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公示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克服生理/病理屏障实现深层靶向的纳米系统构建及

评价研究

提名单位：江西省教育厅

提名意见：

该项目基于纳米粒输送过程所遇到的生理/病理屏障，以疗

效确定的中药/化疗/无机/基因药物为模型，创新研制了深层靶

向 “核-壳结构脂质双层纳米系统”，提出了借助疏水力、π-

π键合、氧化自聚合、化学键合、两亲性能构建纳米系统的设计

理论及评价体系，解决了药物生物膜转运差、间质环境阻碍多、

载体入胞效率低、胞内释药比例低的问题。研究成果获得 1 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多项省级项目，发表 SCI 收载论文 16 篇，他

引 376 次，其中 5 篇代表作他引 98 次。

该项目实现了理论、技术突破，对双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制剂创新理论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其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国际

先进水平。

提名该项目为江西省自然科学奖 一 等奖。

项目简介：

该项目针对纳米粒在多种给药途径下真正分布到作用部位

之前，在肠道、血管、间质、细胞内转运输送阶段面临的生理/

病理屏障，通过以确有疗效且具有代表性的四类药物及组合为模

型，创新并完善了深层靶向纳米系统的设计、自组装和评价理论



与方法。

研究发现：①针对肠黏膜的生理屏障及肝首过效应，利用肠

道内淋巴系统对脂质成分的选择性吸收及可规避肝首过效应特

性，设计核-壳结构杂化纳米粒，提高跨肠道生物屏障能力，并

以优化比例释放多成分组成；②针对血管内大分子及免疫系统屏

障，通过筛选多种纳米粒修饰材料，发现对于硫酸长春新碱类水

溶性药物，聚乙二醇具有优于其它长循环材料的特性，可有效提

高纳米粒稳定性与血内平均滞留时间；③针对跨血管与间质输送

屏障，利用修饰配体与血管表面、癌细胞表面的整合素受体之间

的高亲和力，设计自组装纳米粒，可显著提高基因药物、化疗药

物的跨肿瘤生物屏障能力；④为克服胞内输运障碍，构建了核-

壳结构非对称脂质杂化纳米粒，响应内涵体酸性 pH 而释放大量

钙离子，增大内涵体渗透压，导致内涵体膨胀破坏，使药物组合

定比例释放至胞内，协同发挥癌细胞杀伤作用。该项目可为不同

性质药物及药物联合，克服生理/病理屏障，提高深层靶细胞药

物聚集提供了研究模式。代表作 SCI 收载论文 5 篇（Q1：3 篇；

Q2：2 篇），SCIE 被引共计 110 次（他引 8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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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职务 职称
工作

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张婧 第一 无 教授

江西中

医药大

学

本项目学术思想的主要提

出者，项目实施的组织者

和实验主要设计者，是全

部发现点的主要贡献者。

李翔 第二 无 教授

江西中

医药大

学

参与了本项目的整个学术

假说提出和实验设计，是

本项目的主要实验者，是

全部发现点的重要贡献

者。

梁新

丽
第三 无

副教

授

江西中

医药大

学

在本项目中主要学术贡献

为：（1）参与核-壳结构非

对称脂质杂化纳米粒的构



建；（2）提出增强多巴胺

氧化组装后稳定的方法；

（3）参与了长循环材料筛

选研究过程的实验执行。

对发现观点 2、3 和 4 有重

要贡献。

廖正

根
第四

主任

助理
教授

江西中

医药大

学

在本项目中主要学术贡献

为：参与核-壳结构杂化脂

质囊泡的构建，提出利用

体内的定比例释放模拟临

床药物应用，并参与体外

评价及体内口服生物利用

度的实验执行。对发现观

点 1 有重要贡献。

陈颖

翀
第五 无

副教

授

江西中

医药大

学

在本项目中主要学术贡献

为：主要建立药物跨膜吸

收的定量分析方法及机理

的验证，对发现点 2 有重

要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江西中医药大学，排名第一，本项目的组织、执行及所

获得全部成果均由江西中医药大学完成和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