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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胶体铼按所标核素的不同分为 <"".& 标记的胶体铼和其他核素标记的胶体铼& 在放射性

关节滑膜切除术中’ 用 <"".& 标记的硫化胶体铼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 对于荷瘤 $如黑色素瘤(

肝癌等% 小鼠也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淋巴显像中 ==>-? 标记的胶体铼是前哨淋巴结显像中常用的一

种显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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铼作为核医学中常用的核素之一’ 它的核特

性十分优良" ! 能以 A=$和 7<$的几率发射最大

能量为 7:<<*&9 和 <:=A*&9 的高能 " 射线’ 同时

伴随发射能量为 <;;*&9 的 # 射线’ 组织中最大射

程为 <7??) $ 半衰期为 <M:= D) %易从 <""NO<"".&
发生器制得’ 适于远距离运输’ 使用十分方便& 有

关铼应用的介绍很多’ 但是具体讨论胶体铼应用的

不多’ 本文介绍近年来胶体铼的应用现状&

! 胶体铼的制备

胶体铼中 ’ 硫化铼是最常见的一种’ 它的制

备方法大体有两种I 一种为凝聚法4 另一种为分散

法& <==8 年’ 9&)H/0&6/) PP 等 Q<R 首先用分散法制

备 <"".&7,A 胶体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其方法

是将 <"".&!S!
%和 TU3 及 V.&S! 按比例混合’ 加热’

分离洗涤后加明胶’ 粉碎后制成胶体& 此法易形成

沉淀& 此后4 N/)( W 等 Q7R 对其方法作了改进4 即在

反应之前先加入明胶’ 再按上述方法反应’ 最后调

到中性就成胶体’ 此法即为凝聚法&

’ 胶体铼的实验和应用研究

7:< 胶体铼在肿瘤中的应用

采用含放射性的颗粒直接注入肿瘤内可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电离辐射对肿瘤的破坏作用’ 减少对正

常组织的损伤& 目前涉及 的肿瘤主要有黑色素瘤(
肝癌及肉瘤等&

UD&) #X 等QYR报道了用不同颗粒大小的 <"".&#硫
化铼胶体治疗荷 黑色素瘤小鼠情况’ 结果示胶体

颗粒 Z Y &? 的治疗组比 颗粒 & Y&? 的治疗组效

果要好 ’ 放射性在各组织中有高集聚’ 其中在肿

瘤中的集聚最高$ !8$ %’ 其他依次为脾( 胃和肝’
而且生存期明显延长$平均延长约 Y 周%& 实验结

果还表明’ 最有效的剂量为 <M’Y<*[\ 组’ 治疗生

存时间最长&
7:7 在滑膜切除中的应用

放射性治疗关节滑膜切除术是通过向关节腔内

注射发射 " 射线的放射性药物治疗滑膜炎’ 它可

以有效地切除发炎滑膜或关节翳’ 从而减轻关节疼

<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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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肿胀" 僵硬" 改善关节功能#
早在 ;<<8 年4 9&)=/0&6/) >> 等?;@ 就尝试用硫化

铼胶体进行放射性关节滑膜切除$ 以后很多人用不

同的核素 A<8B% ;CD,E 等F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发现

不同核素的胶体被吸收后4 均匀分布于整个滑膜表

面$ 一般来说& 高能 ! 粒子A如 <8BG 适用于大的关

节& 而中低能量的 !粒子A如 ;"".&G适用于中小关节$
H&$)( H* 等 ?!@ 对 ;"".& 标记的锡胶体和 ;"".& 标

记的硫化胶体铼在关节滑膜切除术中的作用进行

了 比 较 4 结 果 显 示’ 硫 化 铼 胶 体 比 锡 胶 体 在 颗 粒

大小的可控性% 标记率和注射器的残留量等方面

更有优势$
*$3I$ > 等 ?C@报道了 ;<J8 年K;<<! 年关节滑膜

切除的研究结果’ 在 ;;L 例药物(锇酸)治疗和 <8
例核素(铼 C8 例& 镱 DC 例4 金 C 例)治疗的关节炎

中(以手术后 L 月为评估期限)& ";#用核素治疗

的患者有很好的效果* L 个月后续调查表明& 核素

治疗者仍有 "! 例可测得放射性& 而用锇酸治疗效

果较好的多为在手术前评分(国际类风湿关节炎评

分标准)小于 J 分的患者$
,/3’6 M 等 ?L@报道了用 ;"".& 标记的硫化铼胶体

对 L 例假性血友病患者(7 例为"期& 其他为#期)
关节炎进行治疗的情况 4 L 月 后 评 估 治 疗 结 果 显

示& 有 C 例得到完全缓解$ 其结果与其他非核素治

疗血友病的报道情况相近$
对于核素治疗的副作用& 一直是让人担心的问

题& 其中4 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染色体的破坏情况$
#&%)/)+&N $ >/3/NN’ # 等 ?J@ 对 ;<JL 年以来所进行的

;8! 例 血 友 病 患 者 关 节 滑 膜 切 除 术 后 进 行 观 察 &
"!#患者有很好的效果& 不再进一步出血& 失败的

; 例患者 L 月后再次进行核素治疗& 效果很好$ 副

作用研究表明& 所有染色体的改变都是可逆的$ 他

们进行了 ! 次调查& ;<J" 年在 DC! 例患者中有 L;
例 O15 断裂 (无致癌性)& 而 L 例有结构性改变

(有致癌性4 一般认为& O15 的结构改变小于 7P
为安全)* ;<"7 年调查表明& 同样的群体& 有 7;
例 O15 断裂& 无结构改变的出现* ;<<; 年针对 ;D
例 ;"".& 治疗患者进行调查& 以 L 月后的结果为对

照& 结果染色体改变与放射性有关& 但是因放射性

引起的染色体损伤会随时间的延长而消失& 最高比

例也没有达到 7 #* 788; 年又对 ;D8 例用 ;"".& 治

疗的患者进行研究& 表明治疗前后染色体改变的对

比结果未发现有显著性差异$
7:D 在淋巴显像中的应用

癌症侵犯的淋巴与正常淋巴相比较& 受侵犯的

淋巴不能正常摄取显像剂& 从而产生不同于正常的

影像& 据此可以判断癌症是否转移$ 常用的显像剂

为 <<Q-E 标记的抗体 ?"@ 和 <<Q-E 标记的胶体铼$ <<Q-E

标记的抗体制备方便& 清除快& 对淋巴的引流观察

清楚& 在显像中应用较广* 相对于 <<Q-E 标记的抗

体& <<Q-E 标记的胶体铼因颗粒大小较均匀& 直径

较小 (!%;7)E)& 利于通过小的淋巴管道& 有较高

的淋巴摄取率& 可以清晰显示小的淋巴结和通道&
而且由于被淋巴结的网状内皮细胞胞饮而在局部

的清除较慢& 利于延迟显像& 便于在手术中对前

哨淋巴结进行定位& 故在恶性肿瘤手术中& 判断

是否转移 时 倍 受 重 视$ 常 用 的 <<Q-E 标 记 胶 体 铼

是 R7, 还原的 .&7,J 胶体& 目前已有商品药盒$
颗粒大小是淋巴显像的关键 4 颗粒小于 !)E

将穿过淋巴管而不被淋巴结截留& 不能显像?<@* 颗

粒较大A&C88)EG在间质中清除很慢& 不能在淋巴结

聚集显像& 或是只在第一站淋巴结而不延伸到淋巴

链的其他部位4 不能显像淋巴链中其他病变部位$
理想的粒子应该均匀且直径不小于 C)E& 最 好 在

;8%;88)E?;8@$ 对粒子大小的检查可以有很多的方

法 & 一种为分光镜法& 一种为膜滤镜法& 还有一种

为电子显微镜法$ 对 <<Q-E 标记的胶体铼和 <<Q-E 标

记的抗体颗粒大小的比较实验表明& 电子显微镜法

有更高的可信度& 分光镜法适用于较大的颗粒如硫

化铼胶体的测量& 而膜滤镜法则可以较好地测出各

类颗粒的比例$
目前& 胶体铼淋巴显像主要应用于癌症的淋巴

转移显像& 为疾病的分期和手术方式选择提供指

导& 在乳腺癌中应用最多$ S/0/)/T& Q 等 ?;;@对 "J
例 确 诊 乳 腺 癌 但 无 临 床 腋 窝 转 移 症 状 的 患 者 用

<<Q-E 标记的胶体铼( 颗粒大小为 C8%788)E&平均为

;88)EG进行了淋巴显像& 结果表明& 所有患者都显

示了腋窝热点& 在手术时发现在所有的前哨淋巴结

都有胶体集聚* "J 例患者中 DJ 例有前哨淋巴结的

转移扩散& 没有假阴性出现$ 533&) U 等 ?;7@ 评估了

淋巴显像的准确性 4 他们对 DL 例进展型乳腺癌患

者& 用 <<Q-E 标记的硫化铼胶体在手术前进行显像 4
手术过程中用苏木精染色和前哨淋巴结活检对比淋

巴显像& 结果& ;88P的前哨淋巴结在显像中都有

;L;



国外医学!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 !""! 年 " 月 第 !" 卷 第 ! 期 #$%&’() *&+ ,-’!,&- ./+’/0 *&+ 12-3 *&+4 52(260 788!4 9$3: 7" 1$: !

显现" 腋窝淋巴结显像阳性者" 活检时 ;88<都得

到证明" " 例患者在内乳淋巴结有胶体摄取" 其中

=例证明有转移# *2+2) 5 等 >"?用 @@A-B 标记的胶体

铼去绘制乳腺癌患者的淋巴通路以指导乳腺癌治

疗" 结果显示" 淋巴通路虽然多种多样4 但是仍有

其指导作用" 有内乳淋巴通路者" 如果淋巴显像阳

性则放疗精确性可以提高# ,/0$ A 等>@?对 @@A-B 标记

的胶体铼淋巴显像$ CA$ *.D 和 @@A-B 标记免疫抗

体进行显像比较4 结果显示" 淋巴显像早于临床症

状的出 现4 在精确性$ 特异性以及阳性和假阳性

方面" @@A-B 标记的胶体铼优于 @@A-B 标记免疫抗体%
淋 巴 显 像 比 CA$ *.D 在 精 确 性 $ 专 一 性 上 差 一

些" 但是在灵敏度和假阴性上强于 CA$ *.D% 而

且它还可以显示淋巴的功能# 所以" 淋巴显像可以

作为在 CA$ *.D 之前的一项常规检查# E/BF/2+’&
G 等>;H? 对 ;7 例早期子宫颈癌的研究也证明" @@A-B

标 记 的 胶 体 铼 有 较 高 的 灵 敏 度 IJJ<K 和 特 异 性

L;88< K# 针 对 半 衰 期 的 长 短 对 显 像 的 影 响 "
,-M)&&F/2B , 等>;!?报道了对于注射显像剂时间的研

究 4 他们对 H8 例乳腺癌患者注射 J8 *NO @@A-B 标记

的胶体铼" 分别在 78B’)$ 7 M$ J M$ 7P M 进 行 显

像" 结 果 表 明" 7" 例 前 哨 淋 巴 结 在 7M 后 就 有 显

像" 一直可以保持 7!M#
总之" 放射性胶体铼在肿瘤治疗方面" 动物实

验结果比较理想" 临床应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Q
其在关节滑膜切除的临床实验已经开展" 经验有待

进行总结Q 稳定的胶体铼已经在淋巴显像方面逐渐

显示出它的优势" 目前临床研究较多" 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 我们相信" 良好的物理特性和较成熟的合

成方法一定会使更多更好的铼药物在临床发挥更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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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参与审稿的专家和学者名单( 林祥通" 吕仲虹" 杨天恩" 李修义" 姜恩海"

唐发清" 张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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