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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磁性奈米氧化鐵微粒，包括：一聚乙二醇-聚己內酯-聚丙烯酸分子，包含一聚乙二
醇-聚己內酯部分及一聚丙烯酸部分，其中該聚乙二醇-聚己內酯部分的一聚己內酯基團
具有一羥基，該聚丙烯酸部分具有複數羧基，該羥基與該複數羧基其中之一進行鍵結，

以俾該聚乙二醇-聚己內酯-聚丙烯酸分子形成一接枝結構；以及一四氧化三鐵分子，被
螯合於該聚乙二醇-聚己內酯-聚丙烯酸分子。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磁性奈米氧化鐵微粒，其中該磁性奈米氧化鐵微粒還包括
包覆於其內之一疏水性藥物。

3.　一種磁性奈米氧化鐵微粒的製備方法，包括：將一含有一三氯化鐵及一二氯化鐵之第一
溶液與一含有一聚乙二醇-聚己內酯-聚丙烯酸分子之第二溶液進行反應，獲得該磁性奈
米氧化鐵微粒，其中聚乙二醇-聚己內酯-聚丙烯酸分子為一接枝結構。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的製備方法，其中該製備方法還包括：溶解該三氯化鐵、該
二氯化鐵於水中，以獲得一第一混合物；去除該第一混合物中之氧氣；加入一氨水溶

液，以獲得一第二混合物；以及將該第二混合物於氬氣下反應，以獲得該第一溶液。

5.　一種磁性奈米微胞，包括：一聚乙二醇-聚己內酯-聚丙烯酸分子；以及一疏水性磁性氧
化鐵，被包覆於該聚乙二醇-聚己內酯-聚丙 烯酸分子中，其中該聚乙二醇-聚己內酯-聚
丙烯酸分子形成一接枝結構。

6.　一種雙性高分子，包括：一聚乙二醇-聚己內酯分子，包括一聚乙二醇基團以及與該聚乙
二醇基團鍵結的一聚己內酯基團，該聚己內酯基團具有一羥基；以及一聚丙烯酸，具有

一羧基，其中該羧基與該羥基形成鍵結，以俾該雙性高分子形成一接枝結構。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的雙性高分子，其中該聚乙二醇-聚己內酯分子係經由將複數
己內酯分子進行一開環反應，並將該開環的複數己內酯分子與該聚乙二醇基團聚合而成。

8.　一種將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之雙性高分子用於包覆藥物、乘載螢光染劑及核磁
共振成像至少其中之一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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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種雙性高分子的製備方法，包括：將一聚乙二醇-聚己內酯分子、一聚丙烯酸及 1,1’-
羰基二咪唑溶解於二甲基亞碸，獲得一第一混合物；以及將該第一混合物於氬氣下反應

獲得該雙性高分子，該雙性高分子為一接枝結構。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9項所述的製備方法，還包括冷凍及解凍該第一混合物，以去除該第
一混合物中的氧氣及水分。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9項所述的製備方法，其中該雙性高分子還包括一不純物，該製備方
法還包括以丙酮及乙醚至少其中之一洗去該不純物。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為本發明之 PAA-PEC及 PAA-PEC-IO之製備流程圖。

第 2圖為 PAA、PAA-PEC及 PEC之 1 H NMR圖譜。
第 3圖為 PAA-PEC之臨界微胞濃度圖。
第 4圖(A)為 OA-IO、PAA-PEC-IO及 PAA-PEC-OA-IO之 X光分析圖。
第 4圖(B)及第 4圖(C)分別為以超導量子干涉裝置對 PAA-PEC-IO、PAA-PEC-OA-IO及

OA-IO進行之磁化曲線示意圖。
第 5圖為 DOX/PAA-PEC-IO及 DOX/PAA-PEC-OA-IO之藥物釋放曲線圖。
第 6圖為 PAA-PEC-IO及 PAA-PEC-OA-IO之濃度與細胞存活率示意圖。
第 7圖(A)為 PAA-PEC-IO-Rh123微粒受不同抑制劑作用而進入 U87細胞之相對平均螢光

強度示意圖。

第 7圖(B)為 PAA-PEC-IO-Rh123微粒受不同劑量(5、10、20μg/ml)的氯丙嗪作用而進入
U87細胞之相對平均螢光強度示意圖。
第 7圖(C)為 PAA-PEC-IO-Rh123微粒受不同抑制劑作用而進入 CRL-5802細胞之相對平

均螢光強度示意圖。

第 7圖(D)為 PAA-PEC-IO-Rh123微粒受不同劑量(5、10、20μg/ml)的氯丙嗪作用而進入
CRL-5802細胞之相對平均螢光強度示意圖。

(2)

- 501 -



(3)

- 502 -



(4)

- 503 -



(5)

- 504 -



(6)

- 505 -



(7)

- 506 -



(8)

- 507 -



(9)

- 5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