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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近年来，多模态纳米探针对于生物诊断和精确治疗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目前外源性多功能纳米

成像探针存在长期生物相容性、体内代谢及制备过程复杂耗时，难以临床转化等一系列问题，我们

将生物内源性共轭高分子--黑色素应用到纳米探针制备中，在制备超细（<10 nm）水溶性黑色素纳

米粒子的基础上开发了一种多功能的生物聚合物纳米平台，它本身具有良好的光声成像（PAI）性质，

同时能够结合金属离子 64Cu2+（用于正电子断层扫描（PET））和 Fe3+（用于磁共振成像（MRI）），

实现了方便、快速的活体 PAI/PET/MRI 三模态肿瘤成像。在其多模态成像特性基础上，我们利用黑

色素本身吸附药物的能力，进一步开发出基于黑色素纳米粒子的载药体系，实现了完全基于内源性

高分子的成像介导治疗体系，有效降低药物用量，提高治疗效果，减少毒副作用。最近，我们进一

步利用其吸附金属离子的特性，将其直接作为内源性药物用于体内铁过量治疗，大大降低了现有药

物的毒副作用。上述工作表明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的内源性共轭高分子有望在诊疗研究

及临床转化方面体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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