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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圣芭芭拉分校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三校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了纳米级的新式

“鸡尾酒疗法”，其可同时对血液中的癌变肿瘤进行定位，并释放抗癌药物，达到消灭肿瘤的目标。相

关文章发表在即将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三校的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共同研发的纳米系统包含两种不同的纳米材料，其中一种材料可定位于小

鼠体内的肿瘤并附着其上，而另一种材料则能携带药物准确出击，杀死癌细胞。两种材料的大小均在纳

米量级，比人类的头发直径小千倍左右，便于直接注入血液之中。由此解决此前不同的纳米定位设备间

相互干扰，以及纳米粒子在生物体内难以长期留存等难题。 

 

第一种粒子是金纳米棒组成的“催化剂”，能渗入血管之中，将肿瘤完全覆盖，并通过自身吸收的

有益红外辐射或激光，对肿瘤进行“加热”，使肿瘤变得敏感。 

 

第二种中空粒子则载满了抗癌药物亚德里亚霉素（阿霉素），科研人员可通过附在药中的反应体

“捕捉到”在小鼠体内生长的肿瘤，并使其“缩水”。这是金纳米棒在定位标记中的首次应用，整个装

置致力于将其对病患体内其他部分的附带损害降至最低。 

 

作为此次研究的主导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生物化学系的迈克尔·塞勒教授表示，这是首次将不

同作用的纳米粒子组合起来形成纳米协作系统，共同抗击癌症，其可在活体动物的体内不断减少肿瘤的

数量。由于在磁共振成像系统中极易被识别，含有氧化铁的第一种纳米粒子可在手术前对确认病患体内

肿瘤的大小和形状起到积极作用，而中空纳米粒子的使用则为不经手术便可杀死肿瘤的治疗方式提供了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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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摘要（英文） 

 

《柳叶刀》：鸡尾酒疗法使艾滋病患者寿命延长13.8年 

 

PNAS：港大鸡尾酒疗法治禽流感 受感染老鼠存活率增3倍 

 

《医药化学杂志》：抗HIV新方法有望取代传统鸡尾酒疗法 

 

《自然》：“鸡尾酒疗法”成功抑制乳腺癌肺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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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首次引入可共同抗击癌症的纳米协作系统

PNAS：纳米级“鸡尾酒疗法”可双管齐下杀死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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