａｌｏｎｅ（０１）

图１　流式细胞术检测ＣＫＡ粒细胞对肿瘤细胞凋亡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ＫＡ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ｓｏｎ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ｂｙ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Ａ：Ａ５４９；Ｂ：ＨｅｐＧ２；Ｃ：ＨｅＬａ．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ｖｓ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ａｌｏｎｅ（０１）．ｎ＝３，珚ｘ±ｓ

图２　ＣＣＫ８检测３种处理方式下ＣＫＡ粒细胞对肿瘤细胞增殖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ＣＣＫ８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ＫＡ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ｓｏｎ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ｒｅｅｗａｙｓ
Ａ：Ａ５４９；Ｂ：ＨｅｐＧ２；Ｃ：ＨｅＬａ．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ｖｓ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ａｌ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ｎ＝３，珚ｘ±ｓ

　　我们从２１名健康志愿者的全血中分离获得

ＣＫＡ粒细胞，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ＣＣＫ８可作为

ＣＫＡ粒细胞筛选的备选方法，这与高艳红等［８］的报

道一致。由此我们推测人体内确实存在着ＣＫＡ粒

细胞，监视并调控细胞突变。ＣＣＫ８检测结果显示，

ＣＫＡ粒细胞对正常细胞 ＭＲＣ５生长活性无明显抑

制作用；对肿瘤细胞Ａ５４９、ＨｅｐＧ２及 ＨｅＬａ细胞生

长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Ｐ＜０．０５）；对肿瘤细胞

ＢＧＣ８２３、ＬｏＶｏ和 ＭＤＡＭＢ４５３生长活性无明显

抑制作用（Ｐ＞０．０５）。比较ＣＫＡ粒细胞对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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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及不同来源的人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可发现，

几者之间有较明显的差异，提示ＣＫＡ粒细胞对不

同来源的人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可能具有特异选择

性。凋亡检测结果显示，ＣＫＡ粒细胞能够促进肿瘤

细胞Ａ５４９、ＨｅｐＧ２及 ＨｅＬａ的凋亡，且其促凋亡作

用与ＣＫＡ粒细胞和肿瘤细胞比例正相关。由此我

们推测ＣＫＡ粒细胞可作为临床肿瘤细胞治疗的一

条新思路，增加肿瘤微环境中的ＣＫＡ粒细胞的数量

和活性的方法有可能成为肿瘤治疗的一种新途径。

通过采用三种不同的培养方式，我们发现运用直接

接触方法进行培养所获得的ＣＫＡ粒细胞活性最高，

而通过条件培养所获得的细胞活性相对是较低的。

由此我们推测ＣＫＡ粒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

可能与其对肿瘤细胞的趋化、黏附作用有关，有待于

进一步实验验证。

　　目前一般所指的细胞治疗（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ｒ

ｃｅｌｌ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是利用某些具有特定功能的细

胞的特性，采用生物工程方法获取和（或）通过体外

扩增、培养等处理后，使这些细胞具有增强免疫、杀

灭病原体和肿瘤细胞、促进组织器官再生和机体康

复等治疗功效，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９］。实际

上，输血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治疗手段，其本

身就是一种广义上的“细胞治疗”，尤其是成分输血

的推广和应用，使人们认识到针对性输注某一特定

血液细胞或成分能够更好地达到治疗的目的。我们

设想由健康人体内提取ＣＫＡ粒细胞，并进一步鉴定

出其抗肿瘤能力，由此筛选出“抗肿瘤人群”，然后用

血细胞分离机进行成分采血，分离后获得ＣＫＡ粒细

胞，对肿瘤患者进行输血式治疗，以达到治疗肿瘤的

效果。

４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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