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天文台南山观测站1
米大视场光学望远镜（nowt）。

图据中科院新疆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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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基因编辑猪器官是首选？

资料显示，猪器官不但体积和组织

结构上和人类器官非常相似，而且可避

免灵长类动物作为异种供体源的伦理问

题，被认为是人体异种器官来源以及异

种细胞再生的首选动物。

但直接将正常的猪器官移植至病人

体内，会出现一系列的免疫排斥反应，如

超急性排斥反应、急性血管性排斥反应

和慢性排斥反应等。

同时，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对病人

也具有潜在风险。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是

嵌在细胞内基因组的病毒，在猪身体里

不会有毒性，但当猪的细胞和人的细胞

接触时，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会从猪的基

因组“跳”到人的基因组中。因此，避免

免疫排斥反应和跨物种感染是实现猪的

器官异种移植首先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而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出符合异种

器官移植要求的基因编辑猪就是解决这

两大问题的路径。

“比如说，我们利用基因改造，把一

些会引起免疫排斥反应的抗原去除。”

采访中潘登科告诉记者，当猪经过一系

列基因改造，其器官移植入人体后引起

的排斥反应就非常小了。此外，这些改

造还能敲除内源性逆转录病毒，避免该

病毒的跨物种感染。

器官供体猪新家超洁净

目前，中科奥格基因编辑猪繁育中

心生活着10余个品系可提供异种器官移

植的基因编辑小型猪，准备为肾脏、心

脏、胰岛、角膜、皮肤等器官或组织的移

植试验作出贡献。

这些通过先进生物技术孕育出的器

官供体小猪成长环境也不一般。这次记

者虽然到了繁育中心，却并没有如愿和

这些小猪们来一个“亲密接触”，只能通

过监控观察它们——为了避免外界细

菌、病毒污染，只有经过两道淋浴消毒环

节以及隔离72小时的措施，才能进入饲

养小猪的地方。

在不久的未来，中科奥格的小猪们

还将入住一个更加洁净的居所——DPF

医用供体猪培育中心。据介绍，该设施

能为小猪们提供相当于医院手术室级别

的超洁净级环境，保证它们在培育过程

中不受外界病原微生物等因素的侵袭。

因为中心还未启用，记者得以一睹它的

内部构造。

参观DPF医用供体猪培育中心可以

发现，大到房间位置的整体规划，小到每

个房间的设施细节，都围绕着“洁净”这

个目标进行了科学设计。比如，在建筑

入口处设置了淋浴房，设施启动后，工作

人员只有在隔离数日并沐浴后才能接触

到内部的小猪；在用于母猪分娩的手术

间，墙被开了一个圆洞，一条大塑料管道

从中伸出，连接着隔壁“育儿房”的无菌

培养箱，这样小猪出生后就能在最短的

时间和距离进入洁净生长环境。

为什么要为小猪们打造如此严格的

培育环境？潘登科表示，这是出于生物

安全考虑，为即将到来的人体临床试验

做准备，“主要得益于现在先进的基因编

辑技术，排斥反应已经能被较好地克服，

异种器官移植的进展离临床很近了。猪

器官异种移植进入到人体的临床试验阶

段，一定要在生物安全级别非常高、类似

无菌的环境下进行。”

此外，这种洁净的环境也便于以后

器官供体猪的工厂化、标准化生产，并避

免猪的疾病通过异种器官移植传染给

人，“通过在这种环境下持续饲养，可以

把它表面的病原微生物都净化掉”。

未来或率先提供肾脏等器官

潘登科回忆，从2013年至今，来自基

地的小猪已经参与过将近50次异种器官

移植动物试验，其中肝脏异种移植试验

二十几例，肾脏、胰岛移植试验十几例，

帮助团队在异种器官移植和基因编辑猪

培育方面积攒了众多宝贵经验。

而最近参与的一次试验就是四只恒

河猴的“异种多器官、多组织同期联合移

植手术”。当时，潘登科团队和窦科峰院

士团队一起，完成了将最新的基因编辑猪

的肝脏、肾脏、心脏、皮肤、角膜、软骨多个

异种器官和组织分别移植给四只恒河猴。

这是全球首例“异种器官同期联合

移植手术”，它的成功进一步拓展和证实

了异种移植未来可能的适用范围，为解

决供体短缺和器官衰竭患者救治提供了

科学数据和技术储备。

那么在多久之后，需要器官移植的

患者能受益于基因编辑猪呢？

潘登科表示，或许不像想象中那么

遥远，慢则三五年，快则两三年，从猪到

人的异种器官移植就可能进入临床研究

阶段，而在未来的八到十年后，这种异种

器官移植就可能被大规模应用。

彼时，小猪们可能会率先为需要肾

脏、肝脏、胰岛、皮肤、角膜等器官组织移

植的患者提供帮助，“对于猪的异种器官

移植，我们现在有几个主要攻关方向，第

一个是肾移植。其次是胰岛，它相较于

肾移植会简单一些。肝脏的移植相对较

难，但我们也在开拓，而皮肤和角膜这类

组织的移植也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清
摄影 周彬（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让异种器官移植成为可能
基因编辑猪：

根据中国科学院新疆

天文台最新发布的消息，

由该台南山观测站1米大

视场光学望远镜发现的一

颗近地小行星已于近日获

得国际小行星中心确认，

临时编号为2023 DB2。这

是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发现

的第一颗近地小行星。

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光

学天文与技术应用研究室

负责人、研究员艾力·伊沙

木丁介绍说：“经全球各地

多台设备后续观测确认，

2023 DB2 的绝对星等为

21.76等，对应直径约200

米，大约有两个足球场大，

绕太阳公转一周需 1.06

年，这颗小行星与地球轨

道的最近距离在3000万公

里之外，是地月距离的约

80倍。”

据中科院新疆天文台

介绍，发现近地小行星的

南山观测站1米大视场光

学望远镜，具有大视场、高

指向和跟踪精度等优势，

该望远镜主要用于开展光

学时域天文巡天研究，它

所获得的时序观测数据，

特别适合通过深度挖掘发

现小行星和瞬变天体等。

据悉，这次发现是中

科院新疆天文台使用南山

观测站1米大视场光学望

远镜和星明业余天文观测

团队深度合作的结果。从

去年12月起，中科院新疆

天文台启动与星明业余天

文观测团队合作的小行星

搜寻项目，2023 DB2就是

星明业余天文观测团队成

员对南山观测站1米大视

场光学望远镜科研观测数

据实时深度挖掘发现的近

地小行星。

星明业余天文观测团

队负责人高兴说：“专业天

文工作者和业余天文团队

的合作，不仅会解开浩瀚星

海中的更多秘密，也拉近了

天文学与普通百姓的距离，

有深远的科普意义。”

据新华社

近年，猪器官异种移植的研究进展似乎为我国每年30万
排队等候器官移植的人群带来了新希望。

2022年初，美国马里兰州，一颗猪心脏在一位57岁终末期心脏
病患者体内成功跳动，这例移植手术首次证明，转基因动物的心脏
可以像人类心脏一样运作，而不会立即被身体排斥。

2022年末，中国西安，四只恒河猴的身上被分别移植了一头国
产基因编辑猪的六个器官与组织，实现了全球首例“异种多器官、多
组织同期联合移植手术”。

为什么猪器官能为人所用？人类有望用到哪些猪器官？近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探访了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中科奥格）基因编辑猪繁育中心，专访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
所副所长，中科奥格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潘登科寻找答案。

我国新发现
一颗近地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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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转移小猪的无菌通道。

中科奥格基因编辑猪繁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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