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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课题组开展了有关材料设计基础的低维结构量子特性及计算设计研
究，至今，也仍在关注着这一领域的进展。
因此，我愿为该书作序，并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材料设计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自然界的生物为人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创新源泉！
生物膜是生物体中最基本的结构，经过长期的进化，形成了近乎完美的结构，具有许多独特的功能。
仿生膜研究主要包括细胞膜结构模拟、细胞膜功能模拟和形成功能器件等，它对了解生命活动过程和
形成智能化器件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有许多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都与仿生膜相关，如膜工程技术、生物医学材料
及体内植人物、人工器官、新型医学诊断与治疗制剂、新型传感器以及生物反应器等。
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但可推动技术进步，而且还会促进人类健康，并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仿生膜材料与技术》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仿生膜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以
丰富的内容、简洁的语言和精美的插图阐述了仿生膜的基本理论、仿生膜材料的分类与特点以及仿生
膜的应用领域和发展方向。
重点介绍了双层类脂膜、脂质体、包膜微泡和微胶囊等四种主要仿生膜材料在生物传感器、植人材料
的表面生物化、药物控制释放、超声造影成像和细胞移植等前沿领域中的应用。
　　用双层类脂膜构建生物传感界面为开发新型传感器提供了新的思路。
脂质体用作药物的载体使药剂学的研究进入了靶向给药的新天地。
包膜微泡超声造影剂的出现，开创了超声医学的一个崭新领域。
利用微胶囊可以构建一个包括早期探查、诊断和治疗在内的智能微胶囊系统。
作者从浅显的例子人手，介绍了如何模仿生物膜的结构和功能设计并制造出仿生膜传感器、超声造影
剂和智能微胶囊等新型仿生膜器件和仿生膜材料。
　　该书为读者提供了前沿的相关化学、材料、生物和医学知识，有利于读者开阔思路。
它的出版将对我国仿生膜材料与技术的研究开发有一定借鉴作用。
对从事仿生膜及相关学科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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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综合国内外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作者的研究工作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8章。
第1章简要叙述了生物膜的化学组成、结构、功能和特性。
第2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仿生膜的基础理论；重点介绍了表面活性剂的分类、理化和生物学性质；此
外，还介绍了脂质单分子膜、双层类脂膜、微乳和溶致液晶。
第3章至第8章主要介绍了仿生膜材料(主要包括双层类脂膜、脂质体、微胶囊和脂膜微泡)在生物传感
器、植人材料的表面生物化、药物控制释放、超声造影成像，免疫隔离和细胞移植等领域中的应用。
为读者提供了比较前沿的化学、材料、生物和医学知识，有利于读者开阔思路。
　　本书可供从事生物材料、纳米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生物、化学、医学和材料
等专业的研究生和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作为科学爱好者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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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的内在蛋白与外在蛋白结合以多酶复合体形式与膜脂结合，有的内在蛋白贯穿整个脂双层，两
端暴露于膜的内外表面，这种类型的膜蛋白又称跨膜蛋白，跨膜蛋白可分为单次跨膜、多次跨膜、多
亚基跨膜等。
　　如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和鸟苷环化酶受体等都属于单次跨膜受体（singlepass receptor），它们的多
肽链上只有一个跨膜的a一螺旋。
它的跨膜区仅为单向一次性的。
　　多次跨膜的多肽链中有多个跨膜旷螺旋区，.如肾上腺素受体、多巴胺受体、5一羟色胺受体、促
甲状腺素受体、黄体生成素受体等都是多次跨膜受体，此类受体在信号转导中全部同G蛋白偶联，有
反复的跨膜区段。
　　多亚基跨膜是由多个亚基共同组装成的受体，即多亚基受体（multisubunit receptor）。
例如，烟碱样乙酰胆碱受体属于多亚基跨膜受体。
乙酰胆碱受体是由5个亚基构成，这5个亚基的同源性很高，每一个亚基都是一个四次跨膜蛋白，跨膜
部分为四条a一螺旋结构，其中一条旷螺旋含较多的极性氨基酸，就是这个亲水区的存在，使五个亚
基共同在膜中形成一个亲水性的通道。
2.外周蛋白　　一些不嵌入脂质双层而只附着于脂质双层内外两侧的蛋白质，称为外周蛋白
（peripheral protein），也叫附着蛋白（protein-attached）。
实际上，有时外周蛋白与内在蛋白是难以区分的，因为许多膜蛋白是由多亚基组成的，其中有的亚基
插入在脂双层，有些亚基则是外周蛋白。
外周蛋白可以分为膜骨架蛋白和膜联系蛋白。
多数外周蛋白为水溶性的，占膜蛋白总量的20％～30％，在红细胞中占50％，如红细胞的血影蛋白和
锚定蛋白都是外周蛋白。
　　因为外周蛋白靠离子键或其他较弱的键与膜表面的蛋白质分子或脂分子的亲水部分结合，-外周蛋
白与膜的结合比较疏松，容易从膜上分离出来，只要改变溶液的离子强度或提高温度就可以从膜上分
离下来。
　　外周蛋白可以增加膜的强度，或是作为酶起某种特定的反应，或是参与信号分子的识别和信号转
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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