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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纳米医学
等来 科学 家可 以制 贵大 吊纳 米装置

,

它 们仅有失发丝的 「分乙

右 可以 人体的各处肠解 甚介
、

出入细胞
,

修复畸变的基囚 于地杀

四圳萌如均蝙 胞 捕捉浸人 人体的细 笔和病毒

人 多数 人都了洲
几 ,丙

、

吃乡

的经伪

人的刊

昵

医学 扰 挂研兀疾病

、

愁鬓
或异常

。

从分 几的微观角度 宋看 目

确和吏有效地发挥作用 它 们叫以在

人体的各处畅游
、

甚至出人细胞 在

人体的微观 日界 了完成特殊使命
,

例

如 修复畸变的基因 扼杀可叼刚萌芽

的癌细胞
,

捕捉侵人 人体的细菌和病

毒
,

并在它们致病前就消火它们二 探

侧机体内化学或生物化学成分的变

化
‘

适时地释放药物和人体所需的微

量物质
、

及时改善 人的健康状况

可以预 计 未来的纳 米医学装置

将是强 人的 担 又会 是今 人惊讶得

川宝么纳 术医学 义是 什么

我们知进 人体是 山多种 器
‘

亩组

们
、

器官 义是由各种细胞组成的

而细 枷均 要成份是各种各样的蛋 日

质
、

核酸和 七它
’

物 分子
、

止毛种类在

数十万 种
。

山 人体是 由分 几构 丈

为 所右的疾病 包括衰 老本身也可归

州
一

人体内分 户 勺变化
。

当人休的分

子刊造利 器 如 台成蛋 日 质的核糖

体
、

日冈 八 复制所认的酶等
,

出现故

希 戈 作失常时
,

就会 汁致细胞死亡

前的医疗技术尚龙法达

一、分子修复 。勺、。人 而

女「果在分 水 平士
、

利

用分 下其 进布」诊断
、

一医疗
、

预防疾病 等等
,

一就 属十 纳米 卜
一

学 的范

一畴
。

一 运川纳米 夕一

学 首

先需要认识 命的分子

基础 然后从科学 人织

小
、

因为在其 ,
发挥

作川的药物和医疗装

置都是 肉眼 无法看到

的 但它 的功能 又 会

令 廿人惊叹

需 要说 明 小要

马 跑到大夫那 儿去

要纳米处方
。

上 面所

炎的纳米医学景观 尚

处干设计和萌芽阶段
,

发展到 程技术 没 阶一 查人 和均几

有令人难以置 占的奇特功佼的纳米装

置 这此微小的纳米装置的 几价引泛度

仅有失发丝的 千分之 了 右 足

山 个个分子装配起 来

还有很多的未知需 要去探索
,

例如

这此纳米装置该山什么制 , 它们是

否 」以被人体接受并 发挥预期的作

既然如此 定会有 人追问 纳

米医学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是本是科

学幻想 还要等多久 才能看到队学实

现 , 事实
,

在某些方内它 已经开始

步人现实 并获得蓬勃发展
。

而 目终

有一天
、

医药柜将越来越小 效力却

越来越大 卜面 比我们看一看这一领

域所取得的科学进展

智能药物

这是纳米医学 中一 个非常活跃

的领域
、

适时准确地释放药物是它的

基 本功能之一
。

科学家 在为糖尿

炳人研制超小型的
、

模仿健康人体

内的葡萄糖检测系统 它能够被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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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皮下
,

监侧血糖水平
,

在必要时释

放出胰岛素
,

使病人体内的血糖和胰

岛素含量总是处于正常状态

最近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

者做出了微型药房的雏形 一种具有

上千个刁哟库的微型芯片
,

侮一个小

药库里可以容纳 纳升的任何药物
,

例如止痛剂或抗生素等
口

它的研究者

之一 价咒 川 教授说
,

目前这

个芯片的尺寸还相当于一个小硬币

可以把它做得更小
,

并计划给它装上

一个智能化的传感器
、

使它可以适

时
、

适量地释放药物

智能获物的另 一 个研究领域是

能否在致命的肿瘤形成之前杀灭癌乡

胞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 韶

盯 行
·

博士正在设计一种纳米
“

智能炸弹
” ,

它仅有 纳米左右
,

可

以识别癌细胞的化岸特征
、

进人并摧

毁单个的癌要毗包
。

此装置的研制刚刚

开始
,

而初步的人体实验至少要 年

以后才能进行

一 个大气压
,

泵浦动力来自血清葡

一萄糖 它输送氧的能力是同等体积灭

然红细胞的 倍
,

并维持牛物炭活

性
。

它可 以应用十贫血症的局 那治

疗
、

人工呼吸
、

肺功能丧失和体育运

动需要的额外耗氧等
。

该人造红血球的基本设计和结

构为 腔体外壳是与生物体相容的金

睦药物的药效率
。

但粉碎过程会使粒

子间的相互作用力增加
,

为了避免纳

米颗粒在粉碎过程中聚合
,

可将不溶

的药物悬浮在含 般认为安全的稳定

剂和赋形剂的悬浮液中
,

现在的制粉

技术已能够将药物缩小到 纳米以

下
。

同时 这些赋形剂在胃肠道中起

表面活性剂的作用
,

从而提高了纳米

药物颗粒的溶解

率
。

而一旦不溶

性药物转变成稳

定的纳米颗粒
,

就适合十 口 服或

者注射了

纳米医学将

给医学界
,

诸如

癌症
、

糖尿病和

老年性痴呆等疾

病的治疗带来变

革
,

并已经获得

越 来 越 多 的认

同 利用纳米技

人工红血球
纳米医学不仅具有消除体 内坏

因素的功能
、

而且还有增强人体功能

的能力
。

我们知道
,

脑细胞缺氧 至

分钟即出现坏死
,

内脏器官缺氧后

也会呈现衰竭
。

设想
一

种装备超小型

纳米泵的人造红血球
,

携氧量是天然

红血球的 倍以上 当人的心脏因

意外突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

医生可以

马上将大量的人造红血球注人人体
,

随即提供生命赖以生存的氧
,

以维描

整个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
。

美国纳米技术专家

教授初步提出的人造红血 球

既口乙℃ ’宁的设计
,

已成为纳米技术

的标志性结果 这个血球是个 微米

大小的金 刚石 的氧气容器
,

内部有

刚石
,

腔内储氧
,

开 日处是一个可以

从腔内向外传递氧的转子
,

随其旋

转
,

将氧分子输人 血液
。

纳米药物输运

纳米微粒药物输送技术也是纳

米医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
一 。

按目前

的认识
,

有半数以 卜的新药存在溶解

和吸收问题
·

由于药物颗粒缩小时
,

一
药物与胃肠道液体的有撇触面积将 一
增加

,

所以药物的
娜速率随药物鹭

粒尺度的绷
、而提高

·

而药物的吸收 一
股其落解率的限制

,

因此
,

剿
、
药 一

物的颗粒尺度成为提高药物利用率的 一
可行方法

·

一
楷家研究发现 利用纳米晶体 一

技术可将酬颗 成稳定的纳米 一
粒子

,

同时提高褶解性
,

以提高难溶 一

一 术能够把新型基因材料输送到已经存

一在的 里
,

而不会引起任何免疫

一反应
,

树形聚合物 俪们 就是

提供此类输送 的 良好候选材料
。

因

一为
,

它是非生物材料
,

不会诱发病人

的免疫反应
,

没有形成排异反应的危

险
。

因而
,

树形聚合物可以作为药物

的纳米载体
,

携带药物分子进人人体

的血液循环
,

使药物在无免疫排斥的

条件下
,

发挥治病效果 这种技术用

于糖尿病和癌症治疗是很有希望的
口

捕获病毒的纳米陷阱

密西根大学的 五

教授等已经用树形聚合物发展 厂能够

乎甫获病毒的纳米陷阱
。

体外实验表明

纳米陷阱能够在流感病毒感染细胞之

前就捕获它们
,

同样的方法期望用于

, 。。 中国高棱科技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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