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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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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are a kind of multipotent non hematopoietic adult stem cells originated from mesoderm, 

which have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and the ability of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self-renewal, immune regulation, etc. MSCs can 
participate in innate immunity and adaptive i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and can induce immune tolerance under a variety of inflammatory 
conditions. The unique low immunogenicity and immune regulation of MSCs have been noticed in recent years. The immune recognition 
escape and immune response inhibi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ake them full of prosp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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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充质干细胞在银屑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贺思敏，丛宪玲

[ 摘要 ]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是一类中胚层起源的多能非造血

成体干细胞，来源广泛，具有增殖分化、自我更新、免疫调节等能力，可同时参与先天性

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可在多种炎症条件下诱导免疫耐受，其特有的低免疫原性及免疫调节

作用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识别逃避及免疫应答抑制使其在银屑病

的治疗中充满前景。该文就不同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在银屑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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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是一种免疫介导的以表皮过度增生为特

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发病率占全球人口数的

2%~4%[1]。临床上以隆起于皮肤的境界清楚的红斑、

鳞屑及瘙痒为主要表现，皮损以肘部、膝部及骶尾部

为著，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皮肤源性 MSCs 是皮肤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能分化为表皮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参与皮肤

组织的发育和再生，还能分泌细胞因子对皮肤微

环境产生重要影响。银屑病患者真皮 MSCs 在细

胞因子分泌方面存在不平衡，如作为角质形成细胞

（keratinocyte，KC）有丝分裂原促进其增殖的肿瘤坏

死因子 -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IL）-6、具有刺

激血管生成、内皮细胞和 KC 增殖作用的 IL-8 及可

通过不同机制调节细胞周期的干扰素（IFN）-γ 分泌

的增加 [2]，从而使患者的 KC 处于激活状态，增殖加

速，促进银屑病发生发展。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 -3
（caspase-3）是细胞凋亡的关键递质，其缺失或减少

可使细胞对凋亡具有抵抗力 [3]。银屑病皮损部位真皮

MSCs 中 caspase-3 表达降低，KC 凋亡减少，从而使

皮肤从稳定状态过渡到疾病状态。银屑病患者真皮

MSCs 受到促炎因子刺激后微小 RNA-155（miR-155）
的分泌会显著增加，miR-155 过表达降低了 KC 中兜

甲蛋白的表达，从而抑制了 KC 分化，干扰了正常表

皮屏障的建立 [4]。同时，miR-155 过表达还会下调真

皮 MSCs 免疫调节相关基因的表达，抑制真皮 MSCs
的免疫抑制功能 [5]。此外，miR-155 还可通过 TLR4/
MyD88/NF-κB 信号通路正向调节 CD14+ 单核细胞的

增殖、促炎因子表达和氧化应激 [6]，CD14+ 单核细胞

产生的 TNF-α、IL-6 与银屑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近年来氧化应激已被证实与银屑病的发病机制有关，

银屑病皮损中促炎因子可使活性氧（ROS）增加，导

致 MSCs 抗氧化能力减弱及 KC 损伤 [7]，进一步促进

银屑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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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间充质干细胞的来源及功能

MSCs 是具有异质性、营养、归巢 / 迁移、免疫

抑制、血管生成、抗炎和抗凋亡特性的多能非造血

干细胞 [8, 9]，存在于成人及新生儿来源的各种组织 [10]。

自 1970 年人们首次从骨髓中分离出 MSCs 后 [11]，又

在脐带、脐带血、脂肪、滑膜液、羊膜、胎盘、华尔

通氏胶、牙髓、扁桃体及皮肤 [12] 中分离出此类细胞。

MSCs 可分泌多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及趋化因

子，具有抗炎、促血管生成、促 KC 正常化的作用 [13]。

近年来人们认为 MSCs 分泌的细胞外囊泡介导了其治

疗效力 [14]，这些囊泡具有高效的免疫调节作用，可

通过增强抗炎因子的分泌、促进调节性 T 细胞（Treg）
极化和抑制补体激活来减轻炎症 [15,16]。最初发现骨髓

源性 MSCs 能显著抑制 T 淋巴细胞增殖，后续又观

察到 MSCs 能抑制肥大细胞、树突状细胞（DC）、自

然杀伤细胞（NK）和中性粒细胞的招募、增殖分化

和分泌 [17]，诱导辅助性 T 细胞（Th）呈现 Treg 细胞

的表型及功能 [18]，抑制 ROS 生成，调节抗氧化系统，

改善炎症微环境 [19]。此外，MSCs 的主要组织相容性

复合体Ⅰ表达水平较低，并且缺乏主要组织相容性复

合体Ⅱ [20]，具有低免疫原性，能够安全地用于同种

异体环境，不会产生免疫排斥风险 [21]。

2　不同源性的MSCs在银屑病动物模型中的应用及

机制研究

2.1　人脐带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

人 脐 带 间 充 质 干 细 胞（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C-MSCs）具有细胞含量

高、增殖能力强，免疫原性低，取材方便等特点，近

年来 3 篇有关于 HUC-MSCs 治疗 5% 咪喹莫特乳膏

（imiquimod，IMQ）外用诱导小鼠银屑病样皮炎的动

物实验均表明，HUC-MSCs 治疗后小鼠银屑病症状

及组织病理学表现有显著改善，银屑病皮损面积及

严重度指数 （psoriasis area and severity index，PASI）
降低。Lin 等 [22] 发现 HUC-MSCs 治疗小鼠银屑病

皮炎的疗效具有良好的剂量依赖关系，在银屑病中，

IL-36 过表达会导致皮肤角化过度及棘层增厚，该实

验表明 HUC-MSCs 治疗减少了 IL-36 的表达，抑制

了辅助性 T 细胞 17（Th17）和 IL-23/IL-17 轴相关的

TNF-α、IFN-γ、IL-17 和 IL-23 的生成。王晓宇等 [23]

在建模的第 1、4 天对银屑病小鼠进行尾静脉 HUC-
MSCs 注射，结果显示，治疗组小鼠银屑病发病晚，

皮损较对照组轻。机制研究提示，HUC-MSCs 降低

了 Th17 细胞亚群比例，减少了 TNF-α 生成。Chen
等 [24] 发现 UC-MSCs 抑制了免疫细胞（T 淋巴细胞、

中性粒细胞等）及促炎因子（IL-17、IL-23 等）的表

达，同时增加了抗炎因子 IL-10 的表达，调节了小鼠

脾脏和淋巴结中 Th1、Th2 和 Th17 免疫反应的平衡。

此外还发现，HUC-MSCs 可通过抑制中性粒细胞功

能及下调浆细胞样 DC 分泌的Ⅰ型 IFN 来抑制银屑病

的严重程度和发展。

2.2　人脐带血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

人脐血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CB-
MSCs）可通过分泌抗炎因子起到免疫抑制作用 [25]。

Attia 等 [26] 用 HUCB-MSCs 治疗 IMQ 诱导的银屑病

大鼠，建模第 6 天，行皮损边缘皮下注射 HUCB-
MSCs 注射，治疗后症状、炎症递质的高表达以及

以 CD4+T 淋巴细胞、CD8+T 淋巴细胞为主的免疫细

胞浸润均得到缓解。Lee 等 [17] 用 HUCB-MSCs 预处

理小鼠后用 IL-23 诱导小鼠银屑病皮炎发现，HUCB-
MSCs 可以使促炎因子（IL-6、IL-17、TNF-α）和趋

化因子表达减少，阻止皮损处免疫细胞浸润，抑制

IL-23 诱导的促炎基因在皮肤中的表达来预防银屑病

皮炎发生。此外，在 IL-23 应用的第 7、13 天再次皮

下注射 HUCB-MSCs，皮炎症状及组织病理学改变明

显好转，炎症因子、趋化因子及免疫细胞浸润进一步

减少，淋巴结和脾脏中引流的 Th17 细胞数量也明显

减少，表明 HUCB-MSCs 可以治疗进展中的银屑病。

机制研究提示，HUCB-MSCs 可以抑制 DC 成熟，并

直接或间接调节 DC 功能，调节 CD4+T 淋巴细胞增

殖分化和诱导 Treg 细胞的分化。

2.3　其他源性的间充质干细胞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ipose-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AD-MSCs）取材方便，可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免疫排斥反应 [27]，更早地阻断 T 淋巴细胞的激

活过程 [28]。Shi 等 [29] 对 IMQ 诱导的银屑病小鼠在

第 1、4 天皮下注射 AD-MSCs，治疗后小鼠皮损及

组织学症状改善，皮损中氧化促炎因子 ROS 减少， 
PASI 降低。机制研究提示，AD-MSCs 可能是通过

减少 ROS，进一步降低促炎因子（IL-6、IL-17）的

mRNA 表达水平，减少 CD45+ 细胞浸润来达到治疗

目的。Imai 等 [30] 探讨了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human 
amnion-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A-MSCs）
对 IMQ 诱导的银屑病小鼠（耳部皮损）治疗的有效

性，在第 0、3 天静脉注射 HA-MSCs，治疗后小鼠

耳肿胀明显减轻，组织病理学提示，棘层增厚和中性

粒细胞浸润明显减轻，IL-17A、IL-22 和趋化因子配

体 -1（CXCL1）的表达显著降低。进一步研究表明，

γδ-low T 细胞是产生 IL-17 A/IL-22 的主要来源，驱

动银屑病的发生，HA-MSCs 降低了 IL-17A、IL-22
生成，同时其调节的微环境也显著减轻了 KC 对促

炎因子的反应。Kim 等 [31] 评估了人胚胎干细胞来源

的间充质干细胞（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E-MSCs）在免疫介导的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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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皮肤病中治疗潜力，在第 2、4 天对银屑病小鼠进

行 HE-MSCs 皮下注射。治疗后皮炎症状及组织病理

学特征显著改善，机制研究发现，HE-MSCs 治疗后

小鼠血清和皮损中介导银屑病发生发展的 Th1 细胞

因子（TNF-α、IFN-γ 等）和 Th17 细胞因子（IL-17A
和 IL-23）的表达被抑制（表 1）。

Kim 等 [32] 研究发现扁桃体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

（tonsil-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T-MSCs） 通

过调节程序性死亡受体 -1/ 程序性死亡 - 配体 1（PD1/
PD-L1）途径抑制 Th17 介导的自身免疫反应，从而

缓解银屑病小鼠症状。研究者发现在无刺激诱导的

情况下 T-MSCs 较其他 MSCs 高表达和分泌 PD-L1，
PD-1/PD-L1 途径在各种感染、自身免疫和癌症模型

小鼠的 T 细胞调节中起重要作用。T-MSCs 分泌的

IFN-β 上调了 T 淋巴细胞上 PD-1 的表达，增强了其

与 PD-L1 的结合，通过细胞间直接接触和旁分泌效

应抑制了 Th17 分化，从而抑制了 Th17 介导的免疫

反应。同时，T-MSCs 治疗后，银屑病发生发展相关

基因 IL-23，TNF-α，IFN-γ，IL-17 等表达显著降低，

介导 Th17 反应的免疫细胞浸润也显著降低。Sah 等
[19] 探究了细胞外超氧化物歧化酶 -3（SOD3）转导的

异基因 MSCs 作为银屑病新疗法的可行性，在 IMQ
应用的 -1 天和第 6 天，分别皮下注射 SOD3 转导的

MSCs 和普通 MSCs。治疗后发现上述两组银屑病小

鼠的红斑、鳞屑、表皮厚度、炎性因子及单核细胞

浸润均显著改善，且 SOD3 转导的 MSCs 治疗组效

果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提示，SOD3 转导的 MSCs
可以通过负性调节 Toll 样受体 7、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酶和 NF-ΚB 通路有效抑制银屑病的发生，且通过负

性调节 JAK-STAT 通路，抑制中性粒细胞和 DC 在

皮肤、脾脏和淋巴结中的募集。同时，上调环磷酸

腺苷（cAMP）水平，cAMP 通过抑制促炎因子（如

TNF-α、IL-17 和 IFN-γ）的释放以及促进 IL-10 的

释放来调节 T 淋巴细胞功能和维持免疫内环境稳定，

从而抑制疾病进展。

3　MSCs在银屑病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近年来世界各地陆续发表了关于不同源性的

MSCs 对银屑病治疗的临床报道，共 6 篇，其中 5 篇

为个案报道，1 篇为单臂临床实验。

3.1　脂肪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2021 年，中国 Yao 等 [33] 报告了一项单臂临床实

验，7 例中重度银屑病患者（平均 PASI 为 9.8）参与

研究，最终 3 例患者退出，4 例完成试验，2 例完成

了 1 年的随访。在第 0、4、8 周以 0.5×106 个细胞 /
kg 及 2~3 ml/min 的输注率，对患者进行 AD-MSCs
治疗。治疗期间记录了暂时性发热、咽炎、头痛等不

良事件，其中发热最为多见，但机制尚不清楚，可能

与 AD-MSCs 制剂的急性输液反应有关 [34]。随访期间

1 例严重不良事件为胃癌，患者在最后一次治疗近 6
个月后的常规体检中诊断为胃癌，于全麻下行腹腔镜

胃癌根治术，术后恢复良好，组织病理结果示低分化

腺癌，无淋巴转移。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表明，该患

者胃癌是原发性疾病，不太可能与 AD-MSCs 输注有

关。所有接受治疗的患者，从基线到第 12 周，PASI
逐渐下降，最佳改善率为 46%。治疗过程中，患者

缓解程度均未达到 PASI 50 或 PASI 75，但在随访期

间，2 例患者皮损持续减少，6 个月后达到了 PASI 
50，其中 1 例 PASI 50 维持了近 3 年。 

2018 年，Comella 等 报告了 1 例男性重度银屑

病患者静脉输注脂肪来源的血管基质组分（stromal 
vascular fraction，SVF）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34]。SVF
是脂肪来源的干细胞 /MSCs、内皮细胞 / 祖细胞、周

细胞、成纤维细胞等的细胞混合物。患者银屑病史

20 年，期间接受过生物制剂、局部用药、免疫抑制

剂和光疗，均无明显改善。接受了 1 次 SVF 溶液

静脉输注治疗（3~6）×106 个有核细胞。1 个月后，

PASI 从基线的 50.4 降至 0.3，随访 1 年未复发。 
2016 年，菲律宾 De Jesus 等 [35] 报告了 2 例自体

AD-MSCs 治疗银屑病有效的病例。第 1 例为男性患

者，病史近 30 年，银屑病性关节炎病史 8 年。接受

过口服、外用药及生物制剂治疗，症状未持续缓解。

接受了 2 次 AD-MSCs 输注 [ 第 0、40 天，（0.5~3.1）

×106 个细胞 /kg]，耐受良好，随访 1 年无不良反应。

第 1 次治疗 40 d 后，PASI 由基线 21.6 降为 8.9，但

关节疼痛、指甲状况和膝盖肿胀无变化。随访中

PASI 降低持续到第 157 天，关节痛仍存在，遂于

AD-MSCs 治疗 10 个月后接受依那西普治疗，皮损

及关节肿痛有显著改善。1 个月后又接受了英夫利昔

单抗治疗，临床症状进一步改善。AD-MSCs 治疗 2
年后感染肺结核，银屑病和关节炎复发。第 2 例为女

性患者，银屑病史近 10 年，伴甲亢，定期服用甲氨

蝶呤，辅以糖皮质激素治疗银屑病，为期 5 年。接受

了 3 次 AD-MSCs 输注 [ 第 0、30、71 天，（0.5~3.1×106）

个细胞 /kg]，第 3 次输注后 PASI 从 24.0 降至 8.3，
随访 1 年无不良反应，皮损改善持续了 292 d，银屑

病复发。

3.2　脐带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2021 年韩国 Ahn 等 [36] 报告微小处理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minimally manipulated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MM-UC-MSCs） 治 疗 1 例

银屑病。患者男，病史 25 年，接受了中药、激光和

药物治疗，疗效欠佳。基线 PASI 为 9.9，皮肤病生

活质量指数（dermatology life quality index，DLQI）
为 27。以 1 周为间隔接受 3 轮治疗，第 1 轮，静脉

（110 ml）和局部（每只手和手腕 4 ml，每只耳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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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源性MSCs治疗银屑病皮炎动物实验基本信息

作者 国
家

发表
年份

动物 疾病模型 MSCs 类型
治疗组小鼠
MSCs 输注

剂量
输注时间

输注
方式

治疗效果 机制研究

Lin 等
[22]

中
国

2022 6~8 周龄
雄性

BALB/c
小鼠

5%IMQ
外用

 + IL-12
（10 ng）
皮下注射
诱导 7 d
小鼠模型

HUC-MSCs ① 1×107 个
细胞 /kg ；

② 2×107 个
细胞 /kg ；

③ 4×107 个
细胞 /kg ；
④新鲜

hUC-MSCs 
2×107 个
细胞 /kg

造模前 尾静脉
注射

①银屑病症状（红斑、
鳞屑和表皮增厚）好转，
PASI 降低；②组织病理
学；表皮增厚、微脓肿、
棘层增厚明显改善，红
细胞外渗、炎性细胞浸
润程度显著降低

① HUC-MSCs 降 低 了
IL-36 表 达； ② HUC-
MSCs 抑制了 Th17 细胞
和 IL-23/IL-17 轴相关的
TNF-α、IFN-γ、IL17
和 IL-23 的生成

Attia
等 [26]

埃
及

2021 雄性成年
大白鼠

5%IMQ
外用诱导
12 d 大鼠
模型

HUCB-MSCs 2×106 个
细胞

IMQ 应用
的第 6 天

皮下
注射

①皮损消失，表皮厚度
恢复正常，毛发再生良
好；②组织病理学：表
皮厚度均匀、基膜完整、
真皮内新生血管减少、
炎性细胞浸润减少；③
透射电镜：基底层细胞
呈柱状，细胞突起通过
桥粒紧密连接，并通过
半桥粒与基底膜相连

HUCB-MSCs 主要抑制
淋巴免疫细胞（CD4+ 及
CD8+T 细胞）的浸润

王晓
宇等
[23]

中
国

2021 8~10 周
龄
雌性

C57BL/6
小鼠

5%IMQ
外用诱导
6 d 小鼠
模型

HUC-MSCs 1.5 × 106 个
细胞 / 次

IMQ 应用
的第 1 和
第 4 天

尾静脉
注射

①小鼠银屑病发病晚，
皮损较对照组轻，PASI
降低；②组织病理学：
皮肤增厚、角化过度和
角化不全显著减轻，浸
润的炎性细胞减少

HUC-MSCs 降低了 Th17
细胞亚群比例，减少了
TNF-α生成

Chen
等 [24]

中
国

2019 8 周龄
雌性

BALB/c
小鼠

5%IMQ
外用诱导
6 d 小鼠
模型

UC-MSCs 1×106 个
细胞

停用 IMQ
的第 1 天

尾静脉
注射

①小鼠银屑病症状改善，
PASI 降低，角蛋白 16 降
低，表皮紊乱正常化；
②皮损处 T 淋巴细胞、
中性粒细胞等浸润显著
减轻，促炎因子（IL-17、
IL-23、IL-6） 和 KC 分
化标记物水平降低，抗
炎因子 IL-10 升高；③小
鼠脾脏和淋巴结中引流
的 Th1 和 Th17 细胞的百
分比降低，Th2 细胞增加

UC-MSCs 可通过抑制中
性粒细胞功能及下调浆
细胞样树突状细胞分泌
IFN-I

Lee
等 [27]

韩
国

2017 8~12 周
龄

C57/BL6
雄性小鼠

IL-23（500 
ng/20μl）
隔日 1 次
皮下注射
诱导

15 d 小鼠
模型

HUCB-MSCs 2×106 个
细胞 / 次

IL-23 应用
的第 -1 天、
第 7 天和
第 13 天

皮下
注射

①皮炎症状受到抑制，促
炎 细 胞 因 子（IL-6、IL-
17、TNF-α）和趋化因子
表达减少；②组织病理学：
表皮厚度减少、免疫细胞、
促炎因子及趋化因子的基
因表达被抑制；③淋巴结
和脾脏中引流的 Th17 细
胞数量减少

HUCB-MSCs 可以抑制
DC 成熟及通过直接调节
或间接调节 DC 功能从
而调节 CD4+T 细胞增殖
和分化、诱导 Treg 细胞
的分化

Shi 等
[29]

中
国

2021 8~10
周龄

C57BL/6
雄性小鼠

5%IMQ
诱导

7 d 小鼠
模型

HAD-MSCs 1×106 个
细胞 / 次

IMQ 应用
的第 1 天
和第 4 天

皮下
注射

①小鼠红斑、鳞屑、瘙
痒改善，PASI 显著降低；
②组织病理学：表皮增
厚明显减少

AD-MSCs 可 能 通 过 减
少 ROS，进一步使促炎
因 子（IL-6、IL-17） 的
mRNA 表达水平降低，
CD45+ 细胞浸润减少

Imai
等 [30]

日
本

2019 - IMQ
诱导

5 d 小鼠
模型

HA-MSCs 　 IMQ 应用
的第 0 天
和第 3 天

静脉
注射

①小鼠耳肿胀明显明显
减轻；②组织病理学：
表皮棘层增厚和中性粒
细胞浸润明显减轻；③
皮损处 IL-17A、IL-22 和
CXCL1 的表达显著降低

HA-MSCs 降 低 了 IL-
17A、IL-22 生成，同时
其调节的微环境也显著
减轻了 KC 对促炎症因
子的反应

Kim
等 [31]

韩
国

2019 8 周龄
雌性

C57BL/6
小鼠

5%IMQ
诱导

6 d 小鼠
模型

HE-MSCs 2.5×106 个
细胞 / 次

IMQ 应用
的第 2 天
和第 4 天

皮下
注射

①小鼠红斑、鳞屑和皮
肤增厚的症状显著缓解；
②炎性细胞浸润、角化
不全和角化过度等组织
病理学特征也显著改善

HE-MSCs 治 疗 后 介 导
银屑病发生发展相关的
Th1 细胞因子（TNF-a、
IFN-γ 等 ） 和 Th17 细
胞 因 子（IL-17A 和 IL-
23）的基因表达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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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面部 2 ml）分别注射含有 MM-UC-MSCs 的溶

液，第 2、3 轮仅为局部注射。在第 1 轮治疗后的第

7 天，患者双手及手腕周围的红斑略减少，瘙痒略减

轻，鳞屑脱落略增加。第 1 轮治疗后 122 d，手或手

腕红斑几乎全部消失，耳部红斑显著减少。PASI 和
DLQI 分别从 9.9 降至 1.7 和 27 降至 3。随访 5 个月，

皮损基本清除，未复发，无不良反应。

2016 年，中国 Chen 等 [37] 报告了 2 例静脉输注

HUC-MSCs 治疗银屑病患者。第 1 例患者为男性，

病史 12 年，新诊断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Ⅳ期），

进行了 3 个周期的标准淋巴瘤化疗和 2 次自体造血干

细胞移植。在第 2 次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银屑病皮损明

显减少，但在 6 周内出现新发皮损，且第 2 次移植后，

患者反复感染，持续发热 38℃左右，全血细胞计数

不稳定。感染控制后，给予了 1 次 HUC-MSCs（1×106/
kg）注射以支持移植。6 个月后，淋巴瘤完全缓解，

银屑病显著缓解，在 12 个月内恢复正常，随访近 5
年，病情稳定，无淋巴瘤或银屑病复发。第 2 例患者

为女性，病史 18 年，秋冬季节皮损加重，局部用药

可缓解，反复发作。以 1 周为间隔进行了 3 次 HUC-
MSCs（每次 1×106/kg）输注，皮损消退，3 个月后，

又进行了 2 次 HUC-MSCs 输注作为巩固治疗，随访

4 年未复发。

3.3　其他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2020 年，美国 Wang 等 [38] 报告了 1 例反复注射

同种异体人牙龈间充质干细胞（gingiv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G-MSCs）治疗的银屑病患者的安全性和

疗效的研究。患者男，重度斑块型银屑病史 5 年，接

受过多种局部或全身治疗，但疗效有限。因此接受

了 G-MSCs 治疗，第 1 周连续注射 2 次 G-MSCs（每

次 1×106/kg），注射后观察到斑块逐渐清除，且未出

现不良反应，5 周后，在 7 d 时间内给患者再次输注

3 次 G-MSCs，最后一次注射 1 周后，银屑病皮损完

全清除，随访 3 年病情稳定未复发。

4　小结和展望

体内外研究表明，MSCs 治疗的优势可能在于减

少疾病复发频率、拥有更长的疾病缓解期，临床应用

以 AD-MSCs 或 HUC-MSCs 为主，以静脉注射和皮

下注射为主要给药方式，有效率高，疗效相对较持久。

静脉给药时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一过性发热，此外尚

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因此基于 MSCs 的细胞疗法

可能成为常规治疗或生物制剂治疗不敏感的银屑病

患者治疗的一种新思路。但 MSCs 具有干细胞特性，

且多为细胞悬液制剂，因此在临床应用中也存在如移

植物抗宿主病、成瘤性、肺栓塞、局部皮肤反应等潜

在风险 [39,40]，在临床应用中需对其供体组织来源、纯

度、制备工艺等进行严格的评估和核查。目前关于

MSCs 治疗的长期安全性数据和治疗结果较少，局部

或静脉注射给药剂量、间隔、频率无标准化方案，未

来仍需大量临床数据进一步优化完善相关治疗方案。

作者 国
家

发表
年份

动物 疾病模型 MSCs 类型
治疗组小鼠
MSCs 输注

剂量
输注时间

输注
方式

治疗效果 治疗效果

Kim 等
[32]

韩
国

2018 8 周龄
C57BL/
6 雌性
小鼠

5%IMQ
诱导

6 d 小鼠
模型

T-MSCs 1×106 个
细胞 / 次

IMQ 应用
的第 1 天
和第 3 天

尾静脉
注射

①小鼠红斑、鳞屑和皮
肤增厚显著缓解；②组
织病理学：角化过度和
角化不全等银屑病特征
性变化明显减轻；③银
屑病发生发展相关基因
IL-23，TNF-α，IFN-γ，
IL-17 等表达显著降低，
介导 Th17 反应的免疫细
胞浸润也显著降低

① T-MSCs 衍 生 的
PD-L1 通过细胞间直
接接触和旁分泌效应
抑 制 了 Th17 分 化；
② T-MSCs 分 泌 的
IFN-β上调了 T 淋巴
细胞上 PD-1 的表达，
增强了其与 PD-L1 的
结合

Sah 等
[19]

韩
国

2016 8 周龄
C57BL/
6 小鼠

5%IMQ
诱导

12 d 小鼠
模型

SOD3 转导的
MSCs、普通

MSCs

2×106 个
细胞 / 次

IMQ 应用
前 1 天和
第 6 天

皮下
注射

①银屑病小鼠红斑、鳞
屑和增厚均显著减少；
②组织病理学：表皮厚
度和单核细胞浸润均减
少

① SOD3 转 导 的
MSCs 可 以 通 过 负
性 调 节 Toll 样 受 体
7、丝裂原活化蛋白
激酶和 NF-ΚB 通路
有效抑制银屑病的发
生；②通过负性调节
JAK-STAT 通 路， 抑
制中性粒细胞和 DC
在皮肤、脾脏和淋巴
结中的募集；③上调
cAMP 水 平，cAMP
通过抑制促炎症因子
（ 如 TNF-α、IL-17
和 IFN-γ）的释放以
及促进 IL-10 的释放
来调节 T 细胞功能和
维持免疫内环境稳定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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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发现，MSCs 可通过特异性地抑制免疫

细胞活性及其分泌、调节其功能并减弱其对炎症触发

因子的一系列反应来治疗银屑病，且 MSCs 治疗后，

银屑病有较长的缓解期，但均未表明 MSCs 如何在体

内分布及保持其作用的持久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

关注 MSCs 对各种生理条件的反应性，进一步探究

MSCs 进入人体后的分布和持续性作用，以更好地阐

明 MSCs 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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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佳，并且时间越久这种优势越明显。在 4C 延续护

理模式中，护理人员与银屑病患者、照顾者建立了密

切的联系，会时常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并可通过

疾病健康教育指导、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用药

习惯，帮助患者正确认识自身疾病和提高自我护理能

力。微信群中鼓励患者进行同伴教育，由“老患者”

给“新患者”分享经验，这种方式调动了“老患者”

的积极性，增加了“新患者”的求知欲，一举两得，

使新、老患者均能重视自我管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综上所述，对银屑病出院患者进行 4C 延续护理

干预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外用药依从性以及自我管

理能力。

【参 考 文 献】

[1]      方玲琍, 晏晓颖. 银屑病患者被歧视经历对患者应对方式及生活质

量的影响 [J]. 护理管理杂志, 2015,15(11):781-782.

[2]      吴卫志, 单晓峰, 王娜, 等. 影响寻常型银屑病患者愈后缓解期长短

因素 [J].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 2016, 32(12):721-723.

[3]     陆文婷, 卞薇薇, 陈萍. 基于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在黄褐

斑患者中的应用评价 [J]. 实用皮肤病学杂志, 2021,14(4):242-243.

[4] 岳一婷, 梁海鹏, 程宏, 等. 家庭信息化4C延续性护理模式在小

儿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术后护理中的应用 [J]. 护理研究, 2020, 

34(4):693-696.

[5] 史芝璟, 黄瑾, 居珺, 等. 区域医联体背景下的4C中医延续护理对

脑卒中患者康复效果的研究 [J]. 护士进修杂志, 2021, 36(9): 843-

846.

[6] 朱蓓蓓, 王妍妍, 曹春艳. 银屑病患者外用药物依从性的影响因素

及护理干预 [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6, 33(18):6-9.

[7] 张曼莉, 李平, 郭丽英, 等. 银屑病患者对延续护理服务的认知和

需求调查[J]. 广西医学, 2019, 41(4):527-529.

[8] 王丽红 ,  钱齐宏 ,  杨子良 ,  等 .  以心理支持为主的综合护理干

预对寻常性银屑病患者的影响 [J]. 实用皮肤病学杂志, 2019, 

12(6):368-370.

[9] Wade AG, Crawford GM, Young D, et al. Severity and management 

of psoriasis within primary care [J]. BMC Fam Pract, 2016,17(1):145.

[10] 杨绍平, 曾婧, 段振燕, 等. 延续护理对改善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

生活质量的效果研究 [J]. 护理管理杂志, 2014,14(10):698-700.

[11] 吴楚容, 林敏珠, 邵芳芳. 医护药一体化延续护理体系在急性冠

脉综合征介入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J]. 护士进修杂志, 2021, 

36(8):762-764.

[12] 王莉文, 赵志刚. 北京地区71家基层医疗机构2010-2012年皮肤病

用药使用情况分析 [J]. 药品评价, 2014,11(4):17-20.

[13] 关快活. 4C护理模式对冠心病患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的影响 [J]. 承德医学院学报, 2019, 36(2):3.

[14] 郭妙兰, 郭锦兰, 卓秀娟, 等. 银屑病患者自我管理的研究现状 [J]. 

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 2018, 25(5):64-66.

[15] Wee SL, Loke CK, Liang C, et al. Effectiveness of a national 

transitional care program in reducing acute care use [J]. J Am Geriatr 

Soc, 2014, 62(4):747-753.

[16] 朱琴, 颜巧元. 互联网用于老年患者延续护理的研究进展 [J]. 中

华护理杂志, 2016, 51(10):1221-1225.

.

（收稿日期　2022-08-02　修回日期　2023-01-13）

（本文编辑　张雪洋）

[32]   Kim JY, Park M, Kim YH, et al. Tonsil-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MSCs) prevent Th17-mediated autoimmune response via 
regulation of the programmed death-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 
(PD-1/PD-L1) pathway [J]. J Tissue Eng Regen Med, 2018, 
12(2):e1022-e1033.

[33]    Yao D, Ye S, He Z, et al. Adipose-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D-MSCs) in the treatment for psoriasis: results of a single-arm 
pilot trial [J]. Ann Transl Med, 2021, 9(22):1653.

[34]   Hendrickson JE, Hillyer CD. Noninfectious serious hazards of 
transfusion [J]. Anesth Analg, 2009, 108(3):759-769.

[35]    De Jesus MM, Santiago JS, Trinidad CV, et al. Autologous Adipose-
derived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for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vulgaris and psoriatic arthritis: a case report [J]. Cell Transplant, 
2016, 25(11):2063-2069.

[36]    Ahn H, Lee SY, Jung WJ, et al. Psoriasis treatment using minimally 
manipulated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 case 
report[J]. World J Clin Cases, 2021, 9(23):6798-6803.

[37]   Chen H, Niu JW, Ning HM, et al. Treatment of psoriasis with 
mesenchymal stem cells [J]. Am J Med, 2016, 129(3):e13-e14.

[38]    Wang SG, Hsu NC, Wang SM, et al.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plaque 
psoriasis with allogeneic gingiv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 case 
study [J]. Case Rep Dermatol Med, 2020, 2020:4617520.

[39]    Zhang Y, Chen W, Feng B, et al.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tem cell therapy for diabetes mellitu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Aging Dis, 2020, 11(1):141-153.

[40]    Thompson M, Mei SHJ, Wolfe D, et al. Cell therapy with intravascular 
administration of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continues to appear safe: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EClinical Medicine, 
2020, 19:100249.

（收稿日期　2022-11-25　修回日期　2023-02-11）

（本文编辑　周剑峰）

（上接第173页）

20231120 第三期排版（18篇）定稿.indd   17920231120 第三期排版（18篇）定稿.indd   179 2023/11/20   14:37:492023/11/20   14:37:49

版权所有(c)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D24052101213ZX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