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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全球

疫情高位流行，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虽然新冠疫苗可以极大地防止病毒传

播，但它们无法治疗感染病毒的患者。

　　为了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科学家在药物研发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迄今为止，

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仍然很少。

　　“尽管一些中和抗体和小分子抑制剂正在被研发，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存在不

确定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探索治疗新冠肺炎的新策略。”1月6日，中国医学科

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黄波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经过10个多月的努力，黄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川教授等

研究团队有了新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免疫学学术期刊《细胞与

分子免疫学》。

　　“我们改造出一种细胞微颗粒，它富含氧化型胆固醇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

（ACE2）。微颗粒表面的ACE2与新冠病毒结合后，能够协助肺泡巨噬细胞吞噬更多

的新冠病毒。”黄波说。

　　为了防御病原菌入侵，在人体肺泡表面的液体层定居着免疫细胞，特别是具有

吞噬功能的巨噬细胞，其占比达95%以上，医学上称之为肺泡巨噬细胞。这些巨噬

细胞可以吞噬吸入空气中所包含的颗粒和微生物，维持肺泡的干净。

　　巨噬细胞根据接受的刺激信号的不同，可以变化为促炎的M1型巨噬细胞，或者

是抑制炎症的M2型巨噬细胞。

　　黄波团队以往的研究显示，M1型巨噬细胞内小体囊腔偏酸，有助于新冠病毒遗

传物质RNA核酸突破内小体的限制，进入细胞浆，从而启动病毒复制程序；与之相

反，M2型巨噬细胞内小体囊腔偏碱，抑制新冠病毒核酸从病毒颗粒成分中分离，使

得病毒潴留在内小体的囊腔中，并最终递送至溶酶体（细胞内的垃圾处理站），从

而将病毒降解。

　　基于此，研究人员把细胞微颗粒（一种来自细胞膜的细胞外囊泡，平均直径为

500纳米，已用于临床）进行改造，使其富含氧化型胆固醇和ACE2。微颗粒表面的

ACE2与新冠病毒结合，可以协助肺泡巨噬细胞吞噬更多的病毒。

　　与此同时，微颗粒携带的氧化型胆固醇抑制内小体质子泵，使其囊腔偏碱，能

够抑制新冠病毒核酸从病毒颗粒成分中分离，从而被递送到溶酶体降解。此外，微

颗粒治疗新冠肺炎小鼠结果显示，小鼠体内不仅病毒载量下降，相关炎症因子也明

显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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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科学家在药物研发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迄今为止，

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仍然很少。

　　“尽管一些中和抗体和小分子抑制剂正在被研发，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存在不

确定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探索治疗新冠肺炎的新策略。”1月6日，中国医学科

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黄波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经过10个多月的努力，黄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川教授等

研究团队有了新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免疫学学术期刊《细胞与

分子免疫学》。

　　“我们改造出一种细胞微颗粒，它富含氧化型胆固醇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

（ACE2）。微颗粒表面的ACE2与新冠病毒结合后，能够协助肺泡巨噬细胞吞噬更多

的新冠病毒。”黄波说。

　　为了防御病原菌入侵，在人体肺泡表面的液体层定居着免疫细胞，特别是具有

吞噬功能的巨噬细胞，其占比达95%以上，医学上称之为肺泡巨噬细胞。这些巨噬

细胞可以吞噬吸入空气中所包含的颗粒和微生物，维持肺泡的干净。

　　巨噬细胞根据接受的刺激信号的不同，可以变化为促炎的M1型巨噬细胞，或者

是抑制炎症的M2型巨噬细胞。

　　黄波团队以往的研究显示，M1型巨噬细胞内小体囊腔偏酸，有助于新冠病毒遗

传物质RNA核酸突破内小体的限制，进入细胞浆，从而启动病毒复制程序；与之相

反，M2型巨噬细胞内小体囊腔偏碱，抑制新冠病毒核酸从病毒颗粒成分中分离，使

得病毒潴留在内小体的囊腔中，并最终递送至溶酶体（细胞内的垃圾处理站），从

而将病毒降解。

　　基于此，研究人员把细胞微颗粒（一种来自细胞膜的细胞外囊泡，平均直径为

500纳米，已用于临床）进行改造，使其富含氧化型胆固醇和ACE2。微颗粒表面的

ACE2与新冠病毒结合，可以协助肺泡巨噬细胞吞噬更多的病毒。

　　与此同时，微颗粒携带的氧化型胆固醇抑制内小体质子泵，使其囊腔偏碱，能

够抑制新冠病毒核酸从病毒颗粒成分中分离，从而被递送到溶酶体降解。此外，微

颗粒治疗新冠肺炎小鼠结果显示，小鼠体内不仅病毒载量下降，相关炎症因子也明

显受到抑制。

　　黄波表示，微颗粒作为一种新型生物载体，已应用于临床，安全性较高。它结

合新冠病毒，使其靶向递送到巨噬细胞被降解，且抑制巨噬细胞炎症反应，有望成

为新冠治疗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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