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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O异种移植模型在肿瘤精准化治疗研究中
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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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安大学基础医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2.
 

空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西安　 710032)

　 　 【摘要】 　 精准化治疗已成为现代医疗的重要手段,其目标是根据患者的特征进行个体化治疗。 精准化
治疗的成功发展依赖于临床前肿瘤模型的应用。 病患来源的肿瘤类器官(patient-derived

 

organoids,PDO)异种
移植模型结合了体外 PDO模型和体内人源肿瘤异种移植( 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PDX)模型的特点,
不仅能维持原始肿瘤的异质性,还具有体外大规模培养、高通量药物筛选和体内药物敏感性测试的优点,是一
种创新性、精准化的临床前疾病模型。 本文综述了 PDO异种移植模型的基本特征,分析了其构建方法及影响
因素,重点探讨了其在肿瘤精准化治疗中的应用,以期为肿瘤患者个体化治疗提供可靠的临床前实验工具。

【关键词】 　 病患来源的肿瘤类器官;异种移植;精准治疗;肿瘤异质性;药物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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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cision
 

therap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in
 

modern
 

medicine,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patients.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medicine
 

depend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reclinical
 

cancer
 

models.
 

Patient-derived
 

organoid
 

( PDO)
 

xenograft
 

models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PDO
 

models
 

and
 

in
 

vivo
 

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
 

models.
 

This
 

type
 

of
 

model
 

can
 

not
 

only
 

maintain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original
 

tumor,
 

but
 

also
 

has
 

additional
 

advantages,
 

such
 

as
 

large-scale
 

cultivation,
 

high-throughput
 

drug
 

screening
 

in
 

vitro
 

and
 

drug
 

sensitivity
 

testing
 

in
 

vivo.
 

It
 

is
 

an
 

innovative,
 

precise
 

preclinical
 

disease
 

model.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DO
 

xenograft
 

model,
 

analyze
 

its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urther
 

discuss
 

its
 

application
 

in
 

precision
 

therapy,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reliable
 

preclinical
 

experimental
 

tool
 

for
 

individualized
 

canc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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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治疗通常使用手术、化学疗法、靶向治
疗及免疫治疗等方式[1-4] 。 但由于肿瘤的异质性
导致患者对药物治疗反应不一,且随着肿瘤的演
进可能产生耐药抵制作用或引发不良反应[5-8] 。
这些临床反应的出现推动了肿瘤个体化、精准化
治疗的研究。 所谓肿瘤的精准化治疗就是根据
个体患者的特定疾病亚型和对特定药物的反应

来定制个体化治疗方案,预测患者对药物的敏感
性,选择最可能有效的药物,以优化疗效和减少
不良反应[9] 。

准确再现肿瘤生物学和异质性特征的临床

前模型将有助于设计出针对个体患者有效的精

准化治疗方案[5,7] 。 目前常用的临床前模型有永
生化的二维细胞系、人源肿瘤异种移植( patient-
derived

 

tumor
 

xenograft,PDX)模型、病患来源的肿
瘤类器官 ( patient-derived

 

organoids, PDO )以及
PDO异种移植模型等[10-13] 。 永生化的二维细胞
系可通过体外培养大量获取,但经过广泛传代,
通常会被遗传修饰和克隆化选择,不能展现肿瘤
异质性和原始肿瘤的药物反应[10] 。 PDX 模型维
持了原发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但其培养周期长、
成本较高、移植成功率较低且不适用于高通量的
药物筛选[11] 。 PDO 模型能够准确反映原始肿瘤
组织的生物学特征、维持患者肿瘤细胞的异质
性,且具有体外大规模培养和高通量药物筛选的
优势,但是依旧是体外模型,存在缺乏血管组织、
无法模拟对药物的代谢吸收等不足[12] 。 PDO 异
种移模型结合了体外 PDO和体内 PDX模型的优
点,可保留原始肿瘤特征,具有高通量药物筛选
以及在体内验证等优点,是癌症精准化治疗的重
要临床前模型[13-14] 。

1　 PDO异种移植模型的基本特征

PDO在研究中常被用作体外癌细胞系和异
种移植之间的中间模型[15] 。 进一步将 PDO 移植
到免疫功能缺陷动物体内,获得 PDO异种移植模
型,可以较好地保留原始肿瘤的生物学特征,药
物敏感性和肿瘤侵袭性[16-18] 。 此外,该模型与

CRISPR / Cas9技术和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结合,
可用于耐药机制研究、高通量药物筛选和不同药
物疗效验证[19-21] 。 这些特征使得 PDO 异种移植
模型成为肿瘤精准化临床前模型,可能为肿瘤患
者提供个体化治疗方案。 与其他模型相比,PDO
异种移植模型具有明显的优势,包括比 PDX模型
生长快且成功率高,特别是对于 PDX成功率较低
的癌症类型,这种差异更显著[16,

 

22-23] 。 此外,对
PDO进行原位移植,可提高单位体积内肿瘤细胞
的数量,再现肿瘤的侵袭和转移特征[24] 。 使用穿
刺或针吸活检提取的少量样本,利用 PDO在体外
大规模培养,再将其进行移植形成 PDO异种移植
模型可以解决临床肿瘤样本来源稀少的问

题[25-26] 。 与 PDO 模型相比,PDO 异种移植模型
的转录组和表观基因组与患者肿瘤具有更好地

相似性,例如,LEE 等[27]发现膀胱癌类器官在培

养时显示出不同的表型,而在进行异种移植后恢
复了其亲本肿瘤的表型。 此外,对于某些靶向药
物治疗,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抑制剂,由于其主要是通过
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的激酶活性来发挥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PDO 模型缺乏血管组
织,因此不适合在该类模型中进行测试,而 PDO
的异种移植模型则可用于评估这些药物的疗效,
突出了其作为体内模型的重要价值[28] 。

2　 PDO异种移植模型的建立及影响
因素

　 　 PDO 异种移植模型主要是通过将培养成功
的 PDO与一定比例的基质胶混合后注射到免疫
缺陷小鼠体内获得,该模型的成功建立不仅需要
稳定、良好的 PDO,更需要诸多因素的协同作用。
2. 1　 PDO异种移植模型的建立

PDO异种移植模型的建立首先需要在体外
成功培养获得稳定的 PDO[29] 。 包括对新鲜的患
者肿瘤组织进行清洗、剪碎、消化、过滤等步骤分
离出肿瘤干细胞,根据获得的肿瘤细胞数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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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比例基质胶( Matrigel 或胶原凝胶)接种于孔
板中,待其固化后给接种孔板加入特定培养基进
行体外长期培养[30-31] 。 在 PDO 培养成功后,将
PDO 与一定比例的基质胶混合并注射到免疫缺
陷小鼠体内观察肿瘤生长情况[27] 。 按照移植部
位可分为原位移植和皮下移植[13,32] 。 与原位植
入相比,皮下植入具有植入方法简单、肿瘤大小
监测准确等优点[13] 。 原位植入在技术上更具挑
战性,手术操作难度大,耗时长,但肿瘤植入部位
更接近人类肿瘤的生长环境,有利于原发肿瘤的
基因和生物学特性的表达[32] 。 此外,原位移植可
增加移植瘤转移的发生,是肿瘤转移模型的最佳
选择[4] 。
2. 2　 影响 PDO异种移植模型成功的因素

PDO异种移植模型的建立涉及多个步骤和
外界因素,其关键是 PDO的成功培养和移植方法
的选择[13,29,32] 。 PDO 的成功培养是异种模型建
立的第一要素[29] 。 在使用患者来源的肿瘤样本
构建肿瘤类器官时,为避免样本中混杂的残余正
常组织对肿瘤类器官的影响,需要获取高质量的
肿瘤组织进行培养[33] 。 此外,供类器官黏附并支
持其生长的细胞外基质 (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含有的非人源成分可能会影响类器官对人
体器官的模拟效果,但是目前还无法做到完全依
靠人源成分制备 ECM[34-35] 。 除了容易受到杂质
细胞和基质中非人源成分的影响外,肿瘤类器官
培养基中添加的生长因子也存在差别[36] 。 根据
不同的癌症类型,会在生长介质中添加额外的特
定因子,例如,神经调节蛋白 1被证明可以有效地
生成乳腺癌类器官,并维持长期的扩增[2] ;较高
浓度的双氢睾酮( dihydrotestosterone,DHT)对于
维持特定类型前列腺癌类器官的活性具有重要

意义[37] ; Rho 相 关 蛋 白 激 酶 ( Rho-associated
 

protein
 

kinase,ROCK)抑制剂、胰岛素、转铁蛋白
和硒能够长期维持和稳定胆管癌类器官培养[38] 。
因此,选择不同癌症类型所需的生长因子是提高
PDO成功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体外成功培养肿瘤类器官后进行异种移

植,移植方法的选择对 PDO异种移植模型的成功
建立具有重要意义[13] 。 在移植时选择适宜的类
器官数量有助于提高移植效率,较高的数量可能
加快肿瘤的生长,并且细胞间的直接接触和信号

传递可以增强肿瘤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促进
肿瘤的形成[32] 。 通过结合 Matrigel 的用量调整
细胞数量及密度,以实现最佳的肿瘤生长效
果[39] 。 在类器官异种移植模型中,Matrigel 被用
来包裹类器官,利于其在注射部位的定植,提高
肿瘤形成的效率,此外,Matrigel 中的某些成分可
能促进移植部位的血管化,影响宿主的移植排斥
反应[40] 。 另外,类器官传代次数可能会对其移植
成功率产生影响,多次传代可能导致细胞特性发
生变化,如干细胞特性的丢失或分化状态的改
变,从而影响移植后的稳定性和成功率,且随着
传代次数的增加,类器官可能对培养条件的适应
性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培养方案以维持其活力和
稳定性[16] 。 通常,在进行异种移植时,选择较低
传代次数且稳定的类器官可以更好的保持原始

肿瘤异质性,提高移植成功率[41] 。 对于移植部位
的选择,最常使用皮下注射,方法简单且便于操
作;而观察肿瘤的侵袭和转移特征,可选择原位
移植,这强调了从 PDO 衍生出 PDO 的异种移植
模型时选择肿瘤注射部位的重要性[4] 。

综上所述,在建立 PDO异种移植模型时需要
综合考虑样本质量、细胞外基质和生长因子的影
响,同时,移植方法和部位、类器官的传代次数等
因素也需要关注,综合考量上述因素以便获得更
高的成功率和更好的模拟效果。

3　 PDO异种移植模型在肿瘤精准化
治疗中的应用

　 　 肿瘤的精准化治疗强调患者的特异性,旨在
根据个体内在的生物学信息,为患者确定最佳治
疗方案[7] 。 PDO 异种移植模型的诸多优势使其
成为癌症精准化治疗重要的临床前模型[13-14] 。
目前 PDO异种移植模型主要用于药物敏感性测
试、药物作用机制研究和高通量药物筛选以及病
理机制研究。
3. 1　 用于肿瘤精准治疗指导下的药物敏感性
测试

PDO异种移植模型可对化疗药物、分子靶向
药物进行药物敏感性测试,并且显示出与相应肿
瘤患者相似的药物反应,在减轻毒副反应、提升
治疗效果方面体现出独特的优势,可以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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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个体化用药。
3. 1. 1　 评估化疗药物敏感性

化疗药物通常属于细胞毒类药物,可以损害
肿瘤细胞的 DNA,阻止其复制和分裂,其作用通
常是广泛的,不仅针对特定的肿瘤细胞,也会影
响正常细胞,从而产生一定的副作用[42] 。 因此,
基于 PDO的异种移植模型开展体内化疗药敏检
测,判断药物对其他器官或系统的潜在毒副作
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治疗效果、减轻毒副反
应,为患者选择最佳治疗药物。

PDO异种移植模型对临床相关化疗反应与
患者的临床反应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可用于判断
化疗方案的可行性。 GANESH 等[4]从手术活检

的直肠癌患者样本中建立了类器官模型,将其原
位移植模拟肿瘤的发生、侵袭和转移,评估对于
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亚叶酸和奥沙
利铂化疗方案的反应,结果显示,将侵袭性较弱
的直肠癌类器官移植小鼠,形成的肿瘤对化疗敏
感,肿瘤体积显著减少,实验结果与个体患者的
临床病程一致,可用于反映患者对化疗的敏感
性。 此外,在直肠癌治疗中使用新辅助放化疗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CRT),可用于缩
小肿瘤体积,使其更容易被手术切除,并减少局
部复发率,主要包括短程放疗 ( short

 

course
 

radiotherapy,SCRT)和长程放化疗 ( long
 

course
 

chemoradiotherapy,LCRT) [43-44] 。 短程放疗通常
给予小辐射剂量;而长程放化疗通常给予大辐射
剂量,并伴随氟嘧啶类药物的化疗[45] 。 FELCHLE
等[46]利用基因工程小鼠模型在体外培养出直肠

癌类器官,并将其原位移植到小鼠的远端结肠和
直肠粘膜下,在肿瘤成功植入后对小鼠进行放射
治疗,监测不同治疗组小鼠的生存率、体质量变
化以及与疾病进展相关的临床症状(如腹泻腹
胀、直肠肿胀等),结果显示,该模型能够更好地
模拟人类直肠癌治疗反应,综合使用放疗和化疗
可以提高治疗效果,为患者提供了一种在治疗前
评估其反应潜力的方法,有助于优化治疗方案并
可能改善患者的治疗结果。
3. 1. 2　 测试靶向药物敏感性

与化疗药物相比,靶向药物的作用更为精
准,可以特异性地针对肿瘤细胞上的特定分子靶
点,干预癌细胞的异常信号通路来发挥作用,减

少对正常细胞的影响,从而降低副作用[47] 。 PDO
的异种移植模型能模拟原始肿瘤的异质性,为不
同亚型的癌症患者提供更为精确的治疗选择。

类器官在体外培养中保留了原始肿瘤的致

瘤潜力,并且在移植后可以形成具有与亲本肿瘤
相似特征[32] 。 KUSAKABE等[48]使用宫颈小细胞

癌类器官建立异种移植模型,并对该模型评估,
发现神经内分泌标志物的表达恢复,表明其小细
胞癌的特征,维持了原始肿瘤的异质性,对靶向
药物曲美替尼的治疗疗效进行体内测试,发现与
对照组相比,治疗组小鼠肿瘤生长被显著抑制,
为人乳头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HPV)阳
性的宫颈小细胞癌患者提供了潜在的个性化治

疗选项。 针对一些靶向药物,需要考虑它们的具
体作用位点和作用机制,如抗血管生成靶向药
物,由于体外培养的肿瘤类器官缺乏血管结构,
因此不能单独使用肿瘤类器官来评估抗血管生

成药物的药物敏感性[28] 。 仑伐替尼的抗肿瘤疗
效主要归功于其抗血管生成活性,原发性肝癌
(primary

 

liver
 

cancer,PLC)的 PDO模型在体外对
仑伐替尼产生耐药,但在所有测试的 PDO异种移
植模型中均有效,表明 PLC 的 PDO 异种移植模
型可以有效验证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疗效,可
作为预测个体患者对特定靶向药物治疗的有效

模型[12] 。 此外,在结直肠癌研究中发现,转录因
子 Kruppel 样因子 14 ( Kruppel-like

 

factor
 

14,
KLF14) 和早期生长反应基因 2 ( early

 

growth
 

response
 

2,EGR2)在其 PDO 异种移植模型中活
性增加,肝配蛋白受体 A4 ( ephrin

 

receptor
 

A4,
EPHA4)作为 KLF14 和 EGR2 的下游靶基因,其
表达受到这两个转录因子的直接调控,而 EPHA4
等下游基因的差异表达可能会改变对靶向治疗

药物MEK抑制剂的敏感性,该研究结果揭示了染
色质重塑在肿瘤发展和药物反应中的潜在作

用[22] 。 上述实验提示 PDO 异种移植模型中的染
色质重塑和基因表达变化为患者对特定治疗反

应提供了线索,有助于预测患者对特定药物的治
疗结果。
3. 2　 研究药物的作用机制

治疗诱导的耐药是肿瘤临床治疗面临的一

个重要的挑战[49] 。 只有明确药物的作用机制,了
解耐药性产生的原因,才有可能制定相应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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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克服这种耐药性。 此外,明确药物的靶点
及其在体内的作用路径,有针对性地研究和筛选
新的候选药物,从而提高药物研发的成功率,形
成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推动个体化治疗的发展。
3. 2. 1　 克服耐药性

不论是靶向药物治疗、化疗或免疫治疗,药
物作用一段时间后,由于肿瘤的异质性和进化导
致癌症患者出现耐药且预后较差,因此需要探索
药物的耐药抵抗机制[49] 。 使用 PDO 的异种移植
模型,可追踪肿瘤治疗前后的耐药演进,此外,还
可以结合 CRISPR / Cas9 技术来研究特定基因对
耐药机制的作用。

为研究瑞戈非尼对直肠癌患者可能的耐药

机制,VLACHOGIANNIS等[50]利用瑞戈非尼治疗

前后的直肠癌患者的肝转移肿瘤组织建立了

PDO异种移植模型,通过 CD31 免疫组化染色评
估瑞戈非尼治疗后肿瘤微血管密度的变化。 结
果发现与敏感患者相比,耐药患者的 PDO的异种
移植模型显示出更明显的替代性组织生长模式

( replacement
 

histopathological
 

growth
 

patterns,
rHGP),利用现有血管网络来支持其生长和转
移[51] 。 这些发现强调了替代 HGP 在耐药性中可
能发挥的作用,提示血管选择可能是瑞戈非尼原
发性耐药的机制,因此,并在开发针对耐药肿瘤
的新型治疗策略时,需要考虑肿瘤的微环境和血
管共用现象。 PARP 抑制剂 ( PARP

 

inhibitors,
PARPi) 在 治 疗 同 源 重 组 缺 陷 (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HRD)的癌症中取得了成
功,尤其是针对缺乏肿瘤抑制因子乳腺癌易感基
因 1(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1,BRCA1)或
乳腺癌易感基因 2 ( 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2,BRCA2)功能的肿瘤,但药物抗性限制了
其长期疗效[52] 。 DUARTE 等[32]从基因工程小鼠

模型( engineered
 

murine
 

models,GEMMs)中衍生
出 BRCA1和 BRCA2缺陷的乳腺癌类器官,使用
CRISPR / Cas9技术在类器官中敲除 Trp53bp1 基
因,并对其进行原位移植以重现上皮形态并保留
原发肿瘤的药物反应,观察基因编辑对肿瘤生长
的影响和奥拉帕尼(一种选择性 PARP1 / 2 抑制
剂)在体内的药物疗效,结果显示,与对照肿瘤相
比,敲除 Trp53bp1基因后的肿瘤对奥拉帕尼高度
敏感,这为理解 BRCA1 和 BRCA2 缺陷肿瘤的生

物学特性和耐药性机制提供了重要信息,强调了
PDO异种移植模型在研究治疗抵抗性中的重
要性。
3. 2. 2　 指导新药开发

目前,新药研发的成功率比较低,通常只有
不到 10%的药物能通过临床试验和审批流程,耗
时久,成本高[53] 。 在新药研发过程中,PDO 异种
移植模型能够模拟患者的遗传和病理学特征,用
于预测药物的疗效和潜在毒性,评估药物的疗效
和安全性,可能为药物研发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VLACHOGIANNIS 等[50]利用结直肠癌和胃

食管癌患者的 PDO 异种移植模型进行了基因型
分析和药物筛选,并将筛选结果与患者的实际临
床反应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PDO 异种移植模
型的分子特征和药物反应与患者的临床结果高

度一致,显示出该模型作为临床前试验模型的可
靠性,证实了 PDO异种移植模型在预测临床结果
方面的潜力。 此外,对于罕见基因突变疾病,由
于患者群体小,药物开发成本高,且临床试验参
与者难以招募,导致许多罕见病缺乏有效的治疗
药物[54] 。 通过 PDO异种移植模型模拟患者的遗
传和病理特征,能够在实际用药前预测药物的疗
效和安全性,从而降低患者承受不良反应的风险
和药物无效的可能性[55] 。

总之,通过对药物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结
合 PDO异种移植模型,可以准确理解肿瘤的耐药
机制,并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策略。 从而为
新药的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推动了肿瘤个
性化医疗的发展。
3. 3　 开展高通量药物筛选

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具有快速、灵敏、高特
异性的特点,在患者来源的肿瘤类器官上进行高
通量药物筛选,可预测患者对多种药物产生的反
应,为个体患者找到合适的药物治疗方案[39] 。 然
而,在体外 PDO模型中测试产生的数据通常是初
步的,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优化。 PDO 异种移植
模型可以结合 PDO 体外高通量筛选和体内验证
的特点,进一步评估体外筛选鉴定出的药物在体
内的抗肿瘤效果,分析其潜在的作用机制。

胰 腺 导 管 腺 癌 (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是胰腺最常见的肿瘤,是
最致命的癌症之一,手术切除是早期确诊 P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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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选治疗方法,但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处于
疾病晚期,不适合手术[1] 。 此外,在接受手术的
患者中,绝大多数患者仍会复发[56] 。 PDAC 的药
物治疗主要基于联合化疗方案吉西他滨、白蛋白
结合型紫杉醇( FOLFIRINOX 或 Gem-Abraxane),
但大多数患者会迅速出现耐药,对化疗方案的应
答相对较差[57] 。 在有关分子靶向药物对胰腺癌
的治疗效果的临床实验研究中发现,只有 EGFR
抑制剂厄洛替尼在总生存期方面具有中等获

益[58] 。 因此,需要更有效的药物来治疗 PDAC。
HIRT等[39]使用体外 PDO 模型对多种临床药物
进行抗肿瘤活性筛选,鉴定出了 26种药物对胰腺
导管癌具有潜在抗肿瘤活性,其中包含强心苷
(ouabain)和抗原虫药(emetine)。 利用 PDO异种
移植模型反映体内缺氧环境对药物的影响,发现
emetine和 ouabain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干扰胰腺导
管癌细胞对缺氧的响应来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显
示出对胰腺导管癌肿瘤生长具有良好的抑制作

用,这为胰腺导管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见解。 对
于研究治疗抵抗性胰腺癌,通过在患者来源的
PDO 中进行高通量筛选,发现 Aurora 激酶
( Aurora

 

kinases )、检查点激酶 1 ( check
 

point
 

kinase, CHK )、雷帕霉素 (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 和 Polo 样 激 酶 ( Polo-like
 

kinase,PLK)抑制剂具有降低 PDO 活性的潜能,
而在对吉西他滨治疗有抵抗性的 PDO 中,CHK
抑制剂普瑞色替( prexasertib)可降低其活性,在
PDO的皮下移植模型中,prexasertib 能有效抑制
肿瘤生长,并且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观察到严重的
体重减轻,这表明它在体内具有较好的抗肿瘤效
果和耐受性,提示该模型在胰腺癌个性化治疗药
物发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9] 。
3. 4　 研究疾病的病理机制

由于 PDO的异种移植模型可以较好地体现
肿瘤的异质性[13] ,准确反映肿瘤的生物学特性,
因此,可用于探索肿瘤发展的分子机制。 包括肿
瘤发生、发展和治疗抵抗的分子途径,最终为研
究肿瘤的病理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

胃 肠 胰 神 经 内 分 泌 肿 瘤

( gastroentero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GEP-NENs)是发生在胃肠道的罕见癌症,具有独
特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包括管状结构的丧失和神

经内分泌标志物的弥漫性表达[60] 。 KAWASAKI
等[61]建立了 25个 GEP-NEN患者来源的 PDO 并
进行全面的分子特征分析,全基因组测序揭示了
TP53和 RB1基因的频繁改变以及特征性的全染
色体杂合性丢失,这些都是 GEP-NENs 的关键分
子特征,有利于研究肿瘤发生机制。 此外,FANG
等[62]通过建立患者源性恶性腹膜间皮瘤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MPM)的 PDO
异种移植模型,不仅能在体外模拟 MPM 的生物
学特性,还能在体内模型中再现 MPM 的病理机
制,包括肿瘤的形成、侵袭、转移和对药物的反
应。 综上,使用 PDO异种移植模型可以观察模型
中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深入了解癌症的病理机
制,提供更接近临床反应的数据,助力新药的开
发和验证,并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案。

4　 总结与展望

PDO异种移植模型不仅保持了原始肿瘤的
生物学特征,药物敏感性和肿瘤侵袭性等基本特
点,而且与其他临床前模型相比,具有周期短、成
功率高、维持肿瘤异质性等优势,是理想的临床
前模型,可用于精准化治疗中药物敏感性测试、
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高通量药物筛选以及病理
机制研究。 此外,将 PDO 异种移植模型与
CRISPR / Cas9技术结合,不仅可以研究特定基因
对疾病发展的影响,也将为患者提供基于个体基
因组的定制化治疗方案,未来可针对特定基因突
变进行靶向药物治疗研究,以提高治疗的针对性
和效果,帮助开发癌症精准治疗新策略。

未来基于 PDO异种移植模型的应用,还存在
一些挑战,如建模过程中类器官的标准化问题。
类器官的标准化,应涉及从类器官的制备方法,
体外培养条件(包括肿瘤干细胞的提取和培养基
中内源性或外源性因子的选择)、鉴定过程等一
系列的参数条件。 类器官的标准化对于 PDO 异
种移植模型高度异质性的展现和成功建立至关

重要,这将促进实现个性化治疗,加速治疗方案
的临床转化。

综上所述,PDO异种移植模型在肿瘤精准化
治疗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该模型能有效
预估临床治疗的反应,为临床方案的制定提供可
靠的参考依据,推动精准化治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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