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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几年，纳米科学领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受到了来自公众、政府机构及科学团体的极大关注。
然而，在将纳米技术运用到纳米医学领域或者进行科学的职业或环境暴露危险性评估之前，我们还要
克服许多挑战。
因而，纳米毒理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应运而生。
此书是第一本为纳米材料安全性提供相关基础知识的书籍，旨在为基础研究科学家、环境科学家、毒
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风险评估家、联邦政府机构等人员进行纳米材料的职业和环境卫生安全性
评价服务。
纳米颗粒的命名标准、决定纳米颗粒毒性和特征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开展体内外研究所遇到的困难均
展示给读者；包括：在危险性评估分析中，应用明确表征过的材料开展研究工作、确定纳米颗粒的剂
量、解决团聚问题、生物学分布和动力学以及暴露水平等的技术及重要性。
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电子显微技术及纳米粒子分散度来评价纳米颗粒毒性的方法亦编人本书，
本书还涵盖了已经用于研究纳米颗粒有害效应的特定靶器官（眼、肺、心血管、皮肤和神经系统等）
。
此外，有关纳米材料的去向及其特性对环境及生态的影响也予以阐述。
暴露与危害的相关知识对于理解纳米材料的相关危险度是必需的。
我们需要广泛地掌握运用于经皮、经口及吸入暴露等的知识，才能做好危害性评估。
有必要评价适用于所有颗粒材料安全性的通用原则，以便在生产中的职业暴露、学术研究实验中的暴
露以及生产废料或废料再利用之中的环境暴露后，建立特定的纳米毒理学安全性与检测方法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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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纳米毒理学(中文翻译版)》是国际上第一本为纳米材料安全性提供相关基础知识的书籍，旨在
为学者进行纳米材料的职业和环境安全性评价服务。
全书共分25章，充分阐述了纳水毒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纳米材料的物化性质以及纳米材料的安全性
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研究展望。
《纳米毒理学(中文翻译版)》可供从事环境科学、毒理学、化学以及从事纳米科技研究的人员参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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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意义第3章 纳米材料的定向性理化表征第4章 决定纳米颗粒潜在毒性的理化特性第5章 工作场所
纳米颗粒的暴露评价第6章 纳米颗粒的生物分布：来自药物递送的认识第7章 纳米颗粒与生物膜的相互
作用：以树状聚合物为对象研究其物理机制第8章 评价纳米颗粒转运的胎盘生物学屏障模型第9章 纳米
材料的药代动力学第10章 人类接触纳米颗粒评估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11章 纳米材料在肺表面分布的
体外毒性研究：柴油机排出的超细颗粒及细小矿物粉尘研究第12章 纳米材料的基因细胞相互作用：从
遗传毒性到基因组学第13章 碳纳米管对角质化细胞蛋白质表达的影响第14章 评价空气散播纳米颗粒导
致潜在有害肺效应时的关键问题第15章 碳纳米管暴露的心血管效应第16章 纳米颗粒暴露对止血和血栓
形成影响的机制研究第17章 纳米颗粒的肺及心血管效应第18章 了解纳米颗粒的潜在神经毒性第19章 纳
米材料的皮肤效应第20章 纳米颗粒的眼毒性第21章 纳米颗粒与生物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在细胞内信号
传导中的激活作用第22章 环境中纳米颗粒的发生、演变及表征第23章 纳米颗粒对水生生物的影响第24
章 纳米材料对环境的影响第25章 纳米技术和毒理学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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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表面积除了尺寸大小外，表面积也是毒理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随着纳米颗粒尺寸的减小，有更多比例的原子排列在颗粒表面，表面积／体积比也随之增大。
随着尺寸减小，单位质量的颗粒中呈指数倍增加的潜在活性基团排列在颗粒表面，势必导致纳米材料
的整体活性增强。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金，众所周知它很难被氧化，但如果将尺寸控制在几纳米时，它可以自燃。
并且，尺寸越小意味单位质量中含有更多的个体数目，其潜在的生物相互作用大大增强了。
例如，在大鼠的TiO2和BaSO4吸人性实验中，Ti02能诱发比BaSO4更严重的肺部炎症，而当总表面积相
同时，两种物质引起的效应却近乎相似。
形状纳米材料可呈现出各种形状和结构，如球状、针头状、管状、柱状、板状等。
形状主要有两种主效应：一是当纳米颗粒分别为溶液和气溶胶状态时，等质量的球状颗粒和长方状颗
粒的流体半径（后者半径大）的变动性大，导致在气相和液相的流动性和扩散性差异很大；二是在生
物介质中形状不同对颗粒的沉积和吸附有影响，因为细胞内离子通道的阻断机制很可能取决于纳米颗
粒的形状。
体外毒理学实验研究的一些结果显示，CNT促使血小板凝集，而富勒烯不会。
研究发现，相同长度的单壁纳米碳管（SWNT）比多壁纳米碳管（MWNT）毒性更大，这说明柱状和
石墨层环状这两种CNT特殊形状能影响其生物活性。
虽然CNT和石棉的化学组成完全不同，但长而薄的CNT有可能导致与吸入石棉纤维相类似的效应。
目前，对相似化学组成的无机CNT没有进行详细的研究，其形状和形状／组成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也是
未知的。
化学组成化学组成即元素成分和化学结构，是所有物质的一种内在特征，因此它也是了解纳米材料生
物学行为的一个重要参数。
纳米材料有很多种化学组成，从完全的无机成分如金属（铁、镍、锌、钛、金、银、钯、铱和铂）到
金属氧化物（二氧化钛、二氧化锌、二氧化硅、氧化铁等）再到全部的有机成分（富勒烯、CNT、纳
米聚合物、生物分子）。
还有一些纳米材料是混合物，表现出“核一壳”结构，如半导体纳米晶体量子点（QD）是由非金属
结晶状核和无机外壳组成，在生物医学影像电子应用领域有着特殊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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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纳米毒理学(中文翻译版)》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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