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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纳米生物学在武汉理工大学生物系开设已经有4届，内容也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和补充
。
在授课的过程中，我们对该课程的内容形成了一定的认识，认为纳米技术与生命科学的交叉产生了三
个比较闪光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纳米技术在制药领域的应用，形成纳米医药的应用方向，该方向的突出特点是应用较为
成熟，已经在新药设计与研发中得到良好应用。
第二个方向是纳米技术在生物检测方面的应用，对于提高生物检测的灵敏度和大通量都很有帮助，该
方向无论应用和新颖性都比较突出。
第三个方向是生物分子如DNA、蛋白质在纳米组装方面的应用，产生了令人兴奋的新方法和新概念，
该方向的应用可能还为时尚早，但其新颖性却非常突出，很有创意。
了解这些内容无疑对于提高学生认知水平大有裨益，因此这三方面内容在本书中分别在第2、第3、第6
章介绍。
鉴于中药是比较特殊的药物，因此纳米技术在该方面应用有独特意义，因此单独成章即第4章。
磁性纳米粒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可以说很有影响，虽然范围很小，但是内容却也丰富，因此也单独成
章，成为第5章。
最后基因转移无论是传统的方法还是现在的方法，除了生物学方法外，基本上都属于纳米体系，因此
本书中也单独成章来讲述，即第7章。
　　本书取名《纳米生物学》，是希望能区别于该类其他书籍比较注重纳米医药的特点，即本书有较
多关于生物分子在纳米技术中应用的内容。
本书还比较注重的是与其他生物学和纳米技术的区别，在一些纳米生物学书籍中往往包含过多的传统
生物学范畴的内容，对于生物专业或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有重复之嫌，本书则针对生物或生命科
学学生学习之用，摒弃重复，重点介绍新内容。
还有一些类似专题的书中介绍过多物理概念、材料方法，对于生命科学学生的学习也不利，因此本书
重点介绍与纳米研究有关的方法，避开对于生物系学生而言生涩的概念，对于一些难懂的原理，本书
用相对科普的方式让生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生易于接受。
　　虽说有上述诸方面的考虑，但是纳米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飞快，两学科的交叉也有许多不易
理解和掌握之处，鉴于笔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恳望各界惠予批评指正。
　　本书第1、2、4、5、6章由孙恩杰编写，第3章由熊燕飞编写，第7章由谢浩编写。
　　在长期的科研教学工作合作中，作者深受华中科技大学徐辉碧、杨祥良等人的学术思想影响，在
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向纳米技术与生命科学交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他们的灵感赋予
了本书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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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共分7章，分别介绍了纳米技术在制药领域、生物检测方面、中药方面和基因转移中的应用，
以及磁性纳米粒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和生物分子在纳米组装方面的应用的内容。
本书重点介绍纳米技术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针对生物或生命科学专业学生的学习背景，避开过多的
物理概念与传统生物学范畴的内容，展开了该领域新兴的技术与理念。
    本书可作为各高校生物专业、生命科学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纳米技术研究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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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黏膜给药是指使用合适的载体将药物通过人体的某些黏膜部位，如鼻黏膜、口腔黏膜、眼黏膜、
直肠黏膜、子宫及阴道黏膜，转运入血循环而起全身作用的给药方式。
随着新剂型的出现，愈来愈多的药物被发现可通过黏膜吸收。
特别是一些多肽类、大分子类药物如胰岛素，在胃肠道中几乎不能吸收，但却可通过鼻黏膜、眼黏膜
或口腔黏膜吸收。
孕酮、雌二醇等可通过子宫黏膜和阴道黏膜吸收。
许多口服生物利用度低的药物，通过纳米载体携带经黏膜给药也能较好地吸收。
口腔黏膜被认为是作为蛋白多肽类药物经黏膜吸收的较理想的给药部位。
与口服相比，经口腔黏膜给药可避免胃酸、消化酶等对药物的破坏；与其他黏膜给药途径比较，口腔
黏膜部位高度血管化，渗透性较好；口腔黏膜毛细血管汇总至颈内静脉，不经过肝脏而直达心脏，避
免肝脏的首过效应；口腔黏膜给药使用更方便，易被病人接受；口腔黏膜给药耐受外界影响能力比较
强。
药物经口腔黏膜吸收的机理可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①柔性的纳米脂质体具有变形性，在口腔黏膜内的水合作用下能够变形而产生穿透作用。
②与皮肤给药类似，脂质体能与口腔黏膜上皮组织中的类脂产生融合作用。
制剂中的胆酸盐可插入磷脂双分子层中，增加磷脂分子间的距离，扰乱磷脂酰基链的顺序，使磷脂的
流动性增加，进而可能导致融合作用的增加。
③与普通脂质体相比，纳米脂质体中加入胆酸盐后，可增多其指纹状结构，而这些指纹状结构可能是
细胞膜融合的连接部位。
杨天智等通过实验证明了胰岛素柔性纳米脂质体的生物利用度高于空白柔性纳米脂质体与胰岛素的混
合物。
多肽类药物可以通过包封于纳米脂质体中间而实现口腔黏膜给药。
在黏膜上药物可通过两种通道转运：一种是细胞转运通道这是一种脂溶性的通道；另一种是细胞外转
运通道，也就是水溶性孔穴。
而各种黏膜上这两种通道的分布情况是各不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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