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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分子充分体现了纳米技术的柔性和效用，“来自自然的启示”可以运用于纳米尺度机器的设
计。
生物纳米技术围绕着结构分子生物学和纳米分子技术之间的关联展开研究，涉及大量的创新性工作。
《生物纳米技术：来自自然的启示》是最早阐明生物纳米技术原理及应用的著作之一，是作者为该学
科绘制的一幅“水彩画”。
　　《生物纳米技术：来自自然的启示》向生物纳米技术专业人士展示了“来自自然的启示”如何应
用到今天的纳米技术之中。
书中首先论述了细胞中纳米机器的特性，接着转向天然纳米机器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用于指导纳米机
器的构建，最后几章阐述了一些应用以及目前正在开发的一些激动人心的生物纳米技术工具和方法，
探讨了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可行的一些技术。
全书体现了下列特色： 阐明了生分大分子的基本结构、纳米技术和系统工程原理； 汇集了大量真实
世界的例子，如基因工程中的应用等。
　　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医学、材料工程和制药工程等领域的高校师生和其他研究人员，阅读
《生物纳米技术：来自自然的启示》以后会发现这是一本引导你探索生物纳米技术奇妙世界的很不错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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