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繁体 | RSS | 网站地图 | 收藏 | 邮箱 | 联系我们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首页 新闻 机构 科研 院士 人才 教育 合作交流 科学传播 出版 专题 科学在线 视频 会议 党建 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新闻 > 科技动态 > 国际动态

科学家研发出新型人工合成DNA载体
预示从基因层面治疗疾病的药物或将很快面世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刘霞 发布时间：2010-11-30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美国《未来学家》双月刊11月—12月刊（提前出版）报道，欧洲研究协调局（EUREKA）的科学家研发出一种

可携带DNA的新化合物，预示着一种从基因层面治疗疾病的药物很快会变成现实，这一突破标志着携带DNA的新型药

物试剂即将首次推出。  

基因治疗是指将新的遗传信息转移至受损或患病的细胞核中，给细胞重新编程，以此来修复受损的细胞。目

前，科学家进行基因治疗时通常采用三种载体来转移基因：病毒载体、逆转录病毒载体、非病毒类或合成试剂载

体。 

病毒转移基因法依靠“感染”来实现，它是目前将新遗传信息转入细胞的最有效方法，但会在转移过程中给细

胞注入很多不利信息，因此这种转移方法风险非常高。尽管非病毒或者使用合成试剂进行基因转移的方法更可能被

身体所接受，但这种方法在将新的DNA注射进入细胞方面的效率并不高，且合成试剂很难实现大批量生产。 

与其他合成载体相比，EUREKA项目团队研制出的新化学试剂能够更有效地将DNA递送进细胞核中，并且更容易批

量生产。 

项目组成员、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药物研发中心主任奥托·厄提解释说，当这些化合物处于溶液状态并且向其中

添加DNA时，它们会结合在一起。这个大的、松散的DNA分子会分解，和载体结合形成一些直径约为10纳米到50纳米

的粒子。当将粒子送往细胞时，纳米粒子聚集在细胞表面，细胞表面向内折叠，在细胞内形成一个泡囊，接着，粒

子会从泡囊中逃逸，释放出DNA。 

美国奇点大学科学家安德鲁·塞尔表示，基因组合成和组配技术方面的进步一日千里，但进行基因治疗的工具

非常简陋。科学家表示，在基因疗法这个数十年来经历过失败和失望的领域，上述突破让人看到了希望。虽然自

1959年以来，人们就了解了改变DNA的技术，而且科学家希望基因疗法能在治疗癌症、艾滋病甚至心血管病中发挥作

用，但它实际上未治愈任何一种疾病。不过，有个别例子表明，基因疗法在与其他疗法结合使用时发挥过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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