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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德国人K.Zosel开创了超临界萃取以来，超临界流体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经经历三十多年。
通常人们一提到超临界，总是把它与萃取联系起来。
二十几年前美国人D.w.Matson首次引入超临界溶液快速膨胀（RESS）时，当时的人们也许没有想到由
此而发展产生了十多种超临界流体制粒方法，而如何总结和归类这些方法也的确让搞超临界制粒的科
学家们烦恼。
　　为了与制粒这一新型学科“接轨”，作者比较了这十几种超临界制粒方法最原始的英文说法，其
中最简单的就是1997年由R.E.Siever·s发明的PGSS方法，PGSS的全称为“Particles from Gas-saturated
Solutions”，即“气体饱和溶液制粒”。
以此为参考，用“Particles from Super·critieal Fluids’（缩写为PSF）来表述“超临界流体制粒”是最
简明的了。
　　超临界流体的“神奇”使其应用领域一直在不断延伸着。
超临界流体制粒最早的应用在纳米医药方面，后来由于具有“零”表面张力，超临界二氧化碳的应用
延伸到与医药不相关的芯片制造领域，来自美国、日本的超临界流体精密清洗和成膜专利文献大量涌
现。
本书中也将对这方面的应用进展予以介绍。
　　由于纳米医药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本书不涉及纳米医药器械和与生物有关的纳米生物医药，只
涉及与化学有关的超临界流体制备纳米医药。
20世纪90年代P.Jani等人发表的数据证明：药物粒子粒径越小越能深人人体内，即药物最终将通过血液
循环进入体内。
医学科学家对药物粒子粒度的高度重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类最终征服各种疑难病症。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超临界流体技术与纳米医药和基因工程联系起来时，必定会对人类最终攻
克癌症、心血管疾病、基因病等产生重要影响。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文献中心皇甫志君、国家科技情报中心谭丽宏和国家专利
（知识产权）局郎幼赤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同样还有国家图书馆、化工部情报中心和解放军医学图
书馆等单位同志的大力支持，当然还有我的妻子司桂琴。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保障，完成这部小册子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北京化工大学汪文川教授对本书提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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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临界流体与纳米医药尹恩华编著本书将超临界流体技术与医药纳米粒子的制备相结合，归纳、总结
、分析了国内外十几种超临界流体制粒技术的原理、工艺、应用，并对与此相关的先进的药物投递系
统进行了介绍，可供从事与超临界技术相关的化工、医药、材料、环保、能源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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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喷雾干燥制备粉体材料一般在100℃以上的高温下进行，而超临界流体制粒方法是在相对较低温度
下（一般35～70℃）进行。
超临界流体流体制粒方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对医药材料微粒化的广泛适用性，尤其对于像蛋白质
等热敏、容易失去活性的生化药品的“粉碎”。
当然也包括易敏性的炸药、色素等。
因此人们把超临界流体制粒方法叫做低温喷雾干燥。
随着对超临界二氧化碳制粒方法研究的深入，科学家对超临界水这一领域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
出现超临界水水热合成法（HTS-SCW）制备无机纳米材料（包括纳米粒子、纳米纤维、纳米线条、纳
米薄膜和各种纳米复合材料）。
超临界水制粒方法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制粒方法的应用范围不同，它主要应用于信息技术的核心——芯
片（Chip）技术、催化剂、陶瓷、橡胶添加剂、日用化妆品、军用功能性材料，目前在医药材料领域
的发展很快。
所以超临界二氧化碳和超临界水这两种介质的制粒方法涵盖了材料中最软材料（蛋白质、聚合物和脂
质体）和最硬材料（二氧化锆、金刚石和氧化铝等）的纳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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