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志与武爱文团队研发新型PET探针无创展示胃肠道肿瘤患者DR5在体分布
阅读次数： 发布日期：2021-08-11

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杨志主任团队和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武爱文主任团队合作，利用先进的PET分子影像技术，以89Zr标记的死亡受体5

（DR5）靶向分子探针阐述DR5在胃肠道肿瘤患者中的体内分布。该PET/CT临床转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发表在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杂志上。

DR5在结肠癌、胃癌、胰腺癌、肺癌、宫颈癌等多种肿瘤中过量表达，但在正常组织中表达很少，显示出显著差异。肿瘤坏死因子相关的凋亡诱导配体

（TRAIL）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使DR5受体成为临床抗肿瘤药物开发的重要靶点之一。因此，DR5靶向单克隆抗体在肿瘤治疗方面具有潜

在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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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两名患者的18F-FDG PET/CT（A.D）、89Zr-CTB006 PET/CT(B.E)图像及RNAscope(C.F)图像

研究表明，在开展 DR5靶向治疗之前，对肿瘤DR5表达量的测定至关重要。特异性 PET/CT分子探针可用于检测肿瘤组织中DR5表达水平，有望用于DR5治疗

潜在获益患者的筛选，为DR5单抗的临床应用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助力。此外，DR5靶向PET探针的开发及临床转化，可进一步阐明DR5受体在胃肠肿瘤的在体表

达、代谢与分布情况，有助于后续靶向药物的开发。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为核医学科杨志研究员、李囡主任医师，胃肠外三的武爱文主任医师，第一作者为王淑静医师、朱华副研究员、李英杰医师。本研究亦

得到Prof. Tong Zhou（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的技术支持。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以强大的医用同位素药物研发能力和优异的临床转化成绩，配合刚刚发布的《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积极推动国

产放射性药物原创性研究、面对新靶点的探索性技术开发，为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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