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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博览

光热疗法是利用具有较
高光热转换效率的材料，将其
注射到人体内部，使其聚集在
肿瘤组织，并在外部光源（一
般是近红外光）的照射下将光
能 转 化 为 热 能 来 杀 死 癌 细
胞。它具有选择性高、全身毒
副作用小，并且治疗时间短
（大约几分钟）、治疗效果明显
的特点。

近几年，肿瘤的精准化治
疗正成为肿瘤临床治疗的趋
势。凭借着科研人员的不断努
力，光热疗法这种基于纳米医
学的肿瘤治疗方式逐渐进入人
们的视野。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蔡林涛团队联合香港科
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教授唐本忠团队等，开发了新
型的AIE纳米气体药物递送系
统，首次提出基于一氧化碳气
体抑制热休克蛋白的独特策
略，为肿瘤低温光热治疗提供
了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近日
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德国应
用化学》。

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寻
找保护细胞和器官免受中风、心
脏病发作或呼吸停止后可能发生
的氧气剥夺。2019 年，耶鲁大学
的内纳德·赛斯坦等人曾用再灌
注手段成功地让猪脑“复活”了6
小时。

8月3日深夜，赛斯坦等人在
《自然》杂志上撰文描述了一种名
为OrganEx的系统，该系统使氧气
能够在猪的全身进行再循环，从而
在心脏骤停一小时后，能成功保存
细胞和器官的功能和活性。

研究团队在心跳停止1小时
的已死亡的猪身上测试了这一系
统。研究结果显示，OrganEx 能
很好地保存组织完整性，减少细
胞死亡，并恢复多个重要器官（如
心脏、脑、肝脏和肾脏）中特定的
分子和细胞过程。

大脑和身体的部分机能可以
恢复，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能被“复
活”或者说死亡的定义将被推翻？

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耶鲁
大学神经科学研究科学家Zvon-
imir Vrselja表示：“在实验期间的
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观察到与
感知、意识或意识相关的有组织
的电活动，临床上严格来说，这不
是一个活的大脑，但它是一个细
胞活跃的大脑。”

因此，即便是研究人员成功
恢复了猪全身的部分重要器官
（如心脏、脑、肝脏和肾脏）中特定
的分子和细胞过程，也不算是让
猪活了过来。

但不可否认的是，OrganEx
这项技术的出现，或许能够改变
一些涉及心脏等重要器官的疾病
的治疗现状。

因OrganEx技术扭转了细胞
和器官长时间缺血的有害影响，
器官移植领域的一大难题——移
植器官的保存，从而也可能会从
中受益。

（澎湃新闻）

近日，山东省和河南省发现
了一种可感染人类的新型动物
源性亨尼帕病毒——Langya 病
毒。该病毒可通过动物传染给
人类，并诱发致死性疾病，目前
已发现35名急性感染患者。相
关研究成果的论文日前发表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刘
玮教授、方立群教授，杜克-新加
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王林发教授
及其他学者在该研究中指出，在
对我国东部近期有动物接触史
的发热患者的哨点监测期间，在
一名患者的咽拭子样本中发现
了一种新的亨尼帕病毒，并将其
命名为 Langya 病毒。该病毒的
毒株在系统发育树上属于新毒
株，在进化关系上与之前在云南
省墨江县发现的亨尼帕病毒最
相关，鼩鼱可能是该病毒的天然
宿主。

目前已在山东省和河南省
发现 35 例急性感染病例，其中
26例仅感染Langya病毒，未检测
到其他病原体。这26例病例的
临床症状有发热、乏力、咳嗽、厌
食、肌痛、恶心、头痛、呕吐，并伴
有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以及
肝功能受损和肾功能受损等。

亨尼帕病毒是亚太地区人
畜共患病的重要新兴病因之
一。该病毒天然宿主都是果蝠，
病死率在40%至75%。

此次研究发现，不同患者之
间无密切接触史和共同暴露史，
提示人群感染可能为散发。世
界卫生组织指出，一旦出现亨尼
帕病毒疑似病例，应尽快实施隔
离，并采取感染控制措施，立即
通知公共卫生部门。目前，还没
有针对亨尼帕病毒的疫苗和治
疗药物，唯一的治疗方法是支持
性护理，以控制并发症。

（《健康报》）

照照光就能杀伤肿瘤？
光热疗法进入临床还需迈过三道坎

猪死亡1小时后 器官再次运转 一种可感染人的新病毒被发现

“虽然科研人员在光热
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目前光热疗法还处于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阶段，
暂时还没有大规模应用于
临床。”王生说，究其原因，
主要是还有一些技术难点
有待突破。

首先，激光的穿透深度
有限，无法射入人体深层，
因此只适用于部分浅表肿
瘤，而对于身体内部的肿瘤
则有些束手无策。

其次，在治疗温度的选
择上，高温治疗（50℃以上）
容易引起肿瘤周边正常组
织损伤，而低温光热治疗
（42℃~46℃）则易于因肿瘤
细胞内热休克蛋白的表达
而造成治疗效果不佳。

第三，在光热转换试剂
材料的选择上，一些安全性
高的有机小分子光热稳定
性较差，而稳定性较高的纳
米材料的潜在毒性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

“目前光热疗法主要应
用在肿瘤治疗方面，另外也
有部分研究显示光热疗法
也可用于抗感染、肥胖治
疗、血管病的治疗等。”王生
介绍。

（《科技日报》）

此次蔡林涛团队联合唐本忠
团队，开发了新型的AIE纳米气体
药物递送系统，首次提出基于一
氧化碳气体抑制热休克蛋白的独
特策略。

“目前气体治疗也是肿瘤治
疗中的一种新兴治疗策略，使用
一氧化碳、一氧化氮、硫化氢和二
氧化硫等气体，在细胞、组织或有
机体的各种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
的调控作用。”王生介绍，此项研

究首次利用气体调控热休克蛋白
来增强肿瘤低温光热治疗的效
果。

据介绍，该研究构建了一种
肿瘤微环境触发的AIE 纳米气体
药物递送系统，也就是“AIE 纳米
炸弹”。这种聚集体在激光的激
发下，可以发射强烈的近红外荧
光，并具有高达38.1%的光热转化
效率。过氧化氢触发纳米杂化聚
集体“爆炸”，在局部范围短时间

内释放大量一氧化碳气体，提高
肿瘤低温光热治疗的效果。同
时，一氧化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肿瘤细胞的快速增殖。

“除了此次在低温光热治疗
策略方面取得新突破外，科研人
员在光热转换试剂、组合策略等
方面也在进行积极的尝试。”王生
举例，“我国在光热转换试剂材料
的开发方面具有深厚的研究基
础，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

“光热疗法也是近几年兴起
的一种非侵入性的、高度靶向的
癌症治疗新方法。”天津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王生介绍，这种疗
法利用具有较高光热转换效率的
材料，将其注射到人体内部，使其
聚集在肿瘤组织，并在外部光源
（一般是近红外光）的照射下将光
能转化为热能来杀死癌细胞。

由于可以通过控制光照射位
置和照射时间实现局部治疗，光
热疗法选择性高，全身毒副作用
小，并且治疗时间短（大约几分
钟），治疗效果明显。

“然而强激光会使局部温度
升高。若组织温度大于60℃，蛋
白质变性和细胞膜破坏会瞬时引
起细胞死亡。光热治疗在杀伤肿
瘤的同时，也会‘伤及无辜’，灼伤
肿瘤附近正常的人体组织。而降

低治疗温度又会影响治疗效果。”
王生说，如何在较低温度下，特别
是低于42℃进行光热治疗对于癌
症光学治疗未来的临床转化具有
重要价值。

科学家们发现，当有机体暴
露于高温时，就会由热激发合成
一种蛋白，来保护有机体自身。
这种热应激蛋白被称作热休克蛋
白。从细菌到哺乳动物体内都广
泛存在这种蛋白。

“在光热治疗过程中，如果抑
制热休克蛋白的合成，就能降低肿
瘤细胞的耐热性，从而实现在比较
低的温度下，杀灭肿瘤细胞还不损
伤正常组织细胞的目的，使光热治
疗取得很好的疗效。”王生解释。

科研人员一直在寻找更加有
效的热休克蛋白抑制策略用于提
高肿瘤低温光热治疗的效果。

探索低温光热治疗新策略

把气体治疗加入光热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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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临床还

需突破技术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