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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科学家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大部分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力学术刊物上。
长期以来，最新的知识总是在精通英语的发达国家首先传播，被他们的企业优先应用，率先开发出新
性能、更安全的新产品，迅速占领发展中国家（如我国）的市场。
我们之所以总是不得不跟踪别人的技术，自己缺乏技术创新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这种局面不改变，中国的产业界和学术界将永远处于劣势地位。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是我们这个被叫做“科学家”的群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由于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要求中国的企业家、负责产品设计和技术开发的研究人员以及科技管理部
门和政策制定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及时跟踪阅读国际学术刊物的相关英语论文，不是一个很现实的
解决方案。
因此，如果各个领域都有人组织专家，及时收集整理、归纳分析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编写出
版成体系的中文书籍，把最新的知识提供给国内的需求者，如教育工作者，在学的研究生、大学生、
中学生，产业界的新产品研发者，政府管理人员、政策制定和执行人员，科学普及者，基础科研人员
，技术研发人员等，就会大大缩短有效利用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来发展先进技术的周期，有助于我们抢
占先机，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这套《纳米安全性丛书》就是基于这个想法的一次尝试。
从国家利益来讲，基础研究不仅需要在国际公认的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高质量研究论文，也应该为国
内纳税人及时提供系统的知识财富，尤其是便于那些国际化程度还不很高的大量的中国企业尽早使用
。
因此，我们在完成国家“973”项目研究的同时，组织全国十余个研究机构的一线科研人员收集整理国
内外陆续发表的与纳米安全性相关的最新资料，近百人参与了这套（10本）纳米安全系列中文书籍的
编写工作。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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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
容涵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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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产品和纳米技术的安全性问题正在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市场准入”的策略。
中国能否抢先制定、提出各种纳米材料和产品的安全指标，事关巨大国家利益。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率先获取充分的基础研究数据，培养和建立我国在纳米安全领域的高水平专业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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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二氧化钛纳米材料的应用领域、制造方法、性质和表征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从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综述了二氧化钛纳米材料对生物体、细胞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及
其可能的产生机理。
最后，介绍了二氧化钛纳米材料的修饰与安全应用，并对增强材料的生物相容性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希望本书能为建立纳米二氧化钛的环境健康安全暴露评价体系(包括暴露途径和安全暴露剂量等)，制
定纳米材料环境安全性评估方法和评估标准提供参考和依据，有助于指导纳米二氧化钛的安全生产和
合理使用。
    本书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与纳米科技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企业以及
政府监督管理部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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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应用于气体净化的过滤、吸附、负氧离子以及臭氧技术等均难以持续有效地实现净化；而TiO2
纳米材料光催化氧化技术不仅可用于大气环境中污染气体的降解，如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还可用于
室内居住环境的改善，这对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
室内有害气体包括装饰材料等释放出的甲醛及生活环境中产生的甲硫醇、硫化氢、氨等，这些气体在
极低浓度时就使人产生不适感。
研究表明，在居室、办公室窗玻璃、陶瓷等建材表面涂敷Ti02纳米材料光催化薄膜或在房间内安
放Tio2纳米材料光催化设备均可有效地降解这些有机物，净化室内空气。
以下即以甲醛污染的控制为例进行说明。
1.甲醛污染的控制甲醛又称蚁醛，是最简单的醛类物质，具有防腐、消毒的功能，主要用于塑料、橡
胶、树脂、胶合板以及黏合剂的生产，广泛应用于皮革、纺织、制药等行业。
然而甲醛也是一种毒性物质，在我国有毒化学品优先控制名单上高居第二位，并且已被世界卫生组织
确定为致癌和致畸物质。
长期接触低剂量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月经紊乱、妊娠综合征，引起新生儿体质降低、染色体
异常，导致鼻腔、口腔、咽喉、皮肤和消化道发生癌变。
因此在室内环境主要污染物中，甲醛是被重点监测和控制的物质。
家庭装修时使用的胶合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和刨花板等人造板材是室内甲醛的主要来源。
这类板材的生产多使用脲醛树脂作为胶黏剂，脲醛树脂由甲醛和尿素在一定条件下反应制得，不合格
板材中残留的甲醛逐渐释放到周围环境就导致室内甲醛浓度超标。
其次，多种装饰材料都含有甲醛成分，例如墙布、墙纸、化纤地毯、泡沫塑料、油漆和涂料等。
另外，香烟等一些有机材料的燃烧也会产生甲醛。
传统用于室内甲醛净化的方法主要有吸附技术、光催化技术、低温等离子体技术以及催化氧化技术。
吸附技术主要采用活性炭和分子筛等高比表面材料来吸附甲醛，但由于吸附能力有限，需定期再生或
更换，易产生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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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氧化钛纳米材料生物效应与安全应用》编辑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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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