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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将纳米技术列入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四项任务之一，是因为纳米科
技正孕育着新的技术革命，给材料、信息、绿色制造、生物和医学等领域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发展
纳米科技将对社会与经济，乃至科技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纳米技术是在纳米尺度上研究物质的结构与反应机制，进行纳米结构表征与检测，是涵盖材料、物理
、化学、生物学与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跨领域的新技术。
纳米生物医学技术是纳米技术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融合，研究纳米尺
度的人造结构与细胞及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纳米尺度物质所特有的物理、化学性能，开发针对
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新型功能生物材料、医疗器件以及高效和高灵敏度的检测、诊断和治疗技术，提高
疾病的诊治和预防、预警水平，促进人民健康。
本书主编之一许海燕教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纳米医学联合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纳米结构生物材料
及其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研究，并加强与分子生物学和临床医学的交叉与合作，在利用纳米技术发展
组织修复材料及纳米药物传递系统方面取得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王琛教授是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扫描隧道显微技术的原理及应用研究，在利用扫描探针显微技术研究核酸凝聚现象等纳米
尺度上物质表面的物理和化学现象方面，取得了多项有意义的创新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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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纳米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展开，是生物医学技术和纳米技术有机结合。
全书共9章，详细阐述了纳米技术在生物医学若干领域的发展情况，包括纳米科技推动生命科学的发
展、纳米粒子与药物载体技术、癌症早期建仓的纳米技术与材料、以医学应用为目标的纳米器件、用
于生物传感器的纳米材料和技术、基于微纳加工技术的纳米生物传感器件、生命科学研究中的纳米表
征技术——原子力显微术、再生医学中的多肽分子自组装技术、电纺丝制备纳米纤维技术及其生物医
学应用研究、纳米材料对健康和影响及分析评价等；内容翔实、图文并茂，主要适合高等院校生物医
学专业学生、研究生、研究人员等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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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下对上述复合功能纳米粒做逐一介绍。
（一）多室纳米粒子用多室纳米粒子载体可以运载多种药物，实现一举多得的需求。
在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中，往往需要采用多种药物协同作用的治疗方案，因为单一的化疗药可以杀死
细胞，却不能改善肿瘤微环境，往往事倍功半，而新型复合纳米粒子可以将两种或多种药物运载至同
一微环境中发挥作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2005年的《自然》杂志上报道，他们开发了一种称为“纳米细胞”的
新型复合纳米粒，可以将血管生成抑制剂和化疗药物同时运载至肿瘤组织，并按照设定的顺序释放，
先阻断细胞养料来源，再杀死肿瘤细胞。
（二）靶向控制释放的纳米粒子载体对于抗肿瘤药物而言，药物释放的靶向性越强，药效越好，毒副
作用越小。
许多纳米粒子由于EPR效应的存在，可以被动地富集到肿瘤组织。
通过在纳米粒子表面连接相应的抗体或者配基，可以显著提高其对组织和细胞的靶向性。
利用纳米粒子的pH敏感等特性，还可以将药物运载至不同的细胞内区间释放。
传统的基因载体主要以病毒型载体为主，要有效地将基因运转至核内，载体还需要克服细胞质膜、内
体膜以及核膜等屏障。
要克服这些屏障，需要一种可以把特异性识别配基、逃逸溶酶体及显示核定位信号等多种功能综合到
一起的给药系统。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科学家据此提出了“程序包装”的概念，其基本思想是：首先建立一个克服所有屏
障的程序；然后构建功能性装置并进行合理的三维布局；最后研制能够将所有装置集合在一个纳米结
构上的技术。
已经有研究人员构建出了一种包膜型多功能纳米载体装置（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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