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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idians are the giant system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evolution of human committed stem cells, 

adult stem cells, pluripotent stem cells and embryonic stem cells.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stem cell niches and the orderl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stem cell niches. 

There are 7×4×2×8×7 = 3136 kinds of human adult stem cells, where 7 is seven levels; 4 is four 

basic tissues (connective tissue, muscle tissue, nervous tissue and epithelial tissue); 2 is symmetry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8 is eight kinds of cells; 7 is seven evolutionary grades of the 

pyramid-shaped cumulative superposition from low to high grade. The main cells for constructing 

stem cell niches are various types of committed stem cells, which are also often called transit 

amplifying cells. Its source and its combined method of building stem cell niches are regular. The 

specific structure of parent stem cell niches can generally be inherited in the niches of daughter 

stem cells. In the interaction system of stem cells and their stem cell niche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tem cell niches determine the specific functions of stem cells. Introducing the 

plate tectonics in geology mainly reflects the stable static components of the stem cell niches. In the 

same plate, the main cellular components and their combination models (6+3+1) of stem cell niches 

i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C
1 

448and their adult stem cells C
1 

448n(2≤n≤7) are identical. This determines 

that pluripotent stem cell C
1 

448 has a highly similar stem cell niche structure to that of first-grade and 

even n-grade adult stem cells C
1 

448n. 

Keywords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 stem cell niche distribution; meridian doctrine; epigenetics; stem cell niche 

models; plate tectonics; cancer stem cell niches; trophoblast stemcells 

Subject Areas Medicine & Health 

 

干细胞巢的主要细胞成分及其组合模型 

张建新 

江苏润华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江苏 兴化 

Email: azjxa@163.com 

收稿日期：2018年4月2日；发布日期：2018年4月4日 

 
 

摘要 

经络是人体中定向干细胞、成体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等活动交流、协同进化的

巨系统，主要表现为干细胞巢的出现以及不同种类干细胞巢的有序分布。人体成体干细胞有

7×4×2×8×7＝3136种：7为7个层次，4为4大基本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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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组织），2为左右两侧对称，8为8类细胞，7为从低等级到高等级金字塔式累积叠加的7

个进化等级。构建干细胞巢的主要细胞是多种类型的定向干细胞，也常被称为过渡倍增细胞

等，其来源及其构建干细胞巢时的组合方式是有规律可循的，亲本干细胞的干细胞巢特定结

构一般能够遗传出现在子代干细胞的干细胞巢中。在干细胞与其干细胞巢的互作体系中，干

细胞巢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干细胞的特异性功能特征，引进地质学中的板块概念主要反映干

细胞巢基本稳定不变的静态成分，同一板块内多能干细胞C
1 

448及其成体干细胞C
1 

448n(2≤n≤7)的

干细胞巢主要细胞成分及其组合模型（6+3+1）是完全相同的，这决定了多能干细胞C
1 

448与其

所辖第一等级乃至第n等级成体干细胞C
1 

448n拥有高度相同相似的干细胞巢结构。 

关键词 

干细胞分化；干细胞巢分布；经络学说；外遗传；干细胞巢模型；板块学说；癌症干细胞巢；

滋养层干细胞

 

0. 引言 

腧穴是构成经络系统的基本结构单位，彼此离散地分布在组织的特定位置上。作者认为，腧穴就是干细胞

巢，《黄帝内经》中阐述的重要穴位一般是由众多干细胞巢依一定规律排列组合形成的群落
[1-2]

。经络系统的高

级结构单位为板块——一个个类似于伞状分布的腧穴群落，伞柄中的成体干细胞 C
1 

448n持续分化产生定向干细胞，

后者产生的各级分化细胞直接参与组织器官的构建；伞盖内诸外来的成体干细胞 C
1 

448n分化产生定向干细胞，后

者主要功能是参与构建伞柄中 C
1 

448n成体干细胞巢
[3]
。本文章节 1 就文献[3]中的表 1 进行补充说明，在此基础

上，作者通过对比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在细胞分化、分化潜能方面的差异，根据生物重演律、物种进化树和中

医经络学说等进一步探讨构建干细胞巢的主要细胞成分及其组合模型。 

1. 脊椎动物的干细胞分化谱系 

从细胞的功能特征角度来看细胞分化：结缔组织中，血细胞划分为髓系细胞和淋巴系细胞两大类，软骨细

胞与骨细胞紧密共生，存在两大类纤维细胞分别隶属于疏松结缔组织和致密结缔组织；肌肉组织中，骨骼肌细

胞划分为红肌纤维和白肌纤维两大类；上皮组织中，外分泌细胞划分为消化腺细胞（肝细胞等）和泪腺等两大

类细胞；神经组织中，副交感神经元和交感神经元两者相反相成，躯体感觉神经元和躯体运动神经元两者必须

紧密伴生才能高效地行使各自的功能。根据上述部分客观事实和经络学说中“蹻脉有阴阳”等的论述，根据动

物左右两侧大脑半球具有不同的功能、不可能相互替代等客观事实，作者认为脊椎动物存在 32 种多能干细胞，

约定表示为 C
1 

32，后者包含左右对称的两种造血干细胞
[3]
。 

多能干细胞 C
1 

32＝C
1 

4 ×C
1 

2 ×C
1 

4中，第一个 C
1 

4 约定表示隶属于四大基本组织，C
1 

2 约定表示左右两侧，第二

个 C
1 

4 约定表示四大类细胞。相应地存在 C
1 

32×C
1 

2 ＝64 种多能干细胞，约定用 C
1 

64表示，髓系祖细胞和淋巴系

祖细胞是 C
1 

64中的成员。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非恶性肿瘤公认的有效手段
[4]
，因为有机体

中存在左右对称的两种造血干细胞，若能确定癌症干细胞隶属于左右的哪一侧，主要采集供体同侧的造血干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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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进行移植，作者认为，由于后续出现的移植排斥反应相对较小等原因，使得供体造血干细胞在竞争中较易存

活，成功重建血液系统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大，从而达到相对较好的治疗效果。 

多能干细胞 C
1 

64进一步分化产生 448 种子代多能干细胞 C
1 

448＝C
1 

64×C
1 

7 ，最明显的表现是，从鱼类至人类

的所有脊椎动物都具有五部脑，加上脊髓和周围神经系统两部分，神经系统清晰地划分为七大组成部分
[2]
。在

经络系统中，十二皮部、十二经水和十二经脉等反复地出现十二，根据其中阴脉和阳脉的划分，就有 12÷2＝

6，又因为色素细胞、汗腺细胞以及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等如同周围神经一样分布于全身，即这里同样是一分为

七。特别是人类消化腺七个层次的划分
[3]
，其分泌的消化液酸碱特性泾渭分明，作者对细胞所隶属的层次作出

判断的依据之一就是其嗜酸或嗜碱特性。 

注意到部分内分泌腺单独组成一个器官如脑垂体和胸腺，其独木成林的极端特征表明 C
1 

448仍然属于多能干

细胞。作者认为，多能干细胞 C
1 

448能够分化产生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至第 n 等级的成体干细胞 C
1 

448n(2≤n≤7)，

鱼类拥有两个等级（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n=2），两栖类拥有三个等级，爬行类拥有四个等级，鸟类拥有五

个等级，哺乳类的有袋类拥有六个等级，哺乳类的真兽亚纲如灵长类等拥有全部的七个等级；成体干细胞 C
1 

448n有

着严格的先后等级之分，使得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级到高等级发展变化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不仅是定性

描述，也是符合可操作性原则的定量描述
[3]
。 

节肢动物和鱼类等的成体干细胞均能约定用 C
3 

3 表示，分化产生的三种定向干细胞均能约定用 C
1 

3 表示，后

者都能够经脱分化转变为成体干细胞 C
3 

3 。定向干细胞 C
1 

3 自我更新能力有限，大多数常被称为过渡倍增细胞，

位于真正的干细胞和分化性衍生细胞之间，是构建干细胞巢的主要细胞
[3][5-6]

。 

ES 胚胎干细胞具有全能性，约定用 C
1 

1 表示；作者认为，EG 胚胎干细胞划分为七种，一一对应于七个

层次，约定用 C
1 

7 表示，EG 胚胎干细胞同样具有全能性，昆虫等生殖腺内的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都是直接来源

于 C
1 

7 的增殖分化；C
1 

1 能分化产生 C
1 

7 ，又能与 C
1 

7 一起控制 C
1 

1 →C
1 

7 的开启与关闭以及 C
1 

7 的增殖
[3]
。作者认

为，若把造血干细胞巢中的造血干细胞抽离，将 ES 胚胎干细胞 C
1 

1 注入到空巢中，C
1 

1 与周围微环境相互作用，

能够通过不对称分裂大概率直接诱导分化产生相应的造血干细胞。更一般地说，ES 胚胎干细胞 C
1 

1 随机性存在

于 C
1 

32、C
1 

64干细胞巢之中
[7]
，通过 C

1 

1 →C
1 

32诱导分化途径补充特定的 C
1 

32；EG 胚胎干细胞 C
1 

7 随机性存在于

所辖的 C
1 

448n、C
1 

448干细胞巢之中
[7]
，通过 C

1 

7→C
1 

448n诱导分化途径补充特定的 C
1 

448n。 

2. 干细胞巢的主要细胞成分及其组合模型 

植物细胞组织没有明显的七个层次划分，据此推断植物没有 C
1 

7 ，所有细胞都直接来自于 C
1 

1 ，这是植物细

胞具有全能性的原因
[3]
。动物成体干细胞在其干细胞巢中具有自我更新复制能力,远不及植物细胞具有的潜在全

能性。作者先将动物成体干细胞在其干细胞巢中才能长期具有的自我更新复制特性，理解为其相对于自身而言

获得了全能性
[8]
，其次认为这实质是其与巢环境中的主要细胞等存在相互作用而出现的外遗传现象。 

对比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的原因，作者提出脊椎动物成体干细胞巢的 6+3+1 组合模型：成体干细胞隶属于

七个层次之一，只有来自于其余六个层次的定向干细胞参与构建其干细胞巢，才能通过外遗传方式使其暂时性

获得该层次基因组表达（一分为七，对应于 G 蛋白偶联受体等）上的全能性；同理，成体干细胞隶属于四大基

https://www.baidu.com/link?url=IbVjSbFlRVfFzmKHbwBWsB1Iw8Yi_0JSTlbR0sFhYrGlRrU4jMMos39RKEOOA-Y1l7JQz1WXQWgKITB49ez__fcuherPj71c3ACWEIG4FNesGgXU5CoNs0y84yJc33Z8tT23YyxIqpSVPsCl4gfnP_&wd=&eqid=d23f794e000cd15c0000000359e2154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8%E8%85%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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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之一，只有来自于其余三大基本组织的定向干细胞参与构建其干细胞巢，才能通过外遗传方式使其暂时

性获得该层次基因组表达（一分为四，对应于蛋白质合成系统等）上的全能性；成体干细胞隶属于左右两侧之

一，只有来自于另一侧的定向干细胞参与构建其干细胞巢，才能通过外遗传方式使其暂时性获得该层次基因组

表达（一分为二，对应于通道环围多体等）上的全能性。因为动物细胞都能不同程度地表达“八类细胞”功能

对应的管家基因组群，所以物种进化史上四大基本组织、左右对称和七个层次三者依序独立产生和八类细胞功

能的三次对分是完全不同的
[3]
，后者不能成为构建干细胞巢的第四要素。 

因为一种定向干细胞有可能兼具两个角色（1+1），甚至是三个角色（1+1+1），所以构建成体干细胞

巢的主要细胞最少是 6 种定向干细胞。这里由 10(6+3+1)种定向干细胞构建成体干细胞巢的情形占比最大，

其次是大于 10 种定向干细胞构建成体干细胞巢的情形（存在 2 种或 2 种以上的定向干细胞竞争一个角色等）。 

借用地质学的板块概念反映伞状分布的腧穴群落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特征，即同一板块内多能干细胞 

C
1 

448及其成体干细胞 C
1 

448n的干细胞巢主要细胞成分及其组合模型（6+3+1）是完全相同的，这就决定了多能

干细胞 C
1 

448与其所辖第一等级乃至第 n 等级成体干细胞 C
1 

448n拥有高度相同相似的干细胞巢结构。换一个角度

来看，正是构建干细胞巢的主要细胞成分及其组合模型（6+3+1）存在地域性差异，决定了一种多能干细胞

C
1 

448能够在有机体中产生 n 个板块——第一板块（1～1）、第二板块（1～2）至第 n 板块（1～n），同时

决定了 n 个板块又能各自具有数量不等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版本存在于经络系统中
[3]
。 

根据生物重演律和 C
1 

448多能干细胞巢的（6+3+1）组合模型，作者提出 C
1 

64多能干细胞巢的（3+1）×

7 组合模型和 C
1 

32多能干细胞巢的[（3+1）×7]×2 组合模型：C
1 

64多能干细胞巢是由七个片层状细胞团结构

——与七个层次一一对应——严格依序叠加组合形成，C
1 

64多能干细胞主要在特定的片层中分化产生相应层次的

C
1 

448多能干细胞，C
1 

448多能干细胞巢组合模型（6+3+1）中的（3+1）与 C
1 

448多能干细胞诞生地的片层状细胞

团结构（3+1）一般是基本相同的。同理，C
1 

32多能干细胞巢可以视为主要是由两个 C
1 

64多能干细胞巢交融组合

形成，因为一种定向干细胞有可能兼具两个角色（1+1）等原因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根据生物重演律和类比上述脊椎动物的干细胞巢模型，作者提出无脊椎动物的干细胞巢模型：腔肠动物拥

有 C
1 

4 成体干细胞巢的（3）组合模型；扁形动物拥有 C
1 

4 多能干细胞巢的（3×2）组合模型和 C
1 

8 成体干细胞

巢的（3+1）组合模型；原腔动物拥有 C
1 

8 多能干细胞巢的（3+1）×7 组合模型和        C
1 

56成体干细胞巢

的（6+3+1）组合模型；环节动物拥有 C
1 

8 多能干细胞巢的[（3+1）×7]×2 组合模型、C
1 

16多能干细胞巢

的（3+1）×7 组合模型和 C
1 

112成体干细胞巢的（6+3+1）组合模型；软体动物拥有 C
1 

16多能干细胞巢的[（3+1）

×7]×2 组合模型、C
1 

32多能干细胞巢的（3+1）×7 组合模型和 C
1 

224成体干细胞巢的（6+3+1）组合模型。 

3. 癌症干细胞及其干细胞巢  

换个角度来理解脊椎动物的两条干细胞分化链 C
1 

1 →C
1 

32→C
1 

64→C
1 

448→C
1 

448n和 C
1 

1 →C
1 

7 →C
1 

448n(2≤n≤7)

以及其干细胞巢组合模型的演变：多能干细胞 C
1 

32分化产生 2 个独立平行的多能干细胞 C
1 

64，表明两者互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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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紧密的共生关系，两者赖以更新复制的干细胞巢则先天性形成最为松散的共生关系；多能干细胞 C
1 

448分化产

生 n 个独立平行的成体干细胞 C
1 

448n，后者后天生存的干细胞巢主要成分与亲本 C
1 

448的干细胞巢主要成分完全

相同，表明正是先天性干细胞巢主要成分的特异性决定了n的取值，可以认为n个独立平行的成体干细胞C
1 

448n形

成最为松散的共生关系。 

正常成体干细胞在其干细胞巢中实现自我更新复制，同时通过细胞分化、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等的有序进

行，使其分化性衍生细胞群的新陈代谢维持恒态。当干细胞巢 a 中的成体干细胞 A 进入成体干细胞 B 的干细胞

巢 b 中，成体干细胞 A 虽然不能长期在干细胞巢 b 中实现自我更新复制，但是能够通过外泌体或者细胞融合等

方式将自身特有的基因表达性状（a）嫁接寄生在成体干细胞 B 上，在干细胞巢 b 中新出现的成体干细胞 B（a）

一般没有明显的生存竞争优势，但其出现将有利于成体干细胞 A 在干细胞巢 b 中长期生存；正常情况下，多数

成体干细胞 B（a）通过不对称分裂而分化产生成体干细胞 B，只有少数成体干细胞 B（a）能够产生其分化性

衍生细胞群，并且同样参与构建相应的组织器官，使得后者的结构功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这里仅探讨下述继发的小概率情形：长期的累积效应能够导致干细胞巢 b 的周围微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

当构建干细胞巢 a 的部分定向干细胞@同样被招募、参与构建成体干细胞 B 的干细胞巢时，表明后者发生了质

的变化，在新重组产生的干细胞巢（b@）中，成体干细胞 B（a）获得了生存优势，其产生的分化性衍生细胞

群也逐渐取得优势；成体干细胞 B（a）因为与干细胞巢（b@）中的@同样发生外遗传互作而转变为成体干细

胞 B（a@），后者与成体干细胞 B（a）、成体干细胞 B 相比在生存竞争中取得明显优势，这意味着在干细胞

巢（b@）中多数成体干细胞 B（a@）不是通过不对称分裂产生成体干细胞 B（a）或者成体干细胞 B，而是

能够直接分化产生其分化性衍生细胞群；成体干细胞 B（a@）的更新复制、分化和凋亡等，不仅直接受其分化

性衍生细胞群的调控（主要因为表达成体干细胞 B 特有的基因表达性状），还能间接地接受成体干细胞 A 分化

产生的分化性衍生细胞群的调控（主要因为成体干细胞 A 特有的基因表达性状（a@）寄生性表达），当两者

的综合作用导致成体干细胞 B（a@）过度增殖分化时，作者认为成体干细胞 B（a@）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癌

症干细胞
[9-11]

，其干细胞巢（b@）成为癌症干细胞巢
[12]

。 

类比板块学说中的板块碰撞现象，经络系统中的高级结构单位——伞状分布的干细胞巢群落——同样会出

现板块碰撞，后者将深度影响所属细胞组织的结构功能，尤其是有的板块碰撞会导致肿瘤发生
[3]
。众所周知，

恶性肿瘤的形成与微环境变化关系密切，恶性肿瘤总是优先地向特定的组织器官扩散转移，作者认为这正是板

块和板块碰撞客观存在的证据。一个癌症干细胞巢中数量很少的 C
1 

448n癌症干细胞并不能增殖分化形成肿瘤，隶

属同一板块与之相邻的正常干细胞巢内正常成体干细胞产生的分化性衍生细胞群将明显地抑制前者发生，一般

会出现将癌症干细胞巢修复还原为正常干细胞巢等情形。 

干细胞巢等级链相同的两板块内，诸成员间倘若发生上节描述的侵入寄生现象，由少数到多数，由局部到

整体，量变导致质变，当受害方的多能干细胞 C
1 

448及其干细胞巢转变成为癌症干细胞 C
1 

448和癌症干细胞巢时，

恶变进程将不可逆转，逐渐形成最初的原位癌。原位癌板块中的癌症干细胞 C
1 

448和所辖 C
1 

448n癌症干细胞将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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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侵入到其相同的、相似的克隆板块中（一般为近距离扩散），诱发后者的干细胞巢突变转化为癌症干细胞

巢，同时自身相应地转化为各种版本的癌症干细胞 C
1 

448和癌症干细胞 C
1 

448n，其次是向其紧邻的板块中扩散（一

般为远距离扩散），同理诱发后者的干细胞巢转变为癌症干细胞巢，同时转化衍生出更多版本的癌症干细胞 C
1 

448

和癌症干细胞 C
1 

448n。有机体中两板块之间的碰撞，也有可能诱发其他不同类型板块之间发生碰撞，从而能够出

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细胞类型发生癌变。 

这里，癌症干细胞扩散转移方式远比原位癌产生的板块碰撞方式快速高效，但殊途同归，恶变的遗传物质

基础等是相同相似的
[13]

。例如情形①两个分别隶属于 A 与 B 的第 3 板块之间发生碰撞，致使 B 的第 3 板块发

生癌变（形成原位癌 M），后者中的癌症干细胞扩散导致与之紧邻的、B 的第 4 板块同样发生癌变（形成转移

癌 N）；情形②两个分别隶属于 A 与 B 的第 4 板块之间发生碰撞，致使 B 的第 4 板块发生癌变（形成原位癌 n）,

后者中的癌症干细胞扩散导致与之紧邻的、B 的第 3 板块同样发生癌变（形成转移癌 m）。上述情形①与情形

②相比较，原位癌和转移癌的角色出现颠倒，作者认为，情形①中的原位癌 M 和情形②中的转移癌 m 是高度

相同相似的，同理情形①中的转移癌 N 和情形②中的原位癌 n 是高度相同相似的；并且因为癌症干细胞扩散转

移和板块碰撞一般是协同进行的，所以原位癌的早期发现是最重要的。 

多能干细胞 C
1 

32和 C
1 

64因为基因突变、肿瘤病毒侵入和细胞融合等原因能够直接转变为癌症干细胞
[14]

，其

干细胞巢同样必须经过后天性重组才能转变成为癌症干细胞巢，癌症干细胞 C
1 

32、C
1 

64及其癌症干细胞巢至少能

够将其恶变特性遗传给子代中的一种多能干细胞 C
1 

448及其干细胞巢，后者派生的众多板块中至少有一个能够大

概率发生癌变，即癌症干细胞 C
1 

448n产生的分化性衍生细胞为癌细胞。显而易见，这里所述末端的癌症干细胞

C
1 

448和癌症干细胞 C
1 

448n来源于先天性遗传，前文所述的癌症干细胞 C
1 

448和癌症干细胞 C
1 

448n来源于后天性板块

碰撞，前者比后者（原位癌的发生等）更加复杂多样，因而转移复发等的概率更大。 

脊椎动物来源于干细胞分化链 C
1 

1 →C
1 

32→C
1 

64→C
1 

448→C
1 

448n的大多数细胞丧失了潜在的全能性，一般不

能产生 iPS 诱导多能干细胞，其所辖癌症干细胞 C
1 

448n分化产生的癌细胞也因此丧失了转变为癌症干细胞 C
1 

448n

的潜能；来源于干细胞分化链 C
1 

1→C
1 

7→C
1 

448n的大多数细胞具有潜在的全能性，具有产生 iPS 诱导多能干细胞

的潜能
[3][15-17]

，其所辖癌症干细胞 C
1 

448n分化产生的癌细胞具有逆分化为癌症干细胞 C
1 

448n的潜能
[18]

。作者认为，

两种来源的成体干细胞 C
1 

448n能够在干细胞巢中同时存在，一般以来源于 C
1 

448→C
1 

448n干细胞分化链的为主，来

源于 C
1 

7 →C
1 

448n干细胞分化链的所占比例在物种个体处于性成熟繁殖阶段明显地增大；一般情况下，原位癌的

癌症干细胞 C
1 

448n主要来源于干细胞分化链 C
1 

448→C
1 

448n，浸润癌的癌症干细胞 C
1 

448n主要来源于干细胞分化链

C
1 

7→C
1 

448n，并且在招募外来的定向干细胞形成新的癌症干细胞巢能力上后者较前者强。 

干细胞巢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微系统，即外来的定向干细胞、成体干细胞和多能干细胞等的种类不是固定不

变的，不是局域性的，而是既有基本稳定不变的静态成分，又有复杂可变的动态成分，是整体性的，并且两者

在物种进化史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2]
。干细胞巢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干细胞的特异性功能特征，引进板块概念

主要反映干细胞巢基本稳定不变的静态成分。前节阐述的 C
1 

32、C
1 

64等正常的多能干细胞巢为片层结构平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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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而癌症干细胞巢一般为片层结构镶嵌模型，作者认为可以用板块碰撞来形象化地描述癌症干细胞巢的形

成。复杂可变的动态成分导致一些干细胞巢中以不同大小的概率出现最初的癌症干细胞，后者能否招募到相应

的定向干细胞进一步重组产生癌症干细胞巢，癌症干细胞的功能行为等是否因此出现转化，是肿瘤发生发展的

必要条件。 

《黄帝内经》曰：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癌症干细胞巢形成早期，相应区域内的周围神经系统一般因为板块

碰撞等而产生痛觉；随着癌症干细胞及其癌症干细胞巢的发展演化，一般因为原位癌周围环境中周围神经系统

等功能行为发生适应性改变（例如发生神经麻痹或神经致死等）而不再产生明显的痛觉。让干细胞巢中正常隶

属于动态成分者重新回归动态角色，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癌症干细胞的产生及其增殖更新，让正常隶属于干细

胞巢稳定不变的静态成分者重新回归本位，可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阻止癌症干细胞巢的重组发生。《黄帝内经》

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4. 哺乳动物的滋养层干细胞 

胎盘是哺乳动物中最具多样性的器官，例如人类和小鼠的滋养层发育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19]

。人们早就认

识到胎盘的发育与肿瘤的生长两者可以类比，肿瘤的生长显然不遵守生物重演律，作者认为胎盘的发育演化同

样不遵守生物重演律，哺乳动物滋养层干细胞 C
1 

448及其分化性衍生细胞群和母体中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在细胞

分类上都隶属于第七层次上皮组织的第一类细胞，左右对称的两种滋养层干细胞  C
1 

448分化产生 7 个进化等级

的成体干细胞，共有 C
1 

2 ×C
1 

7＝14 种成体干细胞。 

作者认为，哺乳动物胚泡期的滋养层细胞群和内细胞群都是“现代的”，之后两者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内细胞群返回至远古的某个“原点状态”，开启胚胎的生长发育，第一等级至第 n 等级(2≤n≤7)的成体干细胞根

据生物重演律严格地依进化等级顺序先后出现，将物种进化史简洁地快速重演一遍；滋养层细胞群始终是现代

的，其多能干细胞 C
1 

448分化产生 7 个进化等级的成体干细胞，后者的增殖分化等主要依赖于胚胎发育过程中产

生的生物信息——如成纤维生长因子信号传导等
[20]

，没有现代的、外来的定向干细胞等构建的干细胞巢与之相

匹配，因此胎盘是滋养层细胞适应性生长的产物。 

滋养层细胞群始终是现代的，决定了真兽类动物才能出现胎盘，因为只有真兽类动物的多能干细胞 C
1 

448能

够分化产生全部的、七个进化等级的成体干细胞。设想远古的一些低等生物如某些爬行类具有胎盘，则在其高

等后代的胚胎发育过程中，胎盘的生长发育必须也遵守生物重演律，即哺乳动物早期胎盘的形成必然是非常相

似的，这与观察到的事实是完全不符的。有袋类动物的多能干细胞 C
1 

448只能分化产生六个进化等级的成体干细

胞，所以即使是有袋类动物也没有真正的胎盘。 

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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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动物和软体动物等无脊椎动物的成体干细胞巢组合模型是一致的，这是物种进化论和生物重演律的必

然要求。在 iPS 诱导多能干细胞和 ES 胚胎干细胞诱导分化研究中，发现的一些前体细胞（癌症干细胞占比相

对较大）和推测可能存在的一些前体细胞（例如成血管细胞 hemangioblast），因为不能在有机体中获得长期

稳定不变的、可遗传进化的干细胞巢，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常的胚胎生长发育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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