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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纳米药物制备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在磁性纳米药物制备的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6月11日

该项目通过了吉林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专家认为，该研究工作结果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并建立了磁性纳米粒子及药物载体的制备平台。 

纳米生物学是21世纪的新兴学科，内容极其广泛，主要应用在疾病诊断

和疾病治疗两个方面。其中，以磁性纳米粒子作为载体的靶向药物特别引人关

注，它在细胞分离与免疫分析、核酸的分离与检测、靶向药物、磁共振成像和

肿瘤磁热治疗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将促进生物医药的革新。磁性纳米

药物制备是一件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目前世界各国相继投入巨资开展研

究，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前沿热点课题。 

长春应化所倪嘉缵院士带领的课题组以国家和人民需求为己任，聚焦这一

重大研究方向，于 2006年承担了吉林省科技厅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磁性纳米

药物制备的研究”。经过三年的努力，课题组在单分散磁性纳米粒子制备、表

面包覆与修饰及其与药物偶联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成果。 

课题组以制备Fe3O4磁性核为重点，采用水热法一步制备出表面修饰

PEG、单分散的、具有超顺磁性的Fe3O4纳米粒子，其粒径可以通过改变溶剂

以及反应物浓度等条件在20－800nm之间可调控，能够满足生物医药领域对磁

性粒子粒径的要求，并且所得的粒子为亲水性，可以直接应用；合成出磁饱和

强度高，化学稳定性好的Fe3O4@γ- Fe2O3的核壳结构材料；用可生物降解的

高聚物如聚乳酸、甲壳素等作为磁性颗粒包覆材料，用一步法在有表面活性剂

的存在下，在疏水溶剂中合成高分散的核-壳结构的磁性微球；采用共沉淀方

法制备出的Fe3O4纳米粒子，成功地包覆一层约为8nm SiO2形成核-壳结构，

通过对其表面修饰带有-COOH、-NH2等官能团的偶联臂，以化学键的形式偶联

上几类广谱性抗癌药物，制备出“智能”的纳米磁性靶向药物载体，并可以通

过控制温度和pH值来控制药物释放速度，研究工作结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进行了载体稳定性及安全性的试验，毒理试验表明：在实验条件下，磁性纳米



粒子载体对小鼠是安全的。 

项目研究期间在国际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篇，申请发明专利2项，并

于2008年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基金资助。 

课题组将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磁性纳米药物的生物安全

性试验，在实验室建立磁性纳米药物载体小批量生产的平台，以提供相关单位

使用，同时与医学单位协作，使其得到实际应用，从而促进在磁性纳米药物领

域取得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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