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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微泡在肿瘤分子成像和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欧阳紫兰 综述，邱丽华，高　志 审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重庆市口腔疾病与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４０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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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生物医学工程的不断发展，人类对医学诊断及治

疗的技术不断完善，同时对其要求也逐步提高。在超声医学领

域，超声微泡（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ｕｂｂｌｅｓ，ＵＭ）是近年来发展速

度较快的新型超声造影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ｇｅｎｔ，ＵＣＡ），

其实质是一种内含气体的微球，通过改变组织的超声特性提高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可实现从分子水平对疾病进行精确诊

断［１２］，现已成为超声医学的热门课题。

自１９６８年有学者首次报道用吲哚菁绿和生理盐水／葡萄

糖水制作的小气泡可增强心脏超声显影以来，其研究历史已有

４０余年，现已用于多种器官造影成像的实验研究
［３４］。此外，

ＵＭ还被证实是药物和基因的良好、有效载体。载药微泡能显

著提高靶部位的药物浓度，减少全身毒副作用；载基因微泡则

能明显提高局部组织细胞的基因转染和表达［５６］。目前，利用

ＵＭ造影剂对体内组织、器官的微观病变进行分子成像，对疾

病诊断、治疗及药物递送系统的深入研究均具有非凡的意

义［７８］。

１　ＵＭ概述

近年来，ＵＭ因其安全、高效、简便、无创等众多优点，在肿

瘤显影与药物、基因治疗等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及实用

价值。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ＵＭ与纳米技术的结合已成为研

究热点。纳米级 ＵＭ 穿透性高、稳定性强，具有聚集成像特

性，能增加转染效率，为肿瘤诊断及治疗带来新希望和新方

向［９１１］。

“空化效应”是其最重要的作用机制，也是液体中高强度超

声应用的基础。在超声波作用下，微泡向血管壁移动并黏附，

高频声波可使微泡产生不对称的膨胀和收缩，然后破裂、振动，

瞬间释放能量，从而使得周围组织细胞受损，细胞壁和细胞膜

出现可逆或不可逆的穿孔［１２］。研究表明，ＵＭ 可增加超声辐

照时肝癌组织微血管的通透性，而微泡破裂引起的毛细血管破

裂则有利于药物载体在靶组织中克服内皮屏障。

２　超声微泡造影及其应用

超声分子成像主要是因为微泡内含气体，利用声波对气体

的反射远大于液体及微泡的非线性声学效应显影，进而达到诊

断疾病的目的。近年来，应用 ＵＭ 进行肿瘤的超声造影成像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ＥＵＳ）已成为临床超声诊断

方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１３１４］，ＵＭ 分子成像技术也备受关

注［１５］。研究表明［９］，ＵＭ 造影技术能有效增强多实质器官的

二维灰阶显像，提高超声多普勒对血流信号的敏感性，提高肿

瘤的分辨率，在肿瘤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上有重大意义。最近，

Ｗｉｌｌｍａｎｎ等
［１６］利用双靶点靶向ＵＭ进行小鼠卵巢癌的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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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此种微泡能更多地聚集于靶区，增强肿瘤的成像效

果，更利于肿瘤的及时诊断。

主动／特异性靶向ＵＭ，是经修饰处理后携带具有识别能

力的抗体或其他配体的造影剂，可选择性地识别靶点并准确、

特异地结合，达到靶向显影、给药治疗的目的。超声介导靶向

微泡造影剂相较于普通微泡，能更好地聚集、结合至靶点，避免

体内快速稀释，因此超声成像效果好、特异性强。研究表明，当

组织处于炎症状态时，常表现为血管内皮细胞表面标志物异

常，如Ｐ、Ｅ选择素表达迅速增多等，若能制备相应的抗体或

配体，就能使超声微泡更高效地结合至靶点，从而达到无创性

评价局部炎症程度的目的。

３　ＵＭ在介导药物或基因治疗肿瘤方面的研究应用

超声介导微泡造影剂不仅可以增强肿瘤显像效果，还可以

对肿瘤进行靶向治疗。超声介导载基因／药物微泡在超声辐照

下产生破裂，增强周围微血管壁和细胞膜的通透性（ＥＰＲ效

应），加强基因／药物传输效率，增强治疗效果，可用于人体多种

恶性肿瘤的治疗［１７１９］。

３．１　超声介导微泡破坏（ＵＴＭＤ）　研究表明，ＵＴＭＤ能靶

向载送有治疗作用的基因或药物，利用“空化效应”提高局部药

物浓度及基因转染率，延长药物的半衰期，减少用药量，减轻全

身毒副反应，是一种新型的无创性靶向控释技术，现已成为研

究热点。有学者将载入脂溶性药物的纳米微泡加入到体外培

养的Ｃ３２黑素瘤细胞中，结合超声辐照，结果实验组细胞胞质

内的药物浓度是对照组的２倍。有报道指出，超声照射可使裸

露ＤＮＡ对血管内皮细胞的转染率增强１０倍，倘若再联合ＵＭ

造影剂则转染率可增强至３０００倍。

３．２　ＵＴＭＤ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超声破坏微泡的过程中

会出现相应的生物学效应，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或增强其对治

疗的敏感性，在相同辐照条件下，超声波对乳腺癌细胞的杀伤

效应与微泡浓度呈正比关系。Ａｏｉａ等
［２０］用超声波辐照使微泡

破裂，结果将单纯疱疹胸腺激酶基因成功地导入肿瘤细胞中以

利于肿瘤治疗。此外，ＵＭ联合基因治疗能够改变恶性肿瘤的

表型，抑制肿瘤生长，改善局部微环境，增强抗肿瘤系统的

功能。

众所周知，肿瘤的生长、发展与血供的好坏有着直接关系，

而阻断其毛细血管的形成可导致肿瘤细胞缺血、缺氧，进而促

使肿瘤细胞凋亡，抑制其生长、转移。Ｅｍｏｔｏ等
［２１］指出，将携

带ＴＮＰ４７０（血管生成抑制剂）的 ＵＭ 定位至肿瘤血管内皮细

胞上，再结合超声辐照，其肿瘤治疗效果明显增强。也有学者

指出，ＵＭ在低频低功率的超声波辐照下，能促使血管内皮细

胞破坏，导致血栓形成的活化，进一步引起血管栓塞，限制恶性

肿瘤局部的血流，阻断组织供血。Ｄｕｖｓｈａｎｉ等
［２２］将血管发生

因子抑制剂输送到前列腺癌细胞内，结合治疗性超声的长时间

辐照（２０ｍｉｎ），可明显抑制癌细胞的扩增并诱导其凋亡。

３．３　ＵＭ靶向治疗　ＵＭ靶向治疗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肿瘤

等疾病。ＵＭ经修饰处理后结合具有靶向识别能力的抗体或

其他配体，并通过各种方式携带药物、基因或细胞因子，然后特

异性地结合至靶器官或靶组织并释放，通过ＵＴＭＤ及“空化效

应”能有效地增强其治疗效果，并减少毒副作用的发生，是当下

超声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Ｔｉｎｋｏｖ等
［２３］将自制载阿霉素的脂

质微泡结合超声照射应用于人肾癌细胞系，结果细胞的抗增殖

能力比单纯使用阿霉素提高了３倍。

４　舌癌转移淋巴结的超声诊断及治疗

众所周知，舌癌多数为鳞状细胞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ＳＣＣ），是人类颌面部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且易发生颈

部淋巴结及晚期远处转移［２４］。舌癌患者一旦发生颈部淋巴结

转移，则严重影响肿瘤的预后、ＴＮＭ 分期及治疗方案。目前

临床上尚没有满意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尤其在治疗方面主要以

破坏性手术为主，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

国内外关于舌癌颈部淋巴结的无创定性检查一直备受关

注，但关于ＵＭ在头颈部恶性肿瘤颈部淋巴结诊断中的应用

研究却相对缺乏。在淋巴结的诊断方面，超声造影是临床上最

常用的无创性影像学检查方法，经济简便，尤其在区分正常、炎

性增生与肿瘤转移淋巴结方面有其独特优势。目前，已有国外

报道指出，经皮注射 ＵＭ 可显影肿瘤转移的前哨淋巴结。这

为今后研究舌癌颈部淋巴结提供了新思路及影像学基础。

如何维持转移灶内持续有效的药物浓度，一直是治疗口腔

癌颈部转移淋巴结的重大课题。随着对超声介导靶向微泡载

药物／基因的深入认识，行药物性颈淋巴结清扫的靶向化疗，即

将淋巴靶向载抗癌药物／基因微泡运送到转移灶内，以提高局

部化疗药物的浓度和持续作用时间，提高基因转染率，已成为

肿瘤淋巴结治疗的研究热门。

５　展　　望

随着ＵＭ作为新型载体可行性研究的逐步深入，ＵＴＭＤ

技术增强基因转染及药物浓度机制认识的不断加深，超声介导

靶向微泡在肿瘤诊断、治疗领域中的应用亦不断扩展。超声介

导基因／药物微泡具有高效、微创、低毒、低免疫原性、可重复使

用等突出优点，已成为肿瘤治疗中相当有潜力的新技术。但目

前，尚缺乏关于靶向微泡应用于肿瘤诊断及治疗的大型动物模

型的研究报道。因此，如何控制微泡的浓度、载药量和超声辐

射的各参数，如何确保目标基因／药物在靶点安全、稳定、高效

的表达等都是作者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此外，ＵＴＭＤ技

术所产生的生物效应及机械效应对机体组织也会产生一定的

不良反应。有报道指出［２５］，微泡破坏会引起血管内溶血、局部

组织出血以及含气组织与器官损伤等不良反应。另外，ＵＭ用

于肿瘤诊断与治疗的研究大多还处在实验阶段，而将其实际应

用于临床前还需进一步观察并提高其安全性、靶向性及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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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循环肿瘤细胞γＨ２ＡＸ检测评估化疗疗效研究进展


寿　涛
１，汪晓洁１，平竹仙２，李丽华１，曾　蓉

１综述，严新民１审校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昆华医院：１．肿瘤内科；２．检验科，昆明６５００３２）

　　关键词：循环肿瘤细胞；Ｈ２ＡＸ；肿瘤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０４．０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０４０４６８０３

　　作为目前肿瘤治疗主要手段之一的化疗应用广泛，对其疗

效的评价依据基于影像学肿瘤缩小而设计的ＲＥＣＩＳＴ标准，一

般在２～４个周期化疗后进行评估。姑且不论在影像学图像如

ＣＴ片上进行测量，容易产生对可评价病灶数毫米级的测量出

入，以及存在于测量者与测量者之间的差异；这样的以“周期”

为测量单位跨度占据患者２８～８４ｄ的时间，有的患者可能在

第１周期就耐药，有的患者转移可能已经发生，有的患者可能

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等。由于有诸多的“可能”会发生，因此，需

要更敏感、即时且更早期的评价指标以监测化疗患者的疗效。

药物基因组学已经关注到个体药物代谢过程差异的多个环节，

并在ｍＲＮＡ或蛋白表达水平有了很多富有吸引力的研究结果

预测疗效［１２］，评估指标多数都要求组织标本。而晚期或多程

化疗的患者，要重复取材，并以化疗“周期”为测量单位进行影

像学检查，不容易满足早期评估要求，临床可操作性低，实用价

值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外周血化疗疗效敏感指标，在

化疗单次给药后以“ｄ”为测量单位，调整下一周期的治疗方案，

抑或即时手术，这样的指标将极具实际应用价值，成为目前肿

瘤治疗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

１　组蛋白 Ｈ２ＡＸ和循环肿瘤细胞

ＤＮＡ损伤修复在肿瘤耐药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因个体

代谢差异致肿瘤细胞对ＤＮＡ损伤药物敏感程度不同，或存在

ＤＮＡ修复差异，那么敏感或修复能力弱的肿瘤细胞将会更多

地被杀死。基于这样的共识，参与 ＤＮＡ 损伤早期反应的

Ｈ２ＡＸ，即组蛋白 Ｈ２Ａ变体，成为候选评估ＤＮＡ损伤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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