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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先进院开发联合化学-光热治疗新手段

  文章来源：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3-03-27 【字号： 小  中  大 】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筹）蔡林涛研究员带领的纳米医学研究小组，

通过纳米体系共传递化疗药物和热疗试剂技术，并联合近红外激光照射使热疗试剂产生癌细胞敏感性的热，可以促

使化疗药物更易发挥作用，攻克多药耐药，杀死癌细胞。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纳米领域期刊ACS nano上（2013, 7 

(3), 2056–2067，影响因子：11.421）。这一成果或促进开发出治疗肿瘤的新手段。 

联合化学-光热治疗被视为癌症治疗的新策略。为了确保化疗药物和光热试剂能够被同时传输到肿瘤部位发挥多

重协同功能，开发安全高效的传输系统颇受青睐。蔡林涛组采用美国FDA批准的磷脂和聚合物为载体，以一步超声的

方法制备出共包载化疗药物（阿霉素）和光热试剂（吲哚青绿）的脂-聚合物核壳纳米颗粒（DINPs）。研究结果表

明纳米颗粒具备优良的荧光/粒径稳定性，在激光激发下产生比游离的吲哚青绿更高的温度响应，同时能有效延长化

疗药物在肿瘤内的驻留时间。颗粒内的阿霉素及吲哚青绿的荧光能利用进行细胞及活体原位、实时、无损监控。 

研究发现，与单一的化疗和热疗手段相比，单次瘤内注射DINPs加以激光照射的化学-光热联合治疗能够协同诱

导药敏MCF-7乳腺癌细胞的凋亡和坏死；同时能够完全抑制荷MCF-7乳腺癌裸鼠的肿瘤生长。90天后未见肿瘤复发。

这种复合“鸡尾酒”式疗法对于耐药的MCF-7/ADR乳腺肿瘤同样有效。 

据悉，前期工作结果，包载吲哚青绿的脂-聚合物核壳肿瘤纳米探针在体内及体外成像发表在Biomaterials上

（2012, 33 (22), 5603- 5609，影响因子：7.404），已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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