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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的製備方法，係令一硫酸化軟骨素組份與一聚己
內酯系聚合物於一催化劑存在下，進行原子轉移自由基聚合反應，以獲得一硫酸化軟骨

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其中，該硫酸化軟骨素組份包含至少一經含雙鍵化合物修飾之
硫酸化軟骨素；及該聚己內酯系聚合物是由下式(I)所示且具有 2,000至 10,000的重量平

均分子量範圍：  於式(I)中，R1 表示

C1 ~C8 的直鏈或支鏈烷基、芳香基，或 ，其中，R11 表示氫或甲基，

t表示 45至 225之整數；R2 表示 ，其中，R21 、R22 及 R23 為相同或不同且分

別地表示氫、甲基或鹵素原子，但條件是 R21 、R22 及 R23 中至少一者為鹵素原子；及
m表示 18至 88之整數。

2.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 接枝共聚物的製備方法，其
中，該含雙鍵化合物是擇自於丙烯酸、丙烯酸酐、丙烯醯氯、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

酐、甲基丙烯醯氯或甲基丙烯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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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的製備方法，其中，
該硫酸化軟骨素組份與該聚己內酯系聚合物的重量比例範圍為 0.1~0.9。

4.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的製備方法，其中，
該經含雙鍵化合物修飾之硫酸化軟骨素是一硫酸化軟骨素與該含雙鍵化合物進行聚合反

應而製得。

5.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的製備方法，其中，
該硫酸化軟骨素與該含雙鍵化合物的重量比例範圍為 0.05~0.8。

6.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的製備方法，其中，
於該式(I)中，該 R1 表示 C1 ~C8 的直鏈或支鏈烷基、苯甲基、

，或 ，其中，R11 表示氫或甲基；R3 、

R4 或 R5 為相同或不同，且分別地表示伸烷基或氫，但條件是三者中至少一者為伸烷基。
7.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 接枝共聚物的製備方法，其

中，於該式(I)中，該 R2 表示 ，R21 、R22 及 R23 為相同或不同且分別表示

氫、甲基、氯原子或溴原子，但條件是該 R21 、R22 及 R23 中至少一者為氯原子或溴原
子。

8.　一種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其係藉由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至 7項中任一項
所述之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的製備方法所製得。

9.　一種奈米微胞型載體，係令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之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
共聚物進行透析處理而形成。

10.   一種醫藥組成物，係包含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之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
聚物及一活性組份。

11.   一種醫藥組成物，係包含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9項所述之奈米微胞型載體及一活性組份。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是一 NMR圖，說明本發明經含雙鍵化合物修飾之硫酸化軟骨素的較佳實施例的結構
分析； 圖 2是一 NMR圖，說明本發明聚己內酯系聚合物的較佳實施例的結構分析； 圖 3是
一 NMR圖，說明本發明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的較佳實施例的結構分析；圖 4
是一曲線圖，說明本發明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的較佳實施例的臨界微胞濃度
值；圖 5是一長條圖，說明本發明硫酸化軟骨素-聚己內酯接枝共聚物的較佳實施例對
CRL-5802細胞的毒性結果；圖 6是一長條圖，說明本發明醫藥組成物的較佳實施例毒殺
CRL-5802細胞的能力；及圖 7是一曲線圖，說明本發明醫藥組成物的較佳實施例釋放喜樹鹼
的能力。

圖 8是一照片，說明本發明奈米微胞型載體的較佳實施例被 CRL-5802細胞吞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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