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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天舟一号发射

今 天 ，你 将 见 证 一 批

“Made in Zhejiang”的细

胞，如何冲出地球，并在太空

中生长。

2017 年 4 月 20 日 19

时41分，我国第一艘货运飞

船天舟一号，将由长征七号

火箭发射送入太空，与在轨

半年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进行交会对接。

天舟一号将装载超过 6

吨的物资与设备飞向太空。

在这些货物中，除了维持天

宫二号的各种补给外，还有

大量太空实验设备和载荷。

这其中有一个来自浙江

的生命科学项目：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王金福教授团

队实验室的人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将搭载天舟一号进入

太空，开展骨细胞定向诱导

分化实验。

这个实验将探究太空微

重力环境对干细胞分化潜能

影响的原因，在世界上尚属

首次。

昨天，钱报记者在海南

文昌发射基地，独家专访王

金福教授。

天舟一号今晚发射，装载超6吨的货物飞向太空

浙大实验室的人体干细胞将搭船升空，钱报记者独家专访王金福教授：

宇航员在太空会骨质疏松
我想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本报特派记者

章咪佳 陈伟斌

发自海南文昌发射基地

王金福实验室的干细胞，是第二次飞向宇宙了。这次的

实验，与上一次飞天有密切的联系。

2016 年 4 月 6 日 1 时 38 分，中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

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这颗专为科研

设计的卫星，搭载了19位“乘客”上天进行空间科学实验。其

中就有王金福课题组的两组、大约50万个人体干细胞。科学

家想搞明白：在微重力环境下，骨髓中干细胞生成骨细胞的过

程，有什么异常。

对这种“异常”进行探索的最初动力是，自从1961年人类

首次冲出地球后，所有宇航员刚回到地球，有好一段时间都

“腿软”，不要说走路，站也站不起来。仅仅因为重力环境的改

变，好汉都不得不服软？一定是维持生命工作的细胞发生了

什么变化。

王金福团队的两组培养单元里的细胞任务周期不同：一

组只需要2天；另一组则进行7天实验。

两组干细胞同时开始在诱导液的作用下，在天上进行骨

细胞诱导分化。这个过程，完全模拟了人体内干细胞分化成

骨细胞的过程，也就是长骨钙的过程。

第一组完成两天诱导后，形成的新细胞被自动裂解并低温

保存；第二组完成一周诱导后，形成的新细胞被固定并低温保存。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第一个单元的细胞状态表明，干细

胞到了太空，促使骨细胞分化相关的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的

活性降低了；第二个单元里，干细胞变成骨细胞的量，比地球

上做的比对实验产生的量要少得多。”

科学家们此前的研究表明，宇航员在微重力的环境中，骨

质流失加剧。王金福团队的实验证明，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

不仅人会丢失骨钙，就连形成骨钙的机制也发生了问题。

王金福团队是全球第一个通过太空实际微重力实验，证

明这个结论的团队。

为什么要送干细胞上天

“实践十号的实验结果分析表明，微重力环境下，骨质的流

失和生成两个方面同时发生作用，最终使宇航员患上严重的骨

质疏松。”王金福说，“但干细胞定向分化为骨细胞的过程，还一

直没有在真正的太空微重力环境中得到直观的详细观察。”

所以干细胞，又要上天了。

在火箭发射前 24 小时，王金福团队将把 4 个单元的干细

胞（大约 1000~10000 个细胞）放入培养皿里。发射前 5 小

时，这些细胞被装入反应器，入驻货运飞船。

跟着天舟一号飞天的这批干细胞，与飞船一样，不再返回

地球。

当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对接后，反应器会开始工作。细

胞们在太空中的一举一动，会被地球上的科学家实时观察到。

据介绍，人的细胞间，之所以能够相互连接组成网络结

构，是靠胞外基质彼此连接。整合素，是一头连接着细胞内部

的蛋白，一头连着胞外基质的物质。

在地球上，细胞外的胞外基质受到力的作用，形态会发生

改变。它们在给整合素传递集合消息，使得整合素连接的蛋

白聚焦到一起，形成黏着斑。

这些斑点很重要，它会激活细胞内相关酶的活性，诱导细

胞中的蛋白活化而促进骨细胞生成。

王金福实验室推测：之所以实践十号上的干细胞降低了

生成骨细胞的能力，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黏着斑有可能没有

正常形成。“这导致了后续一整条信号通路没有启动。”

等天舟一号入轨后实验开始，王金福想亲眼看看这个过

程。

这次升空实验有何不同

这件事情，跟天上的、人间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宇航员

因为失重环境而无法正常产生骨钙；地球上的人，随着年龄增

长，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搞清楚这个机制，有助于人类研发对骨细胞生成起作用

的分子药物。

在骨钙既不能正常生成又在不断流失的情况下，仅仅通

过锻炼是不够的。

从2015年3月27日开始的340天，NASA（美国航天局）

宇航员斯考特·凯利在国际空间站工作了近一年。这一年，他

成了网红——几乎每天在社交平台上和地球上的人们互动。

除了拍摄地球上各个角落的图片，展示空间实验，他的 ins

上，展示的最多的是他练块儿的照片。

但就算练出马甲线、人鱼线，斯考特大叔也只能暂缓外太

空中骨细胞急剧减少的状况。目前全世界的补钙产品，还不

能真正有效地帮助骨钙产生。

2016 年 3 月 1 日 ，斯 考 特 乘 坐 俄 罗 斯“ 联 盟 号

TMA-18M”飞船安全返回地面。

从当时的直播看，这位虎背熊腰的活跃大叔，在出舱时也

有点“蔫儿”。当然是被医疗队抬出来的，之后他还在椅子上

缓了很久，至少之后有好几天他是站不起来的。

就算你此生不想去太空，你在地球上，也有可能体会到

“腿软”的窘境。

据统计，全球每年有 890 万骨折病例，我国现约有 9000

万骨质疏松症患者。

“我们已经在实验室用小分子调节，发现确实能够增强失

重环境下骨细胞的生成。”王金福说。

不过王金福团队的实验发现，干细胞分化骨细胞的能力

减弱的同时，分化成脂肪的功力见长。

所以斯考特大叔等宇航员从空间站待了一年回到地球，

身材并没有太大的走样。因为在太空保持锻炼身体，保骨钙

的作用不一定明显，减脂说不定还是很有效的。

这个研究只跟宇航员有关吗这个研究只跟宇航员有关吗

王 金 福 在 海

南 文 昌 发 射

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