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惡
性腦瘤治療出現新武器！長

庚醫院攜手成大醫工跨領域

合作，成功開發創新的類病毒奈

米載體，可攜帶治療用核酸片

段，抑制腫瘤特定基因表現，增

強放射治療效果，動物實驗顯示

能延長腦瘤小鼠兩倍的存活期，

治療效果顯著。研究成果已發表

在 2023 年 6 月 美 國 化 學 學 會

「ACS Nano」頂尖期刊，創新

概念更獲選為期刊封面故事，並

榮獲 2023 年國家新創獎肯定，

未來極具高度臨床應用潛力，有

望克服現腦瘤治療的困境。

台灣每年約有 600 名新診斷

的惡性腦瘤病人，其發生率雖不

在十大癌症之內，然而死亡率卻

名列前茅。一旦確診後存活期間

極短，僅約一年至兩年的餘命。

其致病機轉至今未明，難以預防

且治療困難。惡性腦瘤常見的症

狀包括頭痛、噁心、嘔吐。腫瘤

壓迫周邊正常組織可引起抽搐或

癲癇、肢體無力、偏癱、視力模

糊和感覺障礙等症狀。腫瘤侵犯

小腦則會損害運動功能或平衡

感，造成步態不穩或運動失調。

患者的心智狀態也可能出現變

化，表現為失語、記憶力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情緒或人格改變

等症狀。患者罹病後發生殘障、

惡性腦瘤的創新希望～類
病毒奈米載體與基因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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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的機率極高，是國人健康的

重大威脅。

惡性腦瘤治療困難的主要

原因是它會迅速增生惡化，腫瘤

結構複雜有如八爪章魚般的浸潤

生長在正常的腦組織之間，而且

沒有明確清楚的界限區分，導致

手術難以完全清除。大多數的惡

性腦瘤預後很差，即使術後經積

極的放射線治療、化學治療後仍

會復發。因此，開發新穎惡性腦

瘤療法是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課

題。

筆者與成功大學醫工系楊閎

蔚教授攜手合作，長期致力開發

新穎材料及藥物載體以治療惡性

腦瘤。目前對腦瘤的治療始終效

果不好，病人存活期平均只有約

14 到 16 個月，主要原因是腦瘤

細胞具有詭譎多變的異質特性，

其強大基因自我修復能力造成放

射治療及藥物治療的效果不佳。

因此，團隊以人工智慧開發類病

毒奈米載體來有效傳遞治療用干

擾核酸，以抑制腫瘤細胞基因表

現，大幅提升惡性腦瘤的治療效

長庚醫院與成功大學腦瘤研究成果榮獲2023國家新創獎。(左起：黃瓊瑩博士、
程文俊主委、魏國珍教授、陳品元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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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這種藉基因表現調控機制抑

制某一基因表現的現象，就是所

謂的基因靜默。

長庚醫院與成功大學研究

團隊以腦瘤小鼠為測試模型，利

用增強對流傳輸法，直接將類病

毒藥物載體精準注射傳遞到腦瘤

區域。結果顯示腦瘤細胞中負

責 DNA 修復的基因表現成功被

抑制，阻斷腦瘤細胞自我修復能

力，使腫瘤顯著縮小。而將此基

因載體與低劑量放射治療同步施

用，可以使腦瘤小鼠的存活期增

加兩倍，不但提升了放射線治療

效果，同時也降低放射治療劑量

以減少其副作用。在動物實驗極

具潛力的研究成果，揭露其未來

臨床應用的高度可能性。

更特別的是，研究團隊應用

特殊模組化的治療用核酸骨架設

計，針對不同種類的疾病或是病

人特殊的基因選擇接上應對的干

擾核酸，可完美應用於個人化精

準醫療。此特殊設計的基因工程

技術更可大幅簡化類病毒載體的

合成過程，提升製作效率及降低

成本。本製備流程極富新創性，

榮獲美國化學學會官方期刊，也

是奈米技術與奈米科學領域頂尖

期刊「ACS Nano」的青睞，選

作封面故事以彰顯其重要性。

這個研究工作橫跨 4 年時

間，從開發模組、基因載體合成

測試、體外細胞試驗、動物實驗

驗證等，團隊成員緊密結合，由

臨床角度審視需求，自醫工層面

提出材料設計解決方案，並完整

驗證其效應，為目前跨領域合作

的優良典範。

本團隊研究成果亦獲國科會

化學圖書服務計畫電子報報導，

以宣傳台灣醫學與工程跨領域合

作之創新發現，並榮獲 2023 年

國家新創獎，充分展現其未來應

用於產業的高度價值。目前已獲

醫藥產業洽談合作技轉事宜，未

來將有機會改善目前腦瘤治療的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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