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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纳米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复合物对 Ｃ６、Ｕ８７ 胶质瘤细胞系的体外放射生物效应。
方法　 Ｃ６、Ｕ８７ 细胞分别经不同浓度 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作用 １２、２４ ｈ 后 ＭＴＴ 法检测群体细胞存活

率，经不同浓度 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联合 Ｘ 线 ０、２、４、６、８ Ｇｙ 照射后克隆形成实验检测 ＰＥ 值，经不同

浓度 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作用 １２ ｈ 后 Ｘ 线 ０、４、８ Ｇｙ 照射应用 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ＦＩＴＣ ／ ＰＩ 双染法流式细胞术

检测细胞凋亡情况。 应用蛋白免疫印迹方法检测 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对射线诱导细胞凋亡蛋白表达

影响。 多组均数检验方差齐性后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样本均数间进行 ｔ 检验。 结果 　 ＶＰＡ、ＶＰＡ⁃
ＢＳＡＮＰｓ 对 Ｃ６、Ｕ８７ 胶质瘤细胞并无明显增殖抑制作用（Ｐ＝ ０ ３２８、０ ９２０）；ＶＰＡ⁃ＢＳＡＮＰ 联合照射的

ＰＥ 值明显低于 ＶＰＡ 联合照射（Ｐ＝ ０ ０００）。 Ｃ６、Ｕ８７ 细胞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联合照射的 ｐ５３、Ｂａｘ 表达增

加（Ｃ６ 细胞Ｐ＝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 和 Ｕ８７ 细胞Ｐ＝ 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２），Ｂｃｌ⁃２ 表达降低（Ｃ６ 细胞Ｐ＝ ０ ００８、Ｕ８７ 细

胞 Ｐ＝ ０ ０００）。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激活片段仅见于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照射、ＶＰＡ＋照射，且前者低于后者（Ｐ＝
０ ００４）。 ＰＰＡＲ 激活片段仅见于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照射。 结论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可增加 Ｃ６、Ｕ８７ 胶质瘤细

胞系放射生物效应，其机制与定向促进 Ｘ 线诱导的肿瘤细胞凋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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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能增强肿瘤

细胞对放射的敏感性，其机制是诱导肿瘤细胞生长

停滞和细胞凋亡［１］。 丙戊酸钠是一种很常见抗癫

痫药，可以用来预防和治疗脑部肿瘤患者出现的癫

痫症状，近年来发现丙戊酸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组

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２］，可以增加结肠癌细胞对

放射的敏感性［３］。 近年来，纳米技术成为肿瘤治疗

的研究热点，由于其可定制性和多功能性［４⁃６］，纳米

材料在肿瘤的靶向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７⁃８］。 叶酸是一种低分子量的维生素，在核苷酸生

产所需的碳转移单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其高

稳定性，低免疫原性，无限的可用性，与有机和水溶

剂的相容性，能够与许多分子共轭并且对载体尺寸

的影响有限，我们选择叶酸作为功能性配体［９］。 此

外叶酸受体是一种细胞增殖蛋白，在许多类型的肿

瘤细胞中过度表达，包括乳腺癌、肾癌、头颈部肿瘤、
肺癌、结直肠癌。 既往研究证明 Ｕ８７ 来源于胶质母

细胞恶性肿瘤，叶酸在此病理类型中属高度表达，
Ｃ６ 细胞属于星形细胞瘤，叶酸在此类型中属中度表

达［１０］。 所以本研究应用叶酸作为纳米材料将 ＶＰＡ
包裹成复合物 （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观察丙戊酸钠与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对 Ｃ６、Ｕ８７ 胶质瘤细胞系体外放射敏

感性的影响，为胶质瘤的放疗提供有力实验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材料：Ｃ６ 大鼠胶质瘤细胞、Ｕ８７ 细胞（中国医

学科学院协和细胞中心），丙戊酸钠、ＤＭＳＯ （购自

美国 ＭＰ 生化公司），胎牛血清 （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 公

司），ＤＭＥＭ 培养基、ＭＴＴ （济南秀佰锐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胰蛋白酶（ｇｉｂｃｏ 公司）、０ ４％ 台盼兰染液

（日本 Ｔａｋａｒａ 公司），兔抗大鼠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抗体（美国

Ｂｉｏｗｏｒｌｄ 公司）。
２．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制备：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是根据之前的研究制备的。 制备过程包括获得介孔

二氧化硅纳米粒子（ＭＳＮｓ）、苯并咪唑 ＭＳＮｓ 官能

化、胺 ／苯并咪唑 ＭＳＮｓ 官能化合成、叶酸 ／苯并咪唑

ＭＳＮｓ 官能化合成、ＶＰＡ 加载 ＦＡ ／ 苯并咪唑 ＭＳＮｓ
制备，纳米粒子形态和介孔结构通过扫描电子显微

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 具体制作见文献［１１］。
３．细胞培养和处理方法：使用含 １０％胎牛血清

的 ＤＭＥＭ 培养液在 ３７℃、５％ＣＯ２、饱和湿度孵箱内

培养 Ｃ６、Ｕ８７ 胶质瘤细胞，用 ０ ２５％胰蛋白酶收集

贴壁细胞。 细胞培养瓶底放置 １０ ｃｍ 固体水，用瑞

典医科达公司直线加速器 ６ ＭＶ Ｘ 线照射，源皮距

１００ ｃｍ，机架角为 １８０°，剂量率为 ３ Ｇｙ ／ ｍｉｎ。
４．群体细胞 ＭＴＴ 法测定：胰酶消化细胞后以每

个孔（１～ ５） ×１０３ 细胞接种于 ９６ 孔板，每孔加 ２００
μｌ 完全培养液；周边孔用等量 ＰＢＳ 填充。 置于孵箱

中培养，待细胞贴壁后弃掉原培养液，分别加入含有

ＶＰＡ、纳米材料 （球） 或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的新鲜培养

液，分别设 １２ ５、２５ ０、５０ ０、１００ ０ ｍｇ ／ ｍｌ、ｐＨ＝ ６ 的

１００ ０ ｍｇ ／ ｍｌ浓度，每个浓度分别设 ６ 个复孔，１２、
２４ ｈ后每孔加 ２０ μｌ ＭＴＴ （５ ｍｇ ／ ｍｌ）避光孵育４ ｈ，
２５００ ｒ ／ ｍｉｎ离心 １５ ｍｉｎ 后弃培养液，每孔加 ２００ μｌ
ＤＭＳＯ，充分混匀后置于摇床低速摇 １０ ｍｉｎ，使用酶

联免疫检测仪 ５７０ ｎｍ 测各孔吸光度（Ａ 值），计算细

胞抑制率［ 细胞抑制率（％） ＝ （１ － 实验组 Ａ值 ／ 对
照组 Ａ 度值） × １００％］ 。

５．克隆形成实验：根据实验处理因素将细胞分

为 ３ 个：单纯照射、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２５、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ｐＨ ＝ ６ 的 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联合照射、 ＶＰＡ （ ５０、 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联合照射。 每组根据放射剂量（０、２、４、６、
８ Ｇｙ）不同分为 ５ 个组。 对照组 １００ 个细胞 ／皿接种

于 ６０ ｍｍ 培养皿，照射组及联合组分别接种 １００、
５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０ 个细胞于 ６０ ｍｍ 培养皿，用含 １０％
胎牛血清的完全培养基培养。 ２４ ｈ 后换不加药和

加 ＶＰＡ 或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的培养液继续培养 ２４ ｈ，然
后按剂量梯度给与照射，继续培养至培养皿中出现

肉眼可见克隆时为止。 经吉姆萨染色后显微镜下计

数≥５０ 个细胞集落，计算 ＰＥ 值（ＰＥ ＝克隆数 ／接种

细胞数×１００％）。
６．流式细胞仪凋亡分析：将 Ｃ６、Ｕ８７ 细胞用胰

酶消化后以 １×１０６ ／ ｍｌ 的浓度铺 ６ 孔板，每个孔加 ２
ｍｌ，在 ３７℃、５％ＣＯ２、饱和湿度孵箱内培养 ２４ ｈ，贴
壁后更换含 ２５、１００ ｍｇ ／ ｍｌ和 ｐＨ ＝ ６ 的 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或 ＶＰＡ 新鲜培养液， 对照组加入

ＰＢＳ，６ ｈ 后照射 ０、４、８ Ｇｙ，２４ ｈ 培养后胰酶消化收

集细胞，１５００ ｒ ／ ｍｉｎ离心 １０ ｍｉｎ。 ＰＢＳ 冲洗 １ 次，分
别加入 ５ μｌ 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ＦＩＴＣ 和 ５ μｌ ＰＩ 溶液避光 ４
℃孵育 １５ ｍｉｎ。 应用 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流式细胞仪

检测细胞凋亡，Ｍｏｄｉｆｉｔ 软件分析数据。
７．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凋亡蛋白表达影响：将

细胞用 ＰＢＳ 洗两遍，加入 ＲＩＲＰ 裂解液在冰上 ３０
ｍｉｎ，超声 ３ 次，≤５ ｓ ／次，１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４℃ 离心 ２０
ｍｉｎ。 蛋白质用 ＢＣＡ 量化分析后用６％～１５％聚丙烯

酰胺凝胶分离蛋白转移到硝化纤维膜上，５％牛奶

３７℃封闭 ２ ｈ，将膜放入配好的一抗液中 ４℃摇膜过

夜 。回收一抗，ＴＢＳＴ冲洗３次，每次１０ｍｉｎ，室温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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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Ｃ６ 和 Ｕ８７ 细胞 Ｘ 线不同剂量照射后的克隆形成率比较（％，ｘ±ｓ）

项目 ０ Ｇｙ ２ Ｇｙ ４ Ｇｙ ６ Ｇｙ ８ Ｇｙ Ｐ 值

Ｃ６ 细胞

　 单纯照射 ５８．２±３．８ ４１．０±２．７ ２６．２±２．４ １６．３±２．１ ９．３±０．３ ０．０００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照射

　 　 ２５ ｍｇ ／ ｍｌ ５４．７±１．３ ３９．４±１．５ ２５．２±２．５ １５．２±２．０ ７．５±０．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５２．８±２．９ ２９．２±１．５ １２．８±１．５ ４．８±０．１ １．８±０．１ ０．０００
　 　 ｐＨ＝ ６ 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５０．２±３．６ ２５．４±０．３ １０．４±０．４ ４．８±０．３ ０．６±０．２ ０．０００
　 ＶＰＡ＋照射

　 　 ５０ ｍｇ ／ ｍｌ ５５．１±２．４ ４０．１±１．９ ２６．３±１．８ １５．５±１．９ ７．８±０．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５４．２±４．３ ３７．８±４．０ ２４．８±２．４ １４．４±２．７ ６．６±０．５ ０．０００
Ｕ８７ 细胞

　 单纯照射 ６０．２±２．３ ４０．０±２．１ ２７．６±２．２ １６．０±１．０ ９．２±０．３ ０．０００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照射

　 　 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５１．４±２．１ ２９．２±１．４ １３．６±２．２ ７．７±１．２ ３．５±０．８ ０．０００
　 　 ｐＨ＝ ６ 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４３．３±３．０ １９．８±１．０ ８．８±０．５ ３．１±０．４ １．７±０．３ ０．０００
　 ＶＰＡ＋照射

　 　 ５０ ｍｇ ／ ｍｌ ５６．２±１．３ ３９．４±１．５ ２５．８±０．５ １４．５±０．５ ７．６９±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５４．６±１．１ ３４．７±１．４ ２４．６±０．９ １２．８±０．６ ５．９±０．２ ０．０００

育二抗 １ ｈ，ＴＢＳＴ 洗膜 ３ 次。 配制一定量体积的

ＥＣＬ 发光液，加入到 ＰＶＤＦ 膜的表面，然后放入到化

学发光成像仪中。
８．统计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对多组均数

检验方差齐性后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样本均数间

进行双侧 ｔ 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复合物对 Ｃ６、Ｕ８７ 胶质瘤

细胞群体存活的影响：Ｃ６、Ｕ８７ 细胞分别经不同浓度

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处理 １２、２４ ｈ 后群体细胞存活率

见图 １。 从图 １ 中可见药 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对胶

质瘤细胞 Ｃ６ 和 Ｕ８７ 并无明显增殖抑制作用。
　 　 ２．克隆形成实验：两种细胞不同剂量照射后的

ＰＥ 值见表 １。
３．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Ｃ６、Ｕ８７ 胶质瘤

细胞分别经 １００ ｍｇ ／ Ｌ 的 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作用

１２ ｈ 后，经 ０、４、８ Ｇｙ 的 Ｘ 线照射，ＶＰＡ 药物组、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药物组不照射，应用 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ＦＩＴＣ ／
ＰＩ 双染法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凋亡情况；右上

和右下象限的总和代表细胞凋亡率。 未经照射时

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的细胞凋亡并不明显，１００ ｍｇ ／ Ｌ
的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的细胞凋亡率与对照组相比并无

明显差异 （ １．５０％± ０ １６％ ∶ １．２０％± ０ ４９％， Ｐ＝
０ １３）。 当照射剂量为 ４ Ｇｙ 时，１００ ｍｇ ／ Ｌ 纳米材料

复合物组的细胞凋亡率与 ＶＰＡ 组相比增加［Ｃ６ 细

胞（９．７５％±０ ２６％：０．６８％±０ ０６％，Ｐ＝ ０ ０１７） 、Ｕ８７

细胞（８．７１％±０ ２７％ ：１．０１％±０ １０％，Ｐ＝ ０ ０１７）］。
４．蛋白免疫印迹检测 ｐ５３、Ｂａｘ、Ｂｃｌ⁃２、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和 ＰＰＡＲ 表达：Ｃ６ 细胞和 Ｕ８７ 细胞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照射 ｐ５３、Ｂａｘ 表达增加［Ｃ６ 细胞 ｐ５３ １．０７２±０ ００９
∶ ０．７７２± ０ ００９ （ Ｐ＝ ０ ０００）、 Ｂａｘ １．１３７± ０ ０１８ ∶
０．８２３±０ ０３２（Ｐ＝ ０ ０００）和 Ｕ８７ 细胞 ０．５４２±０ ０３５
∶ ０．４３８±０ ０１７（Ｐ＝ ０ ０１０）、０．６８６± ０ ０４５ ∶ ０．４６８±
０ ０２（Ｐ＝ ０ ００２）］，而 Ｂｃｌ⁃２ 表达降低［０．９８３±０ ０３４
∶ １．２２±０ ０７６（Ｐ＝ ０ ００８）和 ０．５６２±０ ０３３ ∶ ０．９５６±
０ ００７（Ｐ＝ ０ ０００）］。 ＶＰＡ＋照射与对照组相比细胞

凋亡蛋白并无明显改变，提示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与 ＶＰＡ
相比具有更强的放射增敏作用。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的激活

片段仅见于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照射、ＶＰＡ＋照射，而且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照射表达量低于 ＶＰＡ＋照射（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９ ∶ ０．０６６±０ ００５，Ｐ＝ ０ ００４）。 单独照射并未

见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的激活片段。 ＰＰＡＲ 的激活片段仅见

于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复合物＋照射

讨　 　 论

　 　 大量临床试验表明，ＶＰＡ 可抑制双链 ＤＮＡ 修

复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１２］，进而增强中枢神经系统

肿瘤对放射的敏感性。 本研究用 ＦＡ⁃ＢＳＡＮＰｓ 将

ＶＰＡ 包 裹 成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观 察 ＶＰＡ 与 ＶＰＡ⁃
ＢＳＡＮＰｓ 对 Ｃ６、Ｕ８７ 胶质瘤细胞系的体外放射生物

效应。 药物浓度与细胞存活率的剂量反应曲线显示

ＶＰＡ、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对胶质瘤细胞 Ｃ６ 和 Ｕ８７ 并无明

显的增殖抑制作用； 克隆形成实验表明 ＶＰＡ⁃
ＢＳＡＮＰｓ 联合照射的 ＰＥ 比 ＶＰＡ
联合照射低；流式细胞术实验显示

当照射剂量为 ４ Ｇｙ 时 １００ ｍｇ ／ Ｌ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组的细胞凋亡率与

ＶＰＡ 组相比增加；蛋白免疫印迹

实验显示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联合照射

的 ｐ５３、Ｂａｘ 表达增加，而 Ｂｃｌ⁃２ 表

达降低。 通过以上研究证明 ＶＰＡ⁃
ＢＳＡＮＰｓ 较 ＶＰＡ 具有更强的放射

生物效应。 通过构建纳米体系，可
保证 ＶＰＡ 在安全剂量下，发挥对

胶质瘤细胞的放射生物效应。
既往研究中通过调节 ＶＰＡ 剂

量来观察并验证了其对 Ｃ６ 胶质

瘤细胞放射增敏作用［１３］， 虽然

ＶＰＡ 是一种相对安全药物，当浓

度＞１００ｍｇ ／ Ｌ时早期出现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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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Ｃ６ 细胞和 Ｕ８７ 细胞经不同浓度 ＶＰＡ 和 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 处理
１２ ｈ和 ２４ ｈ 后的剂量反应曲线（１Ａ、１Ｂ、１Ｃ、１Ｄ 分别为 Ｃ６ 细胞 １２
ｈ、Ｕ８７ 细胞 １２ ｈ、Ｃ６ 细胞 ２４ ｈ、Ｕ８７ 细胞 ２４ ｈ）

毒性反应等严重限制了临床应用。 本实验引入纳米

技术，通过将纳米材料与 ＶＰＡ 复合来提高其药物效

果，并验证了纳米材料在辅助 ＶＰＡ 对 Ｃ６、Ｕ８７ 胶质

瘤细胞的积极作用。
总之，ＶＰＡ⁃ＢＳＡＮＰｓ可增加Ｃ６、Ｕ８７胶质瘤细

胞系放射生物效应，其机制与定向促进 Ｘ 线诱导的

肿瘤细胞凋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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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Ｋｏｓｔｒｏｕｃｈｏｖá Ｍ，Ｋｏｓｔｒｏｕｃｈ Ｚ，Ｋｏｓｔｒｏｕｃｈｏｖá Ｍ． Ｖａｌｐｒ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ｌｅａｄ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Ｊ］ ． Ｆｏｌｉａ Ｂｉｏｌ，
２００７，５３（２）：３７⁃４９．

［３］ Ｄｅｂｅｂ ＢＧ，Ｘｕ Ｗ，Ｍｏｋ Ｈ，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ａｌｐｒ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ｅｌｆ⁃ｒｅｎｅｗ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 ．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２０１０，７６（３）：
８８９⁃８９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ｉｊｒｏｂｐ．２００９．０９．０５２．

［４］ Ｌｕｏ Ｚ，Ｄｉｎｇ ＸＷ，Ｈｕ Ｙ，ｅｔ 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 ｈｏｌｌｏｗ ｎａｎ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ｕｍ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ｖｏ ［Ｊ］ ．ＡＣＳ Ｎａｎｏ，２０１３，７（１１）：
１０２７１⁃１０２８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 ／ ｎｎ４０４６７６ｗ．

［５］ Ｋａｋｕｔａ Ｔ，Ｔａｋａｓｈｉｍａ Ｙ，Ｎａｋａｈａｔａ Ｍ，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ｓｅｌｆ⁃ｈｅａ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ｐｒ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ｓｔ⁃ｇｕｅｓｔ⁃ｍｏｎｏｍ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ｃｙｃｌｏｄｅｘｔｒｉｎ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ｇｕ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Ｊ］ ． Ａｄｖ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３， ２５ （ ２０）：
２８４９⁃２８５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 ａｄｍａ．２０１２０５３２１．

［６］ Ｐｅｎｇ ＬＬ，Ｐｅｎｇ Ｘ，Ｌｉｕ ＢＲ，ｅｔ ａｌ． Ｕｌｔｒａｔｈｉｎ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ｎＯ２ ／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ａｒ 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ｓ ［Ｊ］ ． 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２０１３，１３ （ ５）：２１５１⁃２１５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 ／ ｎｌ４００６００ｘ．

［７］ Ｔａｒａｔｕｌａ Ｏ，Ｋｕｚｍｏｖ Ａ，Ｓｈａｈ Ｍ，ｅｔ ａｌ．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ｌｉｐｉｄ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ｓ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ｏ⁃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ｄｒｕｇｓ ａｎｄ ｓｉＲＮＡ ［Ｊ］ ． 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２０１３，１７１
（３）：３４９⁃３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ｃｏｎｒｅｌ．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８．

［８］ Ｐａｒｋ Ｓ，Ｋａｎｇ Ｓ，Ｃｈｅｎ ＸＹ，ｅｔ 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ｖｉａ 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
ｌｏａｄｅｄ ｄｒｕｇ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 ［Ｊ］ ．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３， ３４
（２）：５９８⁃６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４．

［９］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ＪＥ，Ｓｈｗｅｋｙ Ｉ，Ｓｈｍｅｅｄａ Ｈ，ｅｔ ａｌ． Ｆｏｌａｔ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ｄｏｔｓ ｅｎｔ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ｌｉｐｉｄ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 ．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２００７，１２４（１⁃２）：２８⁃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ｊｃｏｎｒｅｌ．
２００７．０８．０２８．

［１０］ 吴海涛，占益平，曲彦明，等．叶酸受体 α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中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Ｊ］ ．中华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５２（３）：２０２⁃２０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５２９⁃５８１５ 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１．
Ｗｕ ＨＴ， Ｚｈａｎ ＹＰ， Ｑｕ ＹＭ，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ｏｌａｔ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４， ５２ （ ３）： ２０２⁃２０７．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０５２９⁃５８１５ 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１．

［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ＨＬ，Ｊｉａｎｇ ＷＨ，Ｚｈａｏ ＳＧ，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ｉａ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ｓｉｌｉｃａ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 ． Ｍｅｄ Ｃｈｅｍ Ｃｏｍｍ， ２０１５， ６
（７）：１１１７⁃１１２９．

［１２］ Ｃｈｉｎｎａｉｙａｎ Ｐ， Ｃｅｒｎａ Ｄ， Ｂｕｒｇａｎ ＷＥ，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ｄｅａｃｅｔｙｌ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ｖａｌｐｒ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Ｊ］ ．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０８，１４（１７）：５４１０⁃５４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８ ／ １０７８⁃
０４３２．ＣＣＲ⁃０８⁃０６４３．

［１３］ 牛俊婕，王晗，徐英，等．丙戊酸钠增强大鼠胶质瘤 Ｃ６ 细胞放射
敏感性的体外实验［Ｊ］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３，５１（６）：
１５⁃１９．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５５４ 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４．
Ｎｉｕ ＪＪ，Ｗａｎｇ Ｈ，Ｘｕ Ｙ，ｅｔ ａｌ． Ｓｏｄｉｕｍ ｖａｌｐｒｏａｔ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６ ｃｅｌｌ ｇｌｉｏｍａ ｉｎ ｒａｔｓ ［Ｊ］ ． Ｊ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 ２０１３， ５１ （ ６）： １５⁃１９． ＤＯＩ： １０． ６０４０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
７５５４ 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０５）

·２６４·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第 ２６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Ｖｏｌ．２６，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