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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生物来源的DNA、蛋白质、肽类、多聚糖、脂质等具有重要药用价值的纳米材料及
作为药物纳米载体的制备技术。
全书分三个部分共12章：第1至第4章为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DNA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表征、性质
及其脂质、壳聚糖复合物在基因治疗中的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等；第5至第8章为第二部分，阐述了基
于多肽和蛋白质的纳米材料的来源、修饰及其特殊的组装结构在给药系统中的应用；第9至第12章为第
三部分，阐述了药物纳米粒的制备方法、定位药物输送的功能性固体脂质纳米粒的制备及在临床肿瘤
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并对纳米粒跨膜转运的机制进行了探讨。
    本书可供从事药学、医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大学生、研究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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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库马尔（Challa Kumar）现为美国Baton Rouge的先进微结构与器件中心（CAMD）纳米制造组负责人
，主要从事纳米材料的新合成方法以及基于纳米技术的新治疗方法、诊断和检测工具的研究。
加入CAMD前，他曾在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和联合酿酒厂从事八年的工业研究。
目前担任美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杂志Journal of Biomedical Nanotechnology主编，Willey-VCH公司出
版的十卷《生命科学领域中的纳米技术》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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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基于DNA的纳米材料3 脂质体－核酸复合物将用于基因表达的质粒DNA或用于基因沉默的反
义寡脱氧核苷酸（ODN）、小干扰RNA（siRNA）导入到细胞内是生物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
治疗遗传性疾病的一种颇有前途的方法。
目前基因传输中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病毒载体。
作为一种合成的替代物，阳离子脂质体介导的核酸传输体系近几年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与病毒载体相比，脂质体虽然转染效率较低，但是它具有免疫原性低、易于大批量生产的优点，同时
对所传递基因的尺寸也没有限制。
到目前为止，共有87例用脂质体作为载体的基因治疗方案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主要针对包括囊性纤维
化、动脉疾病和多种癌症在内的疾病治疗。
带负电荷的核酸和带正电荷的阳离子脂质体混合，可以自发形成有序聚集体，称为脂质体－核酸复合
物（1ipoplex）。
脂质体－核酸复合物在基因治疗中具有巨大潜力，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其如何发挥功能的机理的认识仍
然不充分。
本章将简要综述当前脂质体－核酸复合物的研究状况，重点阐述其微观结构以及结构和传输效率间的
关系。
本章将首先描述DNA脂质体复合物的组成、结构和功能，接着讨论反义寡脱氧核苷酸（ODN）
、siRNA脂质体复合物与DNA脂质体复合物的不同之处。
3.2 DNA脂质体复合物3.2.1 组成阳离子脂质在自然界中并不常见，但通过化学合成获得了大量的阳离
子脂质，用于基因治疗。
阳离子脂质包含一个阳离子头部基团、一个连接部位和一个疏水片段，而疏水片段通常是由两条碳氢
链组成。
已有文献综述了脂质结构的变化对脂质体复合物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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