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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简单提及 了纳米技术
,

纳米中药的概念
、

特性
,

主要介绍 了中药制 剂在运用 纳米技术后所呈现的

一些优点及存在的一些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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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简介

纳米 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长度单位
,

一纳米为一米的十亿分之一
。

当粒子尺寸范围在
一 之间时

,

它处于原子簇和宏观物体交界

的过渡区域
,

具有量子尺寸效应
、

小尺寸效应
、

表面

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等
,

在声
、

磁
、

光
、

电
、

热等

性质与块体物质相 比具有显著的差异
。

例如 在室

温条件下
,

的 颗粒具有金属的特性
,

当进一

步减少粒径或降低温度时
,

则 颗粒将呈现非金

属特性 纳米粒热力学特征发生 了很大的

变化
,

其熔点由块体的 下降到 川
。

纳 米 技 术 群 是 一 门 在
一 空间尺度内操纵原子和分子

,

对材料进

行加工
,

制造出具有特定功能产品或对某物质进行

研究
,

掌握其原子和分子运动规律和特性的高新技

术学科〔’ 。

其被认为是
“

今后十年最可能使人类发

生巨大变化的十项技术之一
” “

世纪支撑人类文

明的三大核心技术之一
”

我 国德高望重 的老科学

家钱学森曾精辟的预言
“

纳米左右和纳米以下的结

构将是下阶段科技发展的重点
,

会是一次技术革命
,

从而将引起 世纪又一次产业革命
, , 「 。

纳米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
、

日新月异
,

涉及的学

科范围十分广泛
,

包括纳米材料学
、

纳米电子学
、

纳

米生物学
、

纳米医药学
、

纳米物理学
、

纳米化学
、

纳米

机械学
、

纳米加工学等学科
。

我 国纳米科技的发展

几乎与世界同步
,

世纪 年代初
,

纳米科技的研

究内容即被列人国家重点 自然科学基金
,

攀登计划

及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

极力推动了我 国纳米科

技的发展进程
。

张玉华等仁 检索了 一

年 年中所收录的纳米科技论文
,

排在前三位的国

家为美国
、

日本和中国
,

年中世界纳米科技论文的

年增长率为
,

而我国为
,

大大高于世

界平均值
。

结果还表明
,

我 国在纳米材料领域的研

究与国际先进水平在同一水平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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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中药简介

背景 中医药学是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

宝
,

具有几千年的发展史
,

是当今世界保留下来的唯

一具有完整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的民族医药学
。

其

中的中药是我国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我国

人民防病治病的重要药品
,

其独特的药效在世界医

学界也 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

目前
,

国际药品消费

观和医疗健康观的改变以及人类 回归 自然 的潮流
,

为中药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

但

同时我们也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
,

我 国传统的中药研

究中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
,

组方缺乏合理性
,

结

果缺乏重现性
,

研究缺乏科学性等 在传统的中药材

加工方面
,

由于缺少先进的加工手段
,

在中药制剂与

生产工艺
,

质量控制
,

安全性与有效性
,

中药新药开

发与评价等方面缺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方

法
,

使得中药服药量大且机体吸收率低
,

很难充分发

挥其效能且 口感不好 另一方面
,

我国中药提取工艺

及设备落后
,

大部分用水提取和醇提取两种工艺
,

加

热提取后其生物活性有效成分容易被破坏
。

因此
,

中药制剂的现代化发展迫切需要现代科学技术与医

药科学相结合
。

概念的提 出
“

纳米中药
”

是指运用纳米技术

制造的
,

粒径小于 纳米的中药有效成分
,

有效部

位
,

原药及复方制剂
。

这一概念是由徐辉碧
、

杨祥良

和谢长生 」三位教授提出的
。

纳米中药的研究
,

作

为一种新技术
,

将大大促进各相关学科的发展
,

在药

物研究中
,

将由原来只注重生物结构和生物活性的

构效关系
,

扩展到探讨物理性状
,

化学结构和生物活

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

从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方面都



可能发生重大突破
。

徐辉碧等
“二检索了 年

年美国专利中涉及纳米科技的专利发现
,

与生

物医药相关的专利占总数的 以上
,

从一个侧面

说明纳米科技在生物领域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

一 〕

纳米中药制剂的特点及研究进展

研究表
几

明
,

中药产生的药理效应不能单一地归

功于该药特有的化学组成
,

还与药物的物理状态密

切相关氢’二 。

因此改变药物制剂的物理状态是新药

研制的一种有效方法
,

在改变物理状态方面
,

改变药

物的单元尺寸是十分有效的
,

当颗粒尺寸进人纳米

量级时
,

由于量子尺寸效应和表面效应等
,

纳米粒子

呈现出新奇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学特征
,

这就是应用

纳米技术中药研究中可能使药物产生新的特性的依

据所在
。

增强 药物的靶向性 许多 中药的有效成分或

有效部位
,

如从中华蟾赊全皮中提取的华蟾素
,

从喜

树中提取的喜树碱等
,

对肝癌等肿瘤具有显著的疗

效
,

但这些药物在发挥抗癌作用的同时
,

对其他非靶

部位又具有较强的毒副作用
,

可以通过纳米制剂技

术的应用
,

增强其靶向作用而达到降低毒性的 目的
。

脂质体 系指将药物包封于类脂质双

分子层而制成的一种超微型球状药物载体制剂
,

直径

一般在几十纳米到几千纳米之间
。

丁玉玲等〔’
制备

了用于癌症治疗研究的人参皂昔复层脂质体纳米粒
,

粒径分布为 。 一 林
,

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
,

采用

适当的脂质材料可以制备成靶向性脂质体
。

轻基喜

树碱具有 良好的抗肿瘤疗效
,

将经基喜树碱制成

纳米粒并用 包裹
,

给小鼠静注后
,

内

有 聚集于肝脏
,

消除半衰期为
,

表明

该载药纳米粒具有明显的肝靶向作用洲
。

缓释
、

控释效果 纳米缓释系统中药物的释放

机理可以是药物通过囊壁沥滤
、

渗透和扩散出来
,

也

可以是载体材料基质本身的溶蚀而使药物释放 出

来参’鹰。

中药的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同样也可 以通

过选择适当的辅料和制备工艺制成具有缓释功能纳

米载体体系
,

延缓其在体内的释放
、

吸收和消除过

程
,

从而达到维持稳定持久的血药浓度
,

减少给药次

数的目的
。

聚合物纳米粒是以人工合成或天然的可生物降

解的高分子材料为载体制成的粒径为 一

的载药系统
,

其结构经过适当修饰
,

能够增加药物的

稳定性
,

提高药物 的生物利用度
,

并使药物具有缓

释
、

控释的特性
。

等垂’们 用可生物降解的聚酸

配制备的喜树碱聚合物纳米粒经颅内植人
,

可显著

延长神经胶质瘤大 鼠的存活 时间 对照组

卡莫司丁聚合物 , 喜树碱聚合物
,

喜树碱聚合物 尸 。

且在体内
,

喜树碱从聚合物 含药 和 中持续释放时

间均在 以上
。

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

减少用 药量 中药剂

型从传统的丸
、

丹
、

膏
、

散到 目前的常规剂型均不同

程度的存在生物利用度较低的问题
,

通常的解决方

法是加大给药剂量
,

而这又带来毒副作用增大
,

病人

顺应性差
,

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
。

将中药制成纳

米颗粒时
,

其比表面积大大增加
,

与给药部位接触面

积增大
,

而且其粘附性能使药物在吸收部位时间延

长
,

因此可大大提高有效成分的吸收速度和吸收程

度
,

从而增加其生物利用度
,

减少用药量
。

固体脂质纳米粒 是由固体脂质制备的粒

径在 一 的纳米载药系统
。

陈大兵 〔” 〕以

硬脂酸为载体材料制备了长循环的紫杉醇聚氧乙烯

二十硬脂酸脂 一 固态脂质纳米粒 一 和

固态脂质纳米粒 一 ,

延长了紫杉

醇于体内的滞留 时间
,

小鼠静注 一 、

和常规注射剂后
,

均 一 和 码 一
州 的

分别为 和
,

而紫杉醇注射剂 的

为
。

,

增加药物的稳定性 纳米载药系统一方面可

以增加药物的化学稳定性
,

药物经过载体的包裹形

成了较为封闭的环境
,

可有效的防止外界因素
,

如

光
、

热
、

湿及氧等引起的氧化
、

还原
、

水解
、

光解等化

学变化所导致的药物稳定性降低 另一方面
,

可以增

加药物的生物稳定性
,

特别是多肤
、

蛋白质
、

核酸
、

酶

类等药物在消化道
、

血液中将面临各种酸碱环境及

酶的破坏
,

而纳米载药系统则可因载体的存在将药

物相对完整地输送到药物作用部位
。

包合技术所采用 的载体材料主要是环糊精
,

是

一种纳米尺度的药物载体
,

环糊精分子具有桶状结

构
,

其内部可以包合多种药物分子
。

撷草油是中药

痉痛定的主要成分之一
,

但其挥发性强
,

对光和热不

稳定
,

且油状液不易制粒
,

采用 一 环糊精包合后
,

在加速实验的条件下其稳定性明显提高〔‘ 〕。

丰富给药途径 传统中药制剂经过纳米化的

转型
,

能丰富给药途径
,

使得中草药在临床中得到更

为广泛和有效的应用
。

如将中药制成纳米粉针剂
,

舌下速溶片
,

鼻喷雾剂
,

高效透皮释放制剂等
。

去甲

斑鳌素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
,

且抑瘤谱广
,

但因其
不溶于水

,

无法通过静脉注射给药
。

孙铭等〔” 〕以聚

乳酸 一 聚乙醇酸 共聚物作为基质材料
,

又

用超声乳化 溶剂挥发法制备 包载去甲斑鳌

素的纳米级微粒
,

制备了去 甲斑鹜素纳米控释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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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
,

并采用 方法做了体外杀伤癌细胞试验
,

结果证实 包载去 甲斑鳌素的纳米级微粒可成

功制备静脉注射剂型
。

使中药疗效增强或呈现新疗效 徐辉碧等
‘ 〕

人研究 了 中药雄黄 主含 粒径不 同时对
一 细胞存活率

,

凋亡的影响
,

结果表明对应

不同粒 径 蕊
,

蕊
,

蕊
,

毛

的雄黄凋 亡率分别 为
, ,

, ,

可见粒径的减小
,

尤其是 当粒径达

到纳米级别时
,

药效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

灵芝 ’ 含

有丰富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

具有激活免疫功能
、

抗

肿瘤
、

抗血栓等作用
。

一般的粉碎技术不能将抱子

破壁
,

也不能有效提取到其中的脂质活性成分及功

能因子
,

因此灵芝功效大打折扣
。

若将其粉碎至纳

米粒径尺寸 一 ,

则可将饱子破壁
,

使

一部分原来不能释放 出来 的成分及功能因子被释

出
,

从而使其疗效发挥更加完全并呈现新的疗效
。

降低药物的个体差异 纳米技术在药物制剂

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降低药物的个体差异
。

目前临床上应用的中药制剂基本上都存在着一定的

个体差异
,

应用纳米技术将中药制成纳米粒或进行

表面改性后可降低其吸收方面的个体差异
,

提高药

物对病群的有效率 〕。

改善中药纳 米微粒表面 的 亲水亲油性 纳米

颗粒可进行表面改性改变一些中药制剂的亲水亲油

性 〔‘ 」,

从而可根据不同用药 目的将中药颗粒制成不

同溶解性能
,

不同溶解程度的微粒
,

提高中药的生物

有效性
、

靶向性和疾病治疗的特异性
。

促进 中药制 剂的标 准化和 国 际化 传统中药

及其方剂在加工过程中
,

由于成分复杂
、

处理工序繁

琐落后
、

质量标准可控性差
,

难于达到国际市场的要

求
。

而纳米技术在中药中的应用为中药制备提供新

工艺
,

新技术
,

这将使中药制剂的研究
、

开发和生产

规范化
、

标准化
,

利于中药制剂达到国际标准
,

迈 向

世界医药市场 〕。

但是纳米中药也确实蕴藏着无限前景和巨大的产业

扩张潜力
,

随着纳米技术和中药研究的深入
,

今后应

重点开发纳米中药制备技术
,

并建立相应的药效学

和毒理学的系统评价方法
,

为纳米 中药产业化构建

技术平台
,

同时调整 中药产 品结构
,

注人高科技含

量
,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 自主知识产权

的中药技术平台
,

然后再选择典型的纳米中药进行

产品和市场开发
,

从而推动中药产业的革新和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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