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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兴前沿领域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及时整理、归纳、出版前沿科学的系统性专著，一直是发达
国家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国家保持科学技术的领先权和引领作用的
重要策略之一。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离不开知识的传播：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得到了“数据”（论文），这
只是“信息”。
将相关的大量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形成体系并实践，才变成“知识”。
信息和知识如果不能交流，就没有用处，所以需要“传播”（出版），这样才能被更多的人“应用”
，被更有效地应用，被更准确地应用，知识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国家才能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
发展。
所以，数据－信息－知识－传播－应用－效益－发展，这是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流程。
其中，知识的传播，无疑具有桥梁的作用。
　　整个20世纪，我国在及时地编辑、归纳、出版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前沿的系列专著方面，已经大
大地落后于科技发达国家，其中的原因有许多，我认为更主要的是缘于科学文化的习惯不同：中国科
学家不习惯去花时间整理和梳理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知识，将其变成具有系统性的知识结构。
所以，很多学科领域的第一本原创性“教科书”，大都来自欧美国家。
当然，真正优秀的著作不仅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对这个学科领域的
充分把握和高度概况的学术能力。
　　纳米科技已经成为21世纪前沿科学技术的代表领域之一。
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会刊在2006年12月评论：“现在的发达国家如果不发展纳米科
技，今后必将沦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科技强国都将发展纳米科技作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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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纳米科技发展迅猛，正在和将要给生物医药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运用纳米科技研制纳米药物在预防、诊断和治疗人类疾病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纳米药物与传统药物相比，具有更高的生物利用度、靶向性、缓控释性和制剂顺应性等，因此可提高
药效，降低不良反应，已成为国内外医药界的研究热点。
但如何确保纳米药物的安全性也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纳米药物安全性》一书的出版将对我国纳
米药物安全性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本书共分7章，分别介绍纳米药物的研究进展、纳米载药系统的制备、纳米技术降低药物不良反应、
纳米药物质量研究和药物动力学、纳米药物的毒性机理以及纳米药物的安全性评价等内容。
    本书可供生物医药和纳米科技领域有关科研人员参考阅读，亦可作为大专院校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
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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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1.1纳米载药系统的研究进展　　纳米药物通常是指运用纳米技术、特别是纳米
化制备技术（包括药物的直接纳米化和纳米载药系统）研究开发的一类新的药物制剂，是纳米科技中
最接近产业化、最具发展前景的方向之一。
纳米药物与传统药物相比，具有更高的生物利用度、更好的溶解性、靶向性及缓控释性等，因此能够
有效提高药效，降低不良反应，已成为当前国际医药学界的前沿和热点。
　　尽管纳米药物的发展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它的一些基础研究在更早就出现了。
例如，第1例脂质体是1965年提出的，第1例可控释的聚合物体系是1976年提出的，第1例长循环载药体
系是1994年提出的，第1例偶联的量子点是1998年提出的。
现在常用的纳米载药系统有聚合物纳米粒、胶束、脂质体、微乳、树状大分子、磁性纳米粒和量子点
等。
　　1.纳米脂质体　　纳米脂质体（nano liposome）一般指粒径在20～80 nm的小单室脂质体（single
unilamellar vesicles，SUV），通常由磷脂（蛋黄卵磷脂、大豆磷脂和合成磷脂）与胆固醇构成，用作载
药系统，具有增强药物靶向性、延长药物作用时间、提高药物稳定性、降低药物不良反应等特点。
其结构的可修饰性使开发具有特殊性能的脂质体成为可能，如聚乙二醇（polyet hylene glycol，PEG）
修饰的隐形脂质体、单抗修饰的免疫脂质体以及pH敏感脂质体、温度敏感脂质体、磁性脂质体等。
此外，阳离子脂质体作为基因药物的非病毒载体备受关注。
脂质体用于药物载体的研究已有近40年的历史，制备技术已相对成熟。
　　2.固体脂质纳米粒　　固体脂质纳米粒（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SIN）是以固态的天然脂质或合
成的类脂为载体材料制备的纳米载药系统。
其最大特点一是采用生理相容性好、低毒性的类脂材料，二是可采用已成熟的高压匀质法实现工业化
生产。
同时还具有药物控释和靶向特性、较高的载药量、改善药物稳定性等优点。
为了提高载药量，防止类脂基质结晶导致药物突释现象，近年来又发展了纳米结构脂质载体（nanost
：ructured lioid carriers，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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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在完成国家973有关纳米安全性项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
书中对纳米药物的制备工艺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纳米药物质量标准、药物代谢动力学进行了初步介绍
，并对纳米技术降低药物毒副作用的途径进行了系统探讨，对纳米药物与活性氧有关的毒性机理等进
行了阐述。
最后，对纳米药物的安全性评价方法作了系统介绍。
　　本书适读于纳米药物安全性相关领域科研人员及生产管理人员，纳米医药生产、销售等企业以及
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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