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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伦科夫光在生物成像技术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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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技术是目前分子影像学中的研究热点!具有成像时间短"探针无毒"成本低"灵敏度高

等特点!同时为单一分子探针实现核素和光学显像的双模态成像提供了条件!在肿瘤诊断"监测基因表达"疗效

评价和引导肿瘤外科手术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本文详细介绍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在国际范围内的

一些显著进展!对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中重建质量和重建速度优化的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针对切伦科夫光

生物成像技术因切伦科夫光信号强度弱及组织穿透性差而所受的限制!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在成像优化方面所做

的努力!讨论了向临床应用转化所需的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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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的进步$医学研

究的发展已不能仅仅停留在组织(器官水平$分子

及基因水平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

际价值'

&EEE

年美国学者
V5166-5J5*

首次提出了

分子影像学的概念'分子影像技术可从分子水平

对人体内部生理或病理过程进行无创的实时成像$



观测生物体内肿瘤的生长及转移(疾病的发生发

展(基因的表达及反应等生物学过程)

&

*

'从而通过

分子影像这一全新的技术$可实现药物的疗效评估

及从分子水平指导疾病的治疗'目前$已有多种影

像学技术应用于分子影像学研究$主要包括核磁共

振成像(放射性核素显像)

$

*

(光学成像)

B

*及超声分

子成像'

光学成像因其具有高灵敏度(高分辨率(操作

简单及经济实用等优点$现已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

分子影像技术之一)

!

*

$并发展了其他成像技术与之

相融合的多模态技术$从而实现各技术之间的优势

互补'但多模态分子探针由于其本身的毒性较大

以及多次标记严重影响了其与靶分子之间的特异

性及亲和力)

#

*

$限制了基于光学成像的多模态分子

影像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作为新型光学分子影像

技术的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不断发展$为光学成像

与其他成像技术相融合开辟了新的途径'放射性

核素衰变所产生的带电粒子在生物组织中以超过

光在该介质中的速度穿行将会产生切伦科夫辐射$

而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即利用高灵敏度
LL?

相机

对从紫外光到可见光波段的切伦科夫辐射进行探

测成像'此光学分子影像技术提出后$放射性核素

标记探针可同时为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和核素显

像提供所需的信息$使得单一分子探针即可实现双

模态成像$进一步推动了多模态成像技术的发展'

同时$现有的医用放射性核素大多数能够用于切伦

科夫光生物成像$这为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应用于

临床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目前$切伦科夫光生

物成像已在肿瘤诊断(监测基因表达(疗效评价和

引导肿瘤外科手术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并取得了许多成果'

A

!

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

A=A

!

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的出现

!!

在
$%

世纪发现切伦科夫辐射后$研究人员对

切伦科夫信号在成像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许多前瞻

性的研究'

&E"&

年$

W)*:K

)

A

*将B$

X

磷酸盐注射到

兔子体内$通过探测发射出的切伦科夫光对葡萄膜

恶性黑色素瘤进行诊断'但受限于当时的光学成

像技术$切伦科夫光的探测只能采用高灵敏度的光

电倍增管$诊断效果不理想'近年来$随着光学成

像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高灵敏度
LL?

相机的出现$

为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切伦

科夫光生物成像首次提出于
$%%E

年$

D(S5*76(+

等)

"

*使用商用的精诺真成像设备#

@<@G&%%

和

@<@G$%%

%对荷瘤小鼠进行了切伦科夫光生物成

像$得到小鼠体内&F

YCY?Z

的光学信号分布$这些

信号已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肿瘤所在的位置'

$%&B

年$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第一次应用于人体

上$实现了对甲状腺亢进症病人口服&B&

@

治疗后的

甲状腺成像)

F

*

'研究结果首次证明了对人体表面

器官实行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的可行性$表明切伦

科夫光生物成像实现临床应用是可期盼的'

A=B

!

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与肿瘤诊断

分子影像技术可观察体内特定分子水平的相

关信息$是肿瘤诊断的有效手段$切伦科夫光生物

成像亦具有造福广大肿瘤患者的潜力'

G

Q

1+5--1

等)

E

*用&F

YCY?Z

对异种移植乳腺肿瘤的小鼠进行

了全身动态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成像图像能够显

示肿瘤区域对&F

YCY?Z

的特异性摄取#图
&

%$肿瘤

组织的光学信号随时间变化曲线反映了&F

YCY?Z

在肿瘤组织中的生理累积规律'

[(7K,

Q

,--1

等)

&%

*

将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和内窥镜技术相结合$进一

步证实可以利用&F

YCY?Z

来实现肿瘤的诊断'结

合内窥镜技术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切伦科夫光学

信号在组织中穿透性有限以及背景光噪声高的问

题$为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

实现方式'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用于临床肿瘤诊

断上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NK(*5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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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F

YCY?Z

通过静脉注射到淋巴瘤病人体内$然后

进行
XHN

"

LN

扫描与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切伦

科夫光生物成像的结果经
XHN

"

LN

扫描得以验

证$结果显示有希望在临床上利用切伦科夫光生物

成像实现特定肿瘤的诊断$但仍需进一步改善成像

灵敏度和缩减成像时间'通过以上研究表明$切伦

科夫光生物成像能够在肿瘤的早期诊断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

A=C

!

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与基因表达

基因表达成像为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提供了

一种新的显像方法$光学成像技术是基因表达成像

的重要手段之一'

/,7,*,

0

,+

等)

&$

*对静脉注射

FE

\*

C

*17)R1I,S

后的
K)L?$%

转基因小鼠进行了在

体及离体的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和
XHN

显像$结

果都显示FE

\*

C

*17)R1I,S

能够作为探针用于监测

K)L?$%

在
W

细胞中的表达$且切伦科夫光生物成

像和
XHN

显像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基因表达的监

测同样可作为肿瘤诊断的重要方式$例如
I1D/9

就可以作为潜在的分子靶向用于肿瘤诊断'

],+

2

等)

&B

*利用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无创性地监测了

I1D/9

在细胞中的表达$提供了一种新的潜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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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荷瘤小鼠注射&F

YCY?Z

前和注射
&K

后的切伦科

夫光生物成像)

E

*

#箭头指示肿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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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用于
I1D/9

表达的可视化'此外$为了提高切

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用于基因表达成像的效果$

?5)76:K5*

等)

&!

*制备了&F

YC

氟代胆碱类化合物耦合

多肽靶向及近红外量子点的新型靶向探针用于切

伦科夫光生物成像$有效地探测到了两种标志物

NY

和
H*SW$

"

B

在细胞水平的表达$可用于鉴别前

列腺癌发展的阶段'近几年来的研究充分证明了

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具有无创(重复(实时地提供

活体内基因信息的潜力'

A=D

!

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与疗效评价

在肿瘤治疗过程中$疗效评估有助于及时发现

治疗过程所存在的问题$是改善治疗(修订治疗方

案和提高疗效的关键所在'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

技术能够灵敏地反映肿瘤代谢情况$可用于实时监

测治疗效果'

D(S5*76(+

等)

&#

*利用肿瘤治疗剂

M /̂!E$!

对皮下植入弥漫性大
W

细胞淋巴瘤的

小鼠进行药物治疗$然后通过&F

YCY?Z

对同一小鼠

进行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和
XHN

显像&结果显示

肿瘤体积在治疗后显著减少$且切伦科夫光生物成

像和
XHN

的一致性较好$不同的
XHN

和切伦科夫

光生物成像分析方法同样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

_)

等)

&A

*将两种常见的放射性示踪剂&F

YCŶ N

和

&F

YCY?Z

用于监测单抗治疗癌症的疗效$通过
XHN

验证了利用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进行癌症治疗疗

效评估的可行性$并评估了两种成像技术在治疗监

测中的性能'由此说明$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用于

肿瘤治疗的疗效监测可提供分子水平的相关信息$

有助于间接提高肿瘤治疗的疗效'

A=E

!

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引导肿瘤外科手术

外科切除是目前肿瘤治疗最有效的手段$在外

科肿瘤切除术中应尽可能精确地完全切除肿瘤病

灶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害'为达到

这个目的$需要一种技术能够实时精确地区分肿瘤

和正常组织'核医学显像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

的肿瘤影像技术$但这种显像方式只能进行术前和

术后成像$无法进行实时术中成像&而切伦科夫光

生物成像具有成像时间短的特点且能够精确地监

测肿瘤区域$使其用于肿瘤切除的术中成像成为了

可能'

(̀--,+J

等)

&"

*利用放射性核素探针FE

\*

C

?Y>

曲妥单抗的靶向特异性实现了对肿瘤的定量

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并进行肿瘤切除前后的切伦

科夫光生物成像图像比较#图
$

%$首次对利用切伦

科夫光生物成像进行术中引导肿瘤切除的可行性

进行了初步验证'此外$

1̂)

等)

&F

*发展了一种用于

切伦科夫光内窥镜成像的系统$通过该系统对手术

切除肿瘤的老鼠进行了术前和术后成像$研究成果

显示该系统可以用于引导肿瘤切除手术'但目前

系统的成像灵敏度和空间分辨率仍有进一步改进

的空间$以期在未来能够实现临床中的应用'

图
$

!

肿瘤切除手术前和手术后的切伦科夫光生物成

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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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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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

三维光学成像技术具有定量分析靶分子的能

力且能够为肿瘤诊断及治疗提供更多分子水平的

信息$把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的二维平面成像技术

通过光学断层成像方法发展成三维的断层成像技

术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1̂

等)

&E

*采集了黑色素瘤荷

瘤小鼠皮肤表面发射出的切伦科夫光$利用切伦科

夫光在匀质小鼠体内的传播模型以及预处理的共

轭梯度法重建了体内光源$与
LN

图像融合后获

得&F

YCY?Z

在小鼠体内的三维分布$并由此首次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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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该成像即将
LL?

相

机从不同角度探测到的功能信息与
LN

采集的结

构信息进行交互反演重建$得到功能信息和结构信

息相融合的三维重建数据'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

成像的三维重建过程如图
B

所示)

$%

*

'

图
B

!

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的三维重建过程)

$%

*

Y1

2

=B

!

NK*55

C

J1I5+61(+,-*5:(+67*):71(+.-(P:K,*7(.

L5*5+O(4-)I1+56:5+:57(I(

2

*,

Q

K

8

)

$%

*

重建质量和重建速度的优化是切伦科夫光生

物断层成像研究中的两个难点'切伦科夫光生物

断层成像是基于切伦科夫光在组织内的传输特性

进行反演重建$不同的组织器官对切伦科夫光存在

着不同的散射和吸收'基于不同组织不同光学属

性的异质模型能够更加真实地模拟切伦科夫光在

生物体内的传输$从而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重建结

果'

)̀

)

$&

*等建立了异质三维小鼠模型$在植入

/,

&B&

@

放射源后进行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同

时利用
GXHLN

来验证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

的重建结果&结果表明基于异质模型的切伦科夫光

生物断层成像能够准确地提供
/,

&B&

@

放射源的位

置信息且重建的误差更小$并且能够进行放射性源

活度和重建强度之间的定量分析'另外$

)̀

等)

$$

*

通过
GXHLN

成像结果来定义可行区$进一步建立

了
GXHLN

导向的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方法$

提出的这种方法具有更加精确的定位能力和更好

的分辨率'

G

Q

1+5--1

等)

$B

*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提高重建质

量$建立了基于切伦科夫光光谱分析模型的多光谱

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多光谱重建方法是基

于多个滤波片获得的二维平面图像$利用每个波段

独特的信息内容进行三维图像重建'结果显示多

光谱重建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重建光源位置$且在

AII

深度处的空间分辨率为
&=#II

$极大地提

高了重建效果'多光谱重建方法虽能获得更好的

重建质量$但重建速度非常慢且不利于收集微弱的

切伦科夫光'为了兼顾重建质量和重建速度$

)̀

等)

$!

*提出了一种基于切伦科夫光谱特性的混合谱

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并进行了重建验证'重

建结果显示混合谱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与单

谱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相比在放射性核素的

定位和量化上更加准确$并且相对于多光谱切伦科

夫光生物断层成像具有更高的重建效率$体现出了

更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中采用了基于辐射

传输方程的重建算法进行反演重建)

$#

*

$重建算法

的优化同样有助于提高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

的重建质量和重建速度'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

像早期研究中采用辐射传输方程一阶近似的漫射

方程)

$A

*

$并通过有限元结合
N1OK(+(4

正则化#

-

$

正则化%的方法来进行方程求解完成重建'为了进

一步提高重建质量$

\K(+

2

等)

$"

*将辐射传输方程

通过三阶简化球谐波近似#

GX

B

%来实现对小动物

体内的切伦科夫光传输进行建模$通过小动物在体

成像有效验证了这种模型用于三维图像重建的可

行性'同时$

\K(+

2

等)

$F

*在
GX

B

模型下利用几何

连续扩展和
-

&

"

$

正则化算法大大加快了重建速度$

能够快速定位放射性核素在生物体内的迁移和吸

收$为短寿命放射性核素应用于切伦科夫光生物断

层成像提供了条件'

C

!

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优化

随着对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的深入研究$研究

人员发现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中存在着一些不可

忽视的缺点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及应用'一方

面$放射性核素的切伦科夫光产率较低$导致成像

时光信息的采集变得尤为困难$在成像时需严格控

制其他环境光源'另一方面$切伦科夫效应产生的

光子主要集中在紫外和可见波段$其在组织中的传

输不同于核素衰变产生的高能粒子$易受组织的光

学特性影响&当切伦科夫光穿透组织时$容易发生

反射(折射(散射与吸收$导致了切伦科夫光在组织

中的穿透性受限$并限制了深层组织成像的应用'

作者所在研究小组通过理论计算研究了&F

Y

(

&B&

@

和B$

X

三种放射源衰变粒子所产生的切伦科夫光

在肌肉组织中的衰减情况$结果发现切伦科夫光在

穿过
#

"

AII

的肌肉组织后已衰减到原来
$%a

左右$严重影响了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的质量)

$E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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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光信号强度弱这一难题$一些研究者

提出利用能量共振转移的方法将切伦科夫光信号

转换为穿透性更强的红外波段光信号$从而使更多

的光信号能够穿过生物体组织后被采集成像'

5̂P16

等)

B%

*将放射性核素探针&F

YCY?Z

与荧光染

料相结合进行体外成像实验$结果显示切伦科夫光

信号通过转换后能够产生更多的荧光且光信号产

生红移$提高了光信号的组织穿透性'

?(7K,

2

5*

等)

B&

*采用量子点纳米颗粒的斯托克斯效应使&F

YC

Y?Z

在生物体内产生的切伦科夫光红移成波长更

长的荧光$同样增加了切伦科夫光信号的组织穿透

性'量子点#

b),+7)IJ(7

$

b?

%受切伦科夫光激

发产生荧光原理如图
!

所示)

B$

*

'为了进一步提高

量子点的荧光产率$

W(6:K1

等)

BB

*研究了放射性核

素与量子点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放射性

核素衰变产生的
#

射线和切伦科夫光都能够激发

量子点$实现了量子点的双重激发$打破了以往研

究中的固有认知'作者所在研究小组通过研究进

一步明确了放射性核素和量子点之间的作用机制$

同时得到&B&

@

产生的
#

射线对量子点的激发份额约

占总激发的
F%a

$研究结果为今后切伦科夫光生

物成像探针的改良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但

不同放射性核素与不同类型量子点之间的相互作

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研究'

图
!

!

量子点受切伦科夫光激发产生荧光原理图)

B$

*

Y1

2

=!

!

G:K5I,71:J1,

2

*,I(.

2

5+5*,71(+(.(

Q

71:,--1

2

K7

S

8

L5*5+O(4

C

5R:175Jb?6

)

B$

*

在使用纳米颗粒或荧光染料进行波长转换之

前$需要通过标记或共轭的方式使之与放射性核素

探针相结合$这一过程可能会影响探针在生物系统

中的稳定性以及与靶分子的特异性'为此$

V,+

2

等)

B!

*将&EF

9)

直接结合到金纳米笼中而无需再次

标记$利用&EF

9)

衰变粒子产生的切伦科夫光激发

发射波长在可见光和红外光波段的金纳米笼$从而

实现实时活体成像和精确定量放射性核素探针在

体内的分布'除了使用能量共振转移的方法外$

1̂

等)

B#

*基于在高折射率介质中切伦科夫光发射率高

的理论$制备了蛋白质壳包裹植物油和量子点的多

功能蛋白微球$通过标记A!

L)

以实现切伦科夫光

在蛋白微球内部的高发射以及波长红移'以上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切伦科夫光信号$但仍达不到

临床应用的要求$仍需进一步寻找一种新的材料或

机制能够更有效地增强光信号$或结合内窥镜技术

来逐步实现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在临床中的应用'

D

!

总结与讨论

根据目前的研究$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已具有

应用于肿瘤诊断(监测基因表达(疗效评价和引导

肿瘤外科手术等方面的潜力'但由于切伦科夫光

主要集中于紫外和蓝光波段$在生物组织中的穿透

性差$导致无法对深层组织进行高质量的光学成

像'另一方面$放射性核素衰变粒子所产生的切伦

科夫光子数较少$增加了成像时光信号的采集难

度'为了提高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的质量$目前已

对光信号的增强和三维重建方式及算法的改进进

行了相关研究'现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成像质量$但距临床应用还有一段距离$在许多方

面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

&

%光信号的增强'量子点纳米颗粒(荧光染

料和稀土纳米颗粒等物质可以用于增强切伦科夫

光信号$但光信号增强效果仍较为有限且部分物质

由于毒性较强而无法推广应用$迫切需要进一步研

发能够对切伦科夫光进行波长转换以增强光信号

强度和穿透性的无毒探针结合物'同时$应进一步

深入研究现有的光信号增强机理$依据机理最优化

设计波长转换材料及结构&探索新的光信号增加机

制$例如可基于带电粒子在高折射率物质中切伦科

夫光发射率高及产生阈能低的特点进行设计$使切

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用于深部组织成像逐步成为可

能'

#

$

%重建算法的改进'重建质量和重建速度的

提高是切伦科夫光生物断层成像中的核心问题'

一方面$重建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能否对放射性核素

在生物体内的分布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定量'另一

方面$为了避免放射性核素在生物体内衰变对成像

结果的影响$势必对重建速度有所要求以确保成像

的实时性$同时也可为短寿命放射性核素应用于切

伦科夫光生物成像提供条件'然而现有的重建算

法在重建质量和重建速度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仍需以优化重建算法为突破口$进一步提高重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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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重建速度'

#

B

%研发灵敏度和分辨率更高的切伦科夫光生

物成像系统'目前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系统的分

辨率远远低于核医学显像系统的分辨率$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切伦科夫生物成像在临床医学上的应用'

随着光学成像技术的发展$例如
HMLL?

相机等

超低光探测仪器应用于切伦科夫光生物成像一定

程度上能够提高成像的质量$并且可通过增加探测

器数目等手段来实现成像系统灵敏度和分辨率的

进一步提高'同时$在成像系统中应设计信号滤波

以尽可能排除背景光的干扰$并充分考虑光信号光

谱和探测器量子效率曲线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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