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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背景和宗旨 

为了抢占 21 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世界各国纷纷实施优先发展纳米

科技的国家战略。纳米科技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人造纳米结构以及纳米材料。2006

年 2 月统计，纳米科技发展迅猛，纳米材料已经应用在近千种消费产品中，来提



高原有的功能或获得优异的新功能，包括工业、农业、食品、生活日用品、医药

等领域。因此各国政府和企业界纷纷投入巨资发展纳米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

技术进步。随着各国政府纷纷组织实施系统深入的大规模的纳米科技发展计划、

抢占先机的发展战略，我国政府也积极推进纳米科技的发展，作为中国纳米科技

的研究成果之一，国际 SCI 论文数量已经率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达到世界第二

位，仅次于美国。 
但是，由于小尺寸效应、量子效应和巨大比表面积等，纳米材料具有特殊的

物理化学性质。在进入生命体和环境以后，它们与生命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化学

特性和生物活性与化学成分相同的常规物质有很大不同。也许大部分纳米材料对

人体和自然环境无害，但是，由于纳米材料和纳米粒子的大小与 DNA，蛋白质，

病毒以及生物分子的尺寸相当，某些纳米粒子及纳米产品可能包含人类尚未充分

了解的全新污染物或生物与环境作用机理，特别是那些与人体和生命直接相关的

材料，错误地使用可能对人类健康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 

2005 年 12 月 7-9 日，美国政府以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名义，

召集世界各国政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人造纳米材料的安全性问题”圆桌

会议。除了 OECD 所有成员国政府以外，会议受到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

包括国务院在内有 26 个部委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如何采取措施，保障“人造

纳米材料的安全性问题”，当天的 Science (310, 1609, 2005)杂志立即进行了报道。 

在美国“纳米安全”听证会上，国会建议政府把目前每年 3900 万增加到 1

亿美元，建立“国家纳米技术毒理学计划（National Nanotechnology Toxicology 

Initiative）”。美国国家纳米技术协调办公室主任 Clayton Teague 宣布，“联邦政

府决定优先支持纳米毒理学研究”。英国皇家学会与日本科学协会发表声明：“开

展人造纳米颗粒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的研究，十分迫切”。2005 年后半年，欧

美各国除了急剧增加研究经费以外，在国家层面上，6 个月之内对“纳米安全性

问题”采取了 12 次紧急行动, 2006 年, 欧美日召开了 12 次相关会议，在政府层

面上大力部署对纳米材料的生物与环境的可能影响的研究和管理。2006 年 9 月，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署在巴黎召开专家会议，专门起草了“纳米技术与环境安全”

报告，提交联合国有关部门。此问题的紧迫性，可见一斑。纳米材料可能产生新

的污染，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关注的新的焦点：如何科学地、负责任发展

纳米科技，趋利避害，已经成为各参与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必须认真对待、



并加以强有力的规范、管理或引导，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与行动。 
 

人工纳米结构或纳米颗粒进入环境和生物体以后，如何与环境以及生物体系

相互作用，如何干扰或调节环境和生物体地各种化学物理过程，对人类生存环境

和人体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对我们地生存环

境，生命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纳米科学、生物学、化学和医学，对发展生

物体系纳米颗粒的检测技术，建立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安全性预防体

系，保护纳米科技与纳米产业发展的国家利益等孕育着取得重大突破的机遇。 

 

二．会议目的 

本次会议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高水平的讨论和交流平台，围绕纳米生物

效应（纳米毒理学、纳米医学、纳米生物学）以及纳米环境效应，从分子、细胞、

器官到整体生物水平上，系统地探讨纳米材料与生命过程相互作用、与环境相互

作用过程的共性规律；探讨纳米医学、纳米生物学应用的基础；讨论当前工业生

产、医学使用的纳米材料、纳米药物等可能引起的生物环境健康问题，探索将来

前沿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讨论如何发展纳米生物效应预测模型，探索纳米安全

性问题解决方案，提高纳米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会议诚挚的欢迎并邀请，针对纳

米生物效应（纳米毒理学、纳米医学、纳米生物学）以及纳米环境效应的相关问

题，开展纳米科学与化学、生物、医学、毒理学、环境科学、物理学等领域的交

叉研究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相关的政府部门领导就有关的学术、政策和生产

领域的热点问题做大会报告，并组织专题进行讨论和交流。随着纳米科技的迅速

发展，纳米科学与化学、生物、医学、毒理学、环境科学、物理学等迅速交叉融

合，形成了许多新的领域。针对纳米颗粒与纳米材料与生物体系的相互作用，以

及所产生的新的生物效应（包括安全性）问题，以健康安全的国家需求为导向，

以纳米生物效应为核心，开展生物学、医学、化学、毒理学、环境科学、物理学

与纳米科学的交叉研究，讨论近年发展起来的，已经成为科学前沿新的领域：纳

米生物效应（包括纳米毒理学、纳米医学、纳米生物学）以及纳米环境效应。 

 

 

三、会议主题，会议内容包含但并不局限以下方面： 

（1）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与纳米安全性 

（2）纳米材料的生态环境效应（含纳米环境毒理学、纳米环境生态学等） 

（3）纳米医学 



（4）纳米生物学 

（5）纳米表征与检测，以及纳米生物效应研究的创新方法学 

（6）纳米材料安全性解决方案 

（7）纳米标准与纳米标准物质，纳米数据库（包括纳米安全数据库）、 

纳米安全性分析方法，与纳米材料的生物与环境安全性评估体系 

 
除此之外，会议还将讨论以下重要的关键问题： 

（1） 如何从国家层面上，积极推动纳米技术的生物环境安全性研究，在纳

米科技领域，率先实践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新思想：“20 世纪的“先发展

后治理”的模式给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带来了的众多灾难和教训，如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空气污染，水的污染，不断增加的种种新的疾病，等等。

因此，开展纳米技术的安全性研究，并不是要限制纳米技术的发展，而是要在

21 世纪出现的新领域，实践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更科学的发展纳米技

术。突破以往‘先发展后治理（危害）’的模式，使纳米技术有可能成为人类第一

个在其可能产生负效应之前，就已经过认真研究，引起社会广泛重视，并最终能

安全造福人类的新技术。真正地推动纳米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我国社会的健康

和有序地发展。因此，纳米科技领域，给我们实践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新

思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会议将讨论成立“纳米生物环境安全性学术委员会”，统一组织和协调

纳米生物与环境安全性的研究与应用，引导互相交流（包括国际交流），促进不

同交叉领域的技术集成。协助国家有关部门及时组织、协调和开展与纳米安全性

相关的研究。协助国家成立纳米生物和环境安全性监督机构，帮助政府从安全性

的角度引导和管理纳米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成果应用及产品的市场准入，建

立相应的报批、备案和许可证制度。 

（3）讨论“国家纳米中心”成立对纳米材料与产品的评价、检测、监测、

标准制订和产品使用起指导作用的研发技术服务中心，使其对纳米工业的整体健

康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4）讨论如何加强宣传，建立民众和企业了解和参与纳米技术研究、发展

和利用的畅通渠道，使公众能够充分了解纳米技术的益处和可能危害，以取得公

众的信任和理解，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甚至恐慌，造成对纳米技术发展不利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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