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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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把握和高度概括的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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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纳米毒理学>>

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纳米材料对人体的影响、纳米材料与生物体系的相互作用及纳米材料的风险评估等几个
方面阐述了所有关于纳米技术风险知识的空白领域，涵盖了纳米材料暴露风险涉及的主要方面，概述
了各种人造纳米结构材料的毒理学效应和生物学性质（体内或体外），其中包括金属纳米颗粒、金属
氧化物纳米颗粒、树状大分子、量子点、纳米簇、纳米结晶、纳米线、富勒烯、富勒烯衍生物、单壁
和多壁碳纳米管、功能性碳纳米管、聚合物纳米颗粒、炭黑、纳米涂层、纳米药物等其它纳米材料的
毒理学效应和生物学性质，阐明纳米颗粒穿越不同生物屏障的能力以及与纳米特性的关系；揭示生物
微环境与纳米颗粒的相互作用规律；阐明进入体内的纳米颗粒的迁移行为、蓄积靶器官及其对纳米特
性的依存性；揭示纳米特性、剂量、暴露途径等与其生物毒性的关系，揭示决定纳米材料的安全暴露
剂量、安全纳米尺寸、安全暴露途径的共性规律。
此外，本书概括了各种纳米材料在生产和应用过程中对人类暴露的识别、辨认和量化的危险，简要描
述了纳米材料在临床诊断、药物传输、疾病治疗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医学和治疗学的利益及其作用的药
理学和免疫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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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SCI论文300余篇，出版中文著作6部、英文著作2部。
曾获国际放射分析化学和核化学领域的最高奖项Hevesy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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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术组织或刊物的委员、顾问或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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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学技术大系》序《纳米安全性丛书》序前言第1章 纳米毒理学概述1.1 纳米毒理学与研究现
状1.1.1 什么是纳米毒理学?1.1.2 纳米技术：从科学预言到市场产品1.1.3 纳米科技发展必然出现的分支
领域：纳米毒理学1.1.4 纳米毒理学研究现状分析：国家、研究机构、实验室1.1.5 纳米毒理学研究现状
思考1.2 纳米毒理学的溯源1.2.1 病毒学(病毒是典型的活着的纳米颗粒)1.2.2 工业烟雾颗粒1.2.3 大气颗粒
物1.2.4 人造纳米颗粒1.3 纳米毒理学的特征1.3.1 新的剂量单位在纳米毒理学中的重要性1.3.2 表面吸附
在纳米毒理学中的重要性1.3.3 医学应用广泛1.4 纳米毒理学：迫切需要体内研究1.5 纳米毒理学：阶段
与问题1.6 纳米毒理学：重要目标1.7 纳米毒理学：利益与风险之间平衡的桥梁1.8 纳米毒理学：展望参
考文献第2章 纳米材料的生物吸收、分布、代谢、排泄与急性毒性2.1 纳米颗粒的体内吸收2.1.1 纳米颗
粒在肺部的沉积和吸收2.1.2 纳米颗粒在皮肤的渗透和吸收2.1.3 纳米颗粒在胃肠道的沉积和吸收2.2 纳
米颗粒在体内的迁移和分布2.2.1 吸入暴露的迁移和分布2.2.2 口服暴露的迁移和分布2.2.3 其他暴露途径
的迁移和分布2.2.4 迁移和分布的影响因素2.3 纳米颗粒的代谢和排泄2.4 纳米颗粒的急性毒性2.4.1 心血
管系统对纳米颗粒的急性毒性反应2.4.2 呼吸系统对纳米颗粒的急性毒性反应2.4.3 肝脏对纳米颗粒的急
性毒性反应2.4.4 肾脏对纳米颗粒的急性毒性反应2.4.5 神经系统对纳米颗粒的急性毒性反应2.4.6 皮肤对
纳米颗粒的急性毒性反应2.4.7 系统急性毒性反应：氧化应激损伤参考文献第3章 细胞纳米毒理学：纳
米颗粒与细胞的相互作用3.1 纳米颗粒的细胞摄入3.1.1 细胞摄入的纳米表面结构效应以及表面修饰效
应3.1.2 细胞摄入的纳米尺寸效应3.2 纳米颗粒对肺泡巨噬细胞的影响3.2.1 细胞吞噬能力和趋化性3.2.2 
细胞膜和细胞骨架3.2.3 细胞坏死和凋亡3.3 纳米颗粒对其他肺细胞的影响3.4 纳米颗粒对皮肤细胞的影
响3.5 纳米颗粒对肝细胞的影响3.6 纳米颗粒的细胞生物学效应参考文献第4章 分子纳米毒性学：纳米材
料与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4.1 纳米颗粒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4.1.1 结构特性和化学效应4.1.2 纳米颗粒与
蛋白质的尺寸效应4.1.3 弱相互(非共价键)作用4.1.4 靶蛋白作用的选择性及其医学应用4.1.5 细胞信号通
道调节4.1.6 纳米毒性的生物标志物4.2 纳米颗粒的抗原性4.2.1 人造纳米材料的免疫学性质4.2.2 纳米颗
粒与补体的相互作用4.2.3 生物体系对纳米体系的识别作用4.3 纳米颗粒与核酸的相互作用4.3.1 尺寸效
应4.3.2 协同效应4.3.3 DNA切割4.3.4 诱导基因突变4.3.5 基因转运载体参考文献第5章 纳米颗粒进脑的能
力及神经生物学效应5.1 纳米颗粒进脑的能力与途径5.1.1 纳米颗粒跨越血脑屏障进脑5.1.2 纳米颗粒通
过嗅觉神经转运进脑5.1.3 感觉神经末梢摄入纳米颗粒再转运进脑5.2 纳米颗粒在脑中的迁移、输运与
代谢5.2.1 纳米颗粒在脑中迁移、输运与尺寸效应5.2.2 纳米颗粒在脑中的化学种态5.3 纳米颗粒的中枢
神经毒理学效应5.3.1 大气纳米颗粒物暴露与神经系统炎症反应5.3.2 人造纳米颗粒暴露与神经系统损
伤5.3.3 神经细胞对纳米颗粒的摄入作用5.4 纳米颗粒的神经细胞生物学效应5.5 纳米颗粒的神经分子生
物学效应——对神经生化标志物与神经递质的影响5.6 纳米颗粒的其他神经生物学效应5.7 纳米颗粒神
经毒性的机制参考文献第6章 呼吸暴露纳米颗粒对心肺系统的毒理学效应6.1 呼吸暴露纳米颗粒对呼吸
系统的影响6.1.1 纳米颗粒的体内分布及代谢6.1.2 纳米颗粒穿越肺泡一毛细血管屏障的能力6.1.3 纳米颗
粒的肺外转运及代谢动力学6.1.4 低剂量长期暴露纳米颗粒的肺部毒性6.2 呼吸暴露纳米颗粒对肺部损
伤的年龄差异6.2.1 纳米颗粒引起肺功能生化指标变化的年龄差异6.2.2 纳米颗粒引起肺组织病理学变化
的年龄差异6.2.3 纳米颗粒引起肺部损伤的敏感性的年龄差异6.2.4 不同年龄段需要不同的毒性评价指
标6.3 呼吸暴露纳米颗粒对心血管系统损伤的年龄差异6.3.1 纳米颗粒引起血清中组胺含量变化的年龄
差异6.3.2 纳米颗粒引起心肌缺氧的年龄差异6.3.3 纳米颗粒引起心肌细胞损伤的年龄差异6.3.4 纳米颗粒
引起房室传导阻滞的年龄差异6.3.5 纳米颗粒引起血液流变学变化的年龄差异6.4 呼吸暴露纳米颗粒对
凝血系统的影响6.4.1 吸入纳米颗粒导致的氧化应激反应6.4.2 吸入纳米颗粒对凝血系统的影响6.4.3 纳米
颗粒暴露对血管内皮系统的影响参考文献第7章 胃肠道摄入纳米材料的毒理学效应7.1 胃肠道摄入纳米
颗粒的急性毒性7.2 胃肠道摄入纳米颗粒引起的离子超载7.3 胃肠道摄人纳米颗粒引起的碱中毒7.4 纳米
颗粒超高化学反应活性决定其生物毒性7.5 胃肠道摄入纳米颗粒的毒性与尺寸效应7.6 胃肠道摄入纳米
颗粒的毒理学效应的异常与复杂性参考文献第8章 纳米特性与生物效应的相关性8.1 纳米尺寸对纳米毒
性的影响8.1.1 急性毒性中的纳米尺寸效应8.1.2 观测对象器官选择影响纳米尺寸效应8.1.3 毒性级别的判
定与纳米尺寸效应8.1.4 呼吸系统毒性的纳米尺寸效应第9章 纳米毒理学的实验技术与研究方法附录 参
考文献分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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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纳米毒理学是纳米科学与生命科学交汇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2005年纳米毒理学专业
学术刊物在英国创刊，标志这个新领域的形成）。
传统的毒理学一般归属于大的生物医学范畴，然而，纳米毒理学很难如此归属。
这是因为，仅有生物学或医学的方法和知识，几乎无法研究和阐述纳米毒理学。
纳米毒理学许多新的概念，与生物学或医学关系甚少，反而与化学、物理的关系更加密切。
比如，纳米尺寸效应、纳米表面效应、量子效应、分散一团聚效应、比表面积效应、高表面反应活性
、表面吸附、颗粒数浓度效应、自组装效应等。
这些在纳米尺度下特有的量一效关系，大部分属于前沿化学或物理学与生物医学的交叉，因此，纳米
毒理学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
尤其需要化学、物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医学等领域的知识和研究手段，进行真正的学科交叉（
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都难以胜任），因此，充满了科学创新的机遇。
纳米毒理学，是研究纳米尺度下，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尤其是新出现的纳米特性对生命体系所产生的
生物学效应，尤其是毒理学效应。
纳米毒理学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方式描述纳米物质／颗粒在生物环境中的生物学行为，以及生态毒理学
效应。
揭示纳米材料进入人类生存环境对人类健康可能的影响。
加强我们对纳米尺度下物质的健康效应的认识和了解，不仅是纳米科技发展产生的新的基础科学的前
沿领域，也是保障纳米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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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纳米毒理学:纳米材料安全应用的基础》是纳米科学技术大系·纳米安全性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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