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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新聞稿》（2010/05/31）由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陳仲瑄教授、特聘研究員陳鈴津副
主任，以及國立東華大學物理學系與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合聘助理教授彭文平博士所領導的一組台灣本土研究
團隊，2010年4月13日於國際重要專業領導週刊《化學期刊（Angewandte Chemie）》發表重要論文，展現一項首
創的質譜新技術。該項新技術，不僅可以測量細胞的質量，還可以應用於細胞吞噬金屬與非金屬奈米粒子的定量檢測
，補足目前傳統質譜儀無法做到的範圍。這項技術未來可望廣泛應用於奈米醫學研究，受到高度重視。

研究團隊表示，近年來，奈米醫學蓬勃發展。例如，科學家已經能夠利用金奈米，配合螢光劑使用，達到偵測生物體
內分子的變化過程。同時，金奈米顆粒（Gold Nanoparticles）會被活體細胞吞噬，科學家已經可以把藥物包裹在極
小的奈米粒子內，送到活體細胞中，達到某種程度的檢驗與治療的效果。

此次研究團隊係利用2007年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及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新型「細胞質譜儀」（Charg
e-Monitoring Mass Spectrometer, CMS），量測出細胞的質量，成功完成直接量測微米級粒子。其次，研究團隊將
金屬與非金屬奈米粒子，與活體細胞，同置培養皿，反覆實驗，持續監測。結果發現，從30奈米到250奈米大小的金
顆粒，都會被吞噬，代表金奈米會與細胞結合，而細胞仍然活著。此外，實驗還可以測出每單顆細胞吞噬金奈米顆粒
的數量。而一種非金屬的「聚苯乙烯」（Polystyrene）奈米粒子，經過細胞質譜儀的實驗量測，同樣也有被吞噬的
現象。這些數據，充分顯示，單個生物體內同一型的細胞因年齡、健康而有大小、質量的差別，但是它們都明顯可以
吞噬奈米顆粒。這個發現很重要，因為未來可以利用此嶄新技術，觀察包裹著極小奈米粒子的藥物，送到活體內，觀
測細胞吞噬數量的情況。

更重要的是，研究團隊的這項CMS測量新技術除了金屬之外，還可以應用於量測奈米光觸媒、奈米碳管、奈米鑽石
、病毒、膠束（micelles）、微脂粒（liposomes）、 人工聚合物等非金屬的奈米粒子，解答科學家的定量疑問。目
前，各種類的奈米粒子，因其能增加藥物進入癌細胞內的濃度，同時避免造成正常細胞的毒性，及減少藥物傳遞阻力
，已經被廣泛地應用於藥物傳遞的研究。而微脂粒並且已經獲得美國藥物管理局的人體試驗。因此，研究團隊的研究
論文，對於各種奈米粒子促進劑的研發工作，提供基礎且重要的依據。

為了驗證實驗的正確性，研究團隊亦與目前受到廣泛使用的商業儀器「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分析儀」（ICP-MS）作比
對。結果發現，CMS 與 ICP-MS 均可測出相同的細胞吞噬奈米金粒子的吞噬曲線。同時，CMS 只需要2個步驟，而
ICP-MS 卻要5個步驟。ICP- MS 所需時間為 CMS 的5倍。同時，CMS
不僅能量測金屬奈米粒子，更能測量細胞吞噬「非金屬」的奈米物質，也能測出單顆細胞的吞噬量，這個實驗結果是
ICP-MS 無法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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