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

院教授孙冰冰课题组成功设计并合成了

表面自由能可控的羟基氧化铝纳米佐剂

（A lO O H N R s），该合成物有望助力未

来的疫苗研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今日纳米》。

随着疫苗制剂临床研究的深入，铝佐

剂正被大量使用，但传统铝佐剂正面临关

键技术突破和产品性能提升的严峻问题。

对此，孙冰冰课题组通过该校化工

学院搭建的疫苗制剂研发平台，并与国

内多家生物制品企业展开合作，进行疫

苗制剂的研发。

研究表明，由于 A lO O H N R s生长

过程中，氢氧根离子对晶体生长取向的

微观过程控制，高长径比的 A lO O H

N R s表现出倾向于较低的表面自由能

特性，因此显示出更优的表面疏水性能，

并引发更强的佐剂—脂膜相互作用。

研究团队采用乙肝表面抗原作为抗

原模型对小鼠进行肌肉注射免疫。结果

显示，A lO O H 纳米佐剂能够诱导长径

比依赖的抗原特异性抗体滴度水平，高

长径比的 A lO O H 纳米佐剂可以诱导更

高水平的 IgG 抗体效价。

研究还表明，高长径比 A lO O H 佐剂

显示出更高水平的树突细胞活化能力，有

效促进了抗原递呈及淋巴结迁移。（陈彬）

相关论文信息：

新型铝佐剂助力疫苗研发

近日，《柳叶刀—肿瘤学》刊发了中

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教授马骏、

唐玲珑团队牵头完成的一项鼻咽癌选择

性上颈部照射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

照、非劣性 3期临床研究。该研究发现，

对鼻咽癌患者颈淋巴结阴性侧采用选择

性上颈部照射能取得与标准的全颈部照

射相似的生存率、较少的放疗毒性和更

好的生活质量。

马骏表示，该研究成果将使 70%的

鼻咽癌患者获益，有望改写鼻咽癌的治

疗指南，造福广大患者。

全颈部预防照射存在“误伤”

鼻咽癌发病的地域特征明显，中国

南部及东南亚地区为高发区。中国鼻咽

癌的发病人数约占全球新增病例的

50%。在华南部分地区鼻咽癌发病率是

全球平均水平的 20倍以上，严重威胁华

南地区人民的生命健康。

“放疗是鼻咽癌的根治手段。”马

骏表示，鼻咽癌颈部淋巴转移发生率

高，约 70% 的患者确诊时就伴有颈部

淋巴结转移。

既往指南推荐全颈部预防照射，

但放疗相关毒性大，患者 2 年内甲状

腺功能减退的发生率高达 40% ，软组

织损伤率达 30%。

“这些毒副反应不同程度地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马骏表示，此前研究团

队发现了鼻咽癌淋巴结转移的规律，即

先转移至上颈部引流区，再转移至下颈

部引流区，而越级跳跃转移极少。此外，

淋巴结转移遵循同侧转移规律，极少发

生一侧颈部转移至对侧颈部。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利用回顾性

研究探究了对鼻咽癌患者颈淋巴结阴性

侧采用选择性上颈部照射的可行性，发

现上颈部照射也可以取得与全颈部照射

相似的生存率。

不过，这些发现需要高质量的前瞻

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提供证据支持。这

也正是此项研究的初衷。

仅上颈部照射就“足够”

据了解，该研究在中山大学肿瘤

防治中心、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

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患者年

龄 18 ~65 岁，K PS 功能状态评分为

70~100 分，依据第七版 U IC C /A JC C

T N M 分期系统分为 N 0- 1 期，未接受

治疗的、病理类型为非角化性癌、无远

处转移的 469 例鼻咽癌患者，经过初

筛，最终 446 例患者入组，并按 11

比例随机分配到上颈部照射组（224

例）和全颈部照射组（222 例）。

具体的研究试验为，给予原发灶和

肿大的咽后淋巴结 70G y 的总剂量，给

予受侵的颈部淋巴结 66~70G y 的总剂

量，给予高危肿瘤靶区 60~62G y 的总剂

量，给予低危肿瘤靶区 54~56G y 的总剂

量。每位入组患者共照射 30~33次，每

周 5次。其中，对于 II- IV A 期患者，采

取以顺铂为基础的静脉化疗。

随机分配是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的临床试验中心通过计算机生成的区

组大小为 4的随机代码完成的。分层因

素主要考虑参与临床试验的医疗中心情

况和患者淋巴结状态。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研究者和患者

均知晓治疗分组。主要终点是意向性治

疗人群的无区域复发生存率（R R FS）。

若全颈部照射组与上颈部照射组的 3年

R R FS差值的 95%置信区间上限不超过

8%，则非劣效性成立。而毒副反应分析

是在所有开始接受随机分配治疗的患者

中进行的。

研究结果显示，上颈部照射组的生

存率与全颈部照射组相似，且上颈部照

射组的放疗相关晚期毒副反应比全颈部

照射组低，生活质量更好。

为患者提供了新选择

业内专家认为，该研究为鼻咽癌

患者个体化颈部照射技术提供了新选

择。对于无颈部淋巴结转移患者，颈部

预防照射范围只需要覆盖双侧上颈部

（环状软骨以上），避免了下颈部的照

射，对于单侧颈部淋巴结转移患者，颈

部淋巴结阴性侧预防照射只需要覆盖

该侧上颈部。

“该照射技术减少了下颈部皮肤、气

管、食管、甲状腺等重要器官的照射体

积，明显减少了甲减、吞咽困难、颈部组

织损伤等放疗后遗症，提高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唐玲珑说。

当前，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进步，鼻

咽癌患者的 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 80%。

“患者长期生存的生活质量是我们必须

关注的问题。”马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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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预防照射范围示意图

本报讯 近日，暨南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黄珊、徐安定、薛巍团队开发了

一种可注射黏合剂———自修复多动

态键交联水凝胶，用于被细菌感染伤

口的愈合。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材

料化学》。

受贻贝启发，研究团队在水凝胶

中引入了邻苯二酚基团，这使水凝胶

具有良好的黏附性，并使水凝胶在水

下也可以很好地黏附于皮肤。

研究团队还通过在邻苯二酚改性

水凝胶中引入硼酸盐 / 双二醇相互作

用，以低成本和容易制备的动态希夫碱

交联改善了水凝胶的机械性能和黏合

性能。这使得黏合水凝胶可以轻松去

除，且不会对伤口造成二次损伤。

此外，聚多巴胺纳米粒（PD A 纳

米粒）通过其上的醌基与乙二醇—壳

聚糖（G C）中的伯胺之间的希夫碱反

应引入水凝胶中，使 PD A 纳米粒在水

凝胶中均匀分散，从而产生高效的光

热抗菌活性。这使水凝胶具有良好的

细胞相容性和血液相容性。

研究团队表示，经过系列改性的

水凝胶可以被注射以完全填充不规则

伤口，并通过减少炎症反应、加速胶原

沉积和促进血管重建，显著促进被细

菌感染的伤口愈合。 （郑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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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注射黏合剂让伤口愈合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