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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对人体癌细胞损伤过程的 

蒙特卡罗模拟及分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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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肥工业大学理学院 合肥 230009) 

摘 要 在重离子束治癌以及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中，需要了解载能离子注入人体组织及人体细胞中引起 

的相关生物效应．为了更好地了解单个离子穿过单个细胞引起的生物学效应(即单粒子效应)，理解在细胞或亚细 

胞水平上的微观剂量分布，文章以BNCT为例，采用蒙特卡罗程序模拟 d粒子在人体细胞中的输运过程，通过研究 

粒子的射程分布、径迹结构、能量沉积及靶损伤情况等，分析注入粒子对人体细胞的损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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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energetic ions in the 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and heavy ion beam therapy of cancer．In this pap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仅一particle and a cancer cell is 

simulated by the stopping and range of ions in matter code based on Monte Carlo simulation．To understand the 

仅一particle implantation damage to the cancer cell we calculate the track and depth of the particles．the energy
, 

deposition and the damage to the target．The results are veQ'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a single particle and the microdosimetry distribution at the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leve1． 

Key words 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BNCT)，Monte Carlo simulation，cell model，energy deposition 

自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等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兰 

州)曾先后开展了低能重离子束注入作物改良和诱 

变育种等遗传工程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  ̈。．但是 

用离子束照射动物细胞特别是人体细胞的研究工作 

开展较少，直到近年来一些新技术应用于肿瘤治疗， 

如重离子束 治癌、介 子治疗、硼 中子俘获治疗 

等 。，要求人们对细胞和亚细胞水平上的剂量吸 

收情况及离子与人体细胞的生物学效应开展深入细 

致的研究．为此，我们借助蒙特卡罗(Monte Carlo)模 

拟技术，对硼中子俘获治疗中仅粒子与细胞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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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物理过程作了原理性探讨． 

硼中子俘获治疗(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简称 BNCT)是一种利用发生在肿瘤细胞内的原子 

核反应，产生具有高线性能量转移(hish linear ener— 

gY transfer，LET)的 仅粒子和 Li离子来杀死癌细胞 

的一种放射治疗方法．其反应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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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 +n 
、 ，  

·01 MeV)+：He(1·78MeV) 6·3％th'''~11 B／w7Li(1 
Li(0．84MeV)+ He(1．47MeV)+ (0．48MeV) 93．7％ 

硼原子俘获中子后生成“B，“B马上裂变为两 

个较轻的 粒子和 IJi离子．由于作用机制基本相 

同，我们只研究 粒子注入效应．载能 粒子一方 

面与靶原子核外电子发生非弹性碰撞，引起电子的 

激发和电离，另一方面 粒子与靶原子发生弹性碰 

撞，使靶原子核发生位移，形成空位，碰撞出的靶原 

子核又会产生与 粒子相同的过程．由于载能 粒 

子与人体细胞的整个作用过程非常复杂，使得描述 

相关的生物效应十分困难．我们借助蒙特卡罗程序 

SRIM，模拟 粒子与人体细胞的作用过程，取得较 

为满意的结果．本文首先建立人体细胞模型，接着用 

粒子注入该模拟细胞，然后用 SRIM程序模拟离 

子径迹、离子与反冲原子的分布以及能量沉积等情 

况，最后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1 细胞模型的建立 

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在人体 

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中，细胞的形态、大小和内部成分 

都有所不同 ．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建立简化的 

细胞模型．人体细胞从外向内依次为：细胞膜、细胞 

质和细胞核．细胞膜(cell membrane)主要成分是磷 

脂酰乙醇胺，其化学分子式为C 。H舯O P ．细胞质 

(cell plasma)由基质、细胞器和包含物组成，其中基 

质是细胞质的主要成分，化学组成是水，故可用H，O 

简化模拟细胞质 一‘．细胞核(cell nucleus)主要由 

核被膜、染色质、核仁及核骨架组成，其化学成分参 

考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报告 ’“：，如表 1所示． 

表1 细胞核成分(密度 =1．0g／cm ) 

元素 H C N 0 P S 

原子质量(anlt1) 1．o08 l2．Oll 14．o07 l5．999 30．974 32．O66 

原子数 l 6 7 8 l5 l6 

质量百分比 l0．6 9．O 3．2 74．2 2．6 O．4 

原子个数百分比 64．8Ol 4．6l7 1．408 28．579 O．5l7 0．077 

关于细胞各部分尺寸问题，本文针对 BNCT， 粒子 

作用在与mB具有亲和力的癌细胞上，故建模过程 

仅考虑癌细胞情况．根据文献[12]，典型的癌细胞 

直径取 13I．tm，细胞核直径取91．tm．而细胞膜的厚度 

相对 于 细 胞 直 径 来 说 非 常 薄，计 算 中 取 为 
0．0075I．tm～” 

． 入射 粒子半径的数量级为 10一 

I．tm，而细胞半径的数量级为 10。I．tm，这样细胞中各 

层相对于 粒子来说可视为无限大平面薄层．一般 

认为，细胞核位于细胞中间，这样细胞模型在结构上 

可分为五层，从左至右依次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 

核、细胞质、细胞膜，每层的厚度依次为0．0075trm， 

1．9925I．tm，91．tm，1．9925I．tm，0．O075 m．细胞模型参 

数如表2所示． 

表2 细胞模型参数 

化学含量 
密度／(g／cm ) 

H C N 0 P S 

细胞膜 O．6l538 O．3l538 0．O0O0o 0．O6l54 O．o0769 O．OOO0o O．9 

细胞质 0．66667 O．OOO0o 0．OOo0O 0．33333 O．OOO0o O．OOO0o 1．O 

细胞核 O．648Ol 0．046l7 0．Ol408 0．28579 O．o05l7 O．Ooo77 1．O 

2 SRIM程序简介 

SRIM(the stopping and range of ions in matter) 

程序主要由Ziegler和 Biersack研制开发 ，它采用 

蒙特 卡 罗方 法，可用 于计 算各 种能 量 的离子 

(10eV--2GeV／amu)在物质中的阻止本领及射程分 

33卷 (2004年)9期 

布．SRIM应用级联碰撞理论建立模型，把靶看作非 

晶或多晶靶(无定形靶)，且假定靶为均匀介质．在 

SRIM中，分两个不同的阶段来描述入射离子在阻止 

介质中的慢化过程，当入射离子同靶原子核外电子 

作非弹性碰撞时，其结果是引起靶原子核外电子的 

激发和电离；而当入射离子同靶原子核作弹性碰撞 

时，结果将靶原子核碰出晶格位置，引起靶损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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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情况下，离子通过物质时，弹性和非弹性碰撞两类 

过程同时发生．当离子能量较低时，弹性碰撞占主导 

地位，当离子能量较高时，非弹性碰撞 占主导地 

位 ’ _ ． 

3 模拟计算及分析 

利用SRIM程序初步模拟了 BNCT过程中d粒 

子能量为E =1470keV的情况，且假定 d粒子垂直 

射入细胞．靶的相关输入参数参照表 2中的细胞模 

型参数． 

3．1 离子径迹 

图1给出了 1470keV的 d粒子在人体细胞中 

的径迹，其中深色的是 d粒子的轨迹，浅色的是 d 

粒子与细胞中的原子核发生弹性碰撞时引起次级运 

动的原子径迹．d粒子刚入射时的能量为 1470keV， 

能量高，速度快，电离效应小．随着 d粒子入射路径 

的增加，其能量不断减少，速度也在变慢，导致电离 

效应增强，使比电离数目增大，到路径末端附近出现 
一 个极大值区．峰值过后， 粒子速度明显变慢，电 

离本领迅速下降，比电离数目急剧减小，最后，d粒 

子捕获物质中两个电子，变成中性的氦原子停留在 

细胞中，被组织吸收．故 d粒子在细胞中的径迹一 

开始由于能量大，以电离为主要能损方式，走直线路 

径；到径迹末端，由于能量降低，核核弹性碰撞占优 

势，行进路径才变得有点曲折，如图 1所示．而文献 

[17，18]中给出入射离子的径迹很复杂，不是一条 

简单的直线，而是展现出像焰火似的级联过程．这与 

本文模拟的离子径迹有所不同，原因在于本文模拟 

的d粒子是高能粒子，而文献[17，18]中所模拟的 

离子是低能粒子，低能粒子在靶中主要以原子核阻 

止为主要能损方式，故产生的级联多，路径复杂；而 

高能粒子主要以电子阻止为其主要能损方式，故径 

迹简单． 

3．2 离子及反冲原子的分布 

图2给出了离子沿注入方向在靶中的沉积分 

布．由图2可知，离子沉积在它的射程 7．84 m处， 

存在一个峰值，分布近似于高斯型．入射离子几乎都 

能落在 7—8．4 m之间，而这个位置正好处在细胞 

核中．可以这样认为，在 BNCT中，1470keVe~粒子每 

次入射都能到达细胞核内． 

图3是 1470keV的d粒子入射时，细胞中级联 

即反冲原子 C，H，O，P，N，S的分布情况．从图3可 

以看出，级联原子在深度方向的分布与d粒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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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470keV d粒子在模拟细胞中的径迹 

射程 =7．84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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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470keV的d粒子射程分布 

比，在向深浅两个方向都要超出一点，但超出不多． 

故级联原子虽然有点前冲，但射程还不足以冲出细 

胞核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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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靶损伤情况 

对于每一个入射 仅粒子来说，在靶中产生总的 

空位数为 258个．其中靶分子中 c原子的空位为 

18．59个，H为125．58个，O为 106．34个，P为 1．73 

个，N为5．46个，S为0．25个．其空位沿深度方向 

的分布与图3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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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能量沉积 

入射离子和级联原子与模拟细胞中原子的核外 

电子发生非弹性碰撞，引起核外电子激发和电离，其 

中被激发的电子在退激时会发出光子，光子就地转 

化为热，而 电离 的电子也 可 以认 为在 原处 热 

化 如‘．入射离子和级联原子与靶原子核之间发生 

弹性碰撞，其间并没有能量转化为热能．故模拟细胞 

中总的沉积能量等同于细胞中激发、电离电子的能 

量(电离能损失)．图4给出了d粒子在细胞中的电 

离能损失情况．由图4可知，电离能损失主要是入射 

离子传给靶电子的能量，而级联原子传给靶电子的 

能量非常小，这主要是由于入射 d粒子能量非常高 

的缘故．由于级联原子传给靶电子的能量(图4中 

靠近横轴区域)非常小，故细胞中总的沉积能量可 

近似为由入射离子传给靶电子的能量(如图4阴影 

所示)． 

·《 

> 

、  

删 

镒 

靶深 ／I．tm ⋯  

图4 1470keV的d粒子在模拟细胞中的电子能损 

从图4还可以看出，细胞中总能量沉积分布是 

峰分布，在峰值两边特别是峰值右边下降很快，在约 

4txm处有一最大峰值 23．2eV／h／离子，在 8．58txm 

处一直向深处能量沉积为零．在2—8．58txm即细胞 

核范围内所沉积的能量为 1071．842keV，大约有 

392．524keV的能量沉积在细胞质内．这样细胞从入 

射离子中总的吸收能量为 1464．3keV． 

4 结束语 

我们用蒙特卡罗程序模拟了BNCT中0【粒子注 

入人体细胞的原初过程，对 d粒子的射程、d粒子及 

反冲原子的分布、能量沉积及靶损伤情况等作了定 

量描述．由模拟可知，d粒子及其级联原子的射程在 
一 个细胞范围之内，且 粒子的能量大部分都沉积 

33卷 (2004年)9期 

在细胞核内，而细胞核又是细胞中辐射损伤的敏感 

部位，这样就达到了d粒子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 

又能很好地保护正常组织的目的．实际上，由于细胞 

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粒子注入细胞是一个相当复杂 

的过程，其间不仅有物理作用，还有化学作用及生物 

作用．本文对粒子注入细胞的原初物理过程作了探 

讨，若要深入研究粒子与细胞的作用机制，还需进行 

相关的化学及生物效应分析．尽管如此，本研究对分 

析d粒子与人体细胞的生物物理现象仍具有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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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能密度测量的新结果 

宇宙膨胀的加速是由一种排斥力引起的．虽然这种所谓的“暗能”被认为占宇宙的2／3左右，但是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暗能 

是由什么组成的．爱因斯坦在 1917年所预言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宇宙常数”是对暗能的一种可能的解释． 

对暗能还有一些更奇特的解释，例如 quintessence理论、包括额外维度修正的引力理论或认为暗能可以随时间变化的弦物 

理．按照这些理论，如果暗能不断变弱，宇宙最终将在“大破裂(big rip)”中碎裂开．而另一方面，如果暗能变得越来越强，宇宙 

将在“大挤压(big crunch)”中崩塌． 

Pennsylvania大学的Max Tegmark和Oklahoma大学的 Yun Wang使用一种新的与模型无关的方法来测量暗能的密度．他 

们分析了哈勃空间望远镜记录的Ia超新星的数据，Wilkinson各向异性探针(WMAP)取得的宇宙微波背景(CMB)数据，Sloan 

数字空间扫描(SDSS)数据以及大规模星系团观测数据．他们假定宇宙是平坦的，并对暗能密度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精确的测 

量． 

他们的分析结果与以前关于超新星观测的数据相符．这些数据意味着暗能不随时间变化，而且与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符 

合得很好．此外，他们计算出，如果宇宙常数随时间变化，对于宇宙会发生大崩塌或大破裂的模型来说，500亿年内也不会发生 

这类事件．这一发现引起了人们对这些理论广泛的重新评估． 

(树华 编译 自Phys．Rev．Lett．2004，92：241302及 Physics Web News，24 Ju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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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说 明 

在 2004年6月28 13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上，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陈徐宗 

教授报道了他领导的研究小组成功地获得了单量子态与多量子态的玻色 一爱因斯坦凝聚体，该凝聚体的原 

子数为50万个，临界转变温度为500nK，这一研究结果引起了原子物理学同行们的兴趣． 

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的研究是近十年来国际物理学界关心的热点，200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最早 

实现玻色 一爱因斯坦凝聚的三位美国科学家．在北京大学985计划与教育部自然科学重大基金以及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陈徐宗教授、王义道教授领导的冷原子物理小组从 

2001年起开展了铷原子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的实验研究．三年来，在小组主要研究成员：博士后周小计、博士生 

陈帅、扬帆、夏林等同学的共同努力下，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实现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的双磁光阱超高真空系 

统，自己设计与制作了静磁阱与低噪声大电流驱动系统、几十路的光电信号时序控制系统、激光频率与强度的 

精密控制系统等，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磁光阱、偏振梯度激光冷却、磁阱转换与压缩、蒸发冷却等一些列过程 

的实验探索，终于实现了玻色 一爱因斯坦凝聚，观察到了作为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重要标志的纵横比的变化， 

与世界上其他研究小组不同，他们利用自己设计的磁阱，除了得到了单量子态的BEC之外，还获得了多个量子 

态的BEC，这标志着我国真正掌握了实现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技术，并跻身于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这一国际顶 

尖的研究领域．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的实现建立了一个研究冷原子与相干原子的平台，它在下一代原子钟、量 

子信息处理、量子信息存储以及物态转变等信息科学与基本物理前沿的研究中有着重要应用．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陈徐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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