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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在于对药物微囊化新技术及其在药物制剂开发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介绍。
全书共分七章，不仅对可生物降解傲球、纳米粒、脂质体、药用微丸的制备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了系统
、深入的阐述，而且对物理机械法微囊化的装置进展、微粒的释药数学模型、国外目前成熟的药物微
囊化技术平台以及上市产品等进行了详细介绍。
　　实用性和新颖性是本书的两大特点。
本书编写人员均为多年从事上述领域研发和教学的一线专业人员，内容除系统介绍制备技术、新型辅
料和装置的应用外，还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对工艺中常见问题及可能解决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读者有很好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本书适用于从事药学、生命科学和化工等领域研究和开发的技术人员，也可供相关专业高年级本
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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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第一章　可生物降解微球制备技术及其应用第一节　概述药物微囊化（microencapsulation）技术是
现代药剂学中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利用其开发新型给药系统（drug delivery system）一直是人们关注
的热点。
该技术由若干边缘学科交会而成，不但需要深厚的聚合物知识，熟练的乳化及相关制剂技术，而且必
须对药物包括多肽蛋白质类药物的理化性质及生物学特性有一定深度的了解。
在1970年以前，微囊化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很神秘的工艺，国外只有少数几家医药公司有能力开展相关
研究，而且在学术会议上也很少有关于这方面的报告。
如今，药物的微囊化技术已成为许多医药开发公司和高等院校广泛研究的热门课题。
除制药工业外，化工、农业、香料甚至核工业等领域也利用微囊化技术作为解决各自问题的新手段。
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最初从事的微囊化课题是将染料包封在微囊中，再制成无碳复写纸
（carbonless pa-per），而如今将各种蛋白质和基因药物包载到微囊中作为给药系统应用于临床治疗已
不是什么难题了。
讨论微囊化技术的专业期刊，如《Journal of Microencapsulation（微囊化杂志）》也于20世纪90年代问
世。
微囊（microcapsules）系利用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材料（通称囊材），将固体或液体药物（通称囊心
物）包裹成直径1～5 0001um（通常为5～250um）的微小胶囊。
这种由囊材包裹囊心物形成的微小贮库（reservior）型结构称为微囊。
如果囊心物溶解和（或）均匀分散在高分子材料基质中，形成骨架（matrix）型的微小球状实体，则
称为微球（microspheres）。
微球和微囊实际上很难区分，一般通称为微粒（microparticles）。
制备微囊的过程称为微囊化（microencapsulation）。
直径大小以微米（um）计的囊或球称微囊或微球；以纳米（nm）计的则称纳米囊（nanocapsules）或
纳米球（nanospheres），人们通称其为纳米粒（nanoparticles）。
它们都可以作为药物的载体，构成给药系统（drug delive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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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物微囊化新技术及应用》适用于从事药学、生命科学和化工等领域研究和开发的技术人员，也可
供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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