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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氧化硅和氧化锌纳米材料属于新型无机纳米材料，它们具有卓越的体积效应、量子尺寸效应、表面
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展现出特殊的光、电、磁等特性，在橡胶、涂料、光化学、催化和生物医
学等领域有着诱人的应用前景。
但是，在进行纳米材料的生产、开发和利用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就这些新型纳米材料对人类和生态环
境的影响予以研究和评估，这是保障纳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例如，职业接触二氧化硅会导致硅肺，接触氧化锌可能会染上锌铸造热等，那么，材料纳米化后，类
似的问题是否会出现？
纳米材料进入生物体后，材料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是否会引入新的未知的生物反应？
这些问题都是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
迄今，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结果发表。
《二氧化硅和氧化锌纳米材料生物效应与安全应用》一书整理和总结了相关研究结果，以期为两种纳
米材料的安全性研究提供参考。
本书分为两篇，分别介绍二氧化硅和氧化锌纳米材料目前在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
第一篇介绍了二氧化硅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工作，共分8章。
第1、第2章简要介绍了二氧化硅纳米材料的理化特性及应用、制备方法、常用的表征技术及在各行业
领域中的应用；第3章从纳米材料的应用所涉及的暴露途径介绍了生物体暴露于二氧化硅纳米材料的
特点及相应的可能转运途径；第4～7章介绍了二氧化硅纳米材料暴露后对肺脏、心血管系统、免疫系
统和其他组织器官的影响；第8章总结了二氧化硅纳米材料的表面特性与其生物效应的相关性，探讨
了降低二氧化硅纳米材料毒性的方案以及纳米材料安全性研究的重点。
该部分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丰伟悦等同志承担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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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氧化硅和氧化锌纳米材料是我国工业生产规模较大的纳米粉体材料。
人们对其使用安全性问题极其关注。
本书分为两篇，分别介绍了二氧化硅和氧化锌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与安全应用研究进展，各篇首先对
相应纳米材料的制备、应用、性质和表征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次从暴露的方式、整体／器官毒性和
机理、细胞毒性和生态毒性等方面就目前的研究进展和研究重点予以介绍。
最后，对两种纳米材料的毒性的解决方案，以及今后的相关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本书可供研究生、本科生以及与纳米材料研究、生产相关的科研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及政府相关监
督管理部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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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热稳定性研究表明，由于纳米二氧化硅可与涂膜中的齐聚体链段产生某种相互作用，阻碍
链段的运动，从而可以提高涂膜的玻璃化温度。
刘立柱等以丙交酯和改性后的纳米二氧化硅为原料，在辛酸亚锡催化作用下，制备了聚乳酸纳米二氧
化硅复合材料，采用热重法（TG）对其热稳定性进行了表征。
结果发现，随着纳米二氧化硅含量的增加，聚乳酸纳米二氧化硅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越来越好。
1.2.6 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纳米二氧化硅由于具有独特的结构可变性和高的表面反应活性，在生物N-"
学领域中的应用已经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
纳米二氧化硅具有表面积大、尺寸可调、形貌可控、较高的热稳定性和耐水解性等特点，是当前研究
得最多和最充分的介孔材料之一。
自1992年Kresge等首次运用纳米结构自组装技术制备出具有均匀孔道、孔径可调的介孔二氧化硅分子
膜（MCM－41）以来，目前已经合成出蠕虫状、二维六方相、三维六方相、立方相和薄层状等不同
形貌的有序介孔二氧化硅材料。
这些介孔材料以其比表面积和孔体积大、孔径均一、纳米孔径尺寸可调及生物相容性好等特点在可控
的药物传输和释放、基因传递、生物传感、细胞标记和分离等生物医学领域展现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节将重点介绍纳米二氧化硅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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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氧化硅和氧化锌纳米材料生物效应与安全应用》是纳米安全性丛书之一。
丛书组织全国10余个研究机构的一线科研人员，近百人参与搜集、整理、编写工作。
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最为广泛的纳米材料的毒理学知识和安全性应用的基础知识：包含在我国大规模
生产和使用的纳米材料，生产规模还不大但是安全性争议很大的纳米材料，自然界没有而是完全人造
的纳米材料等。
并希望能够为保障国家纳米科技整体发展所需的安全性和国际竞争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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