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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继续向溶液中增加脂肪酸，最后则形成微粒（micelle）。
微粒的形成是由于在水相中双亲性脂质的疏水尾部位于脂质集合的中间，而亲水的头部面向外侧。
双亲性分子是否形成微粒，由其特殊的临界胶束浓度（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CMC）来确定。
在CMC以下，单个脂质分子占优势。
在CMC以上，几乎所有的脂质自发聚集形成微粒。
在去污剂和肥皂水中，微粒一般都选择形成集合。
 （2）脂质双层脂质双层由单层背靠背组成（图5—2）。
磷脂在水溶液中选择形成脂质双层结构，因为磷脂分子的脂肪酸链对在微粒内部不能舒展为稳定的结
构。
当磷脂遇到水溶液时，磷脂迅速地自发形成脂质双层，脂质双层在水溶液中是最稳定的结构。
当转变为微粒时，它们是由几百个分子组成的自我封闭的结构。
脂质双层可以在大面积范围内（108 nm2或更大）自发生成，由于脂质双层的边缘曝露在溶剂中不稳定
，大量的脂质双层一般自我包裹成封闭的小囊（vesicle），这些小囊结构的天然和整合状态都非常依
赖于脂质的构成。
磷脂能构成单层囊泡（monolayer vesicle）称为脂质体（liposome），或形成多层囊泡（multi—layer
vesicle），后者的结构类似具有多层结构的洋葱（图5—3）。
多层囊泡是由Alex Bangham发现的，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又将多层囊泡称为Bangosome。
 脂质体是高度稳定的结构，能承受像凝胶过滤层析和水解这样的操作处理。
利用这些方法能够制备具有不同内部和外部溶液构成的脂质体。
在治疗实践中，脂质体可用做药物和酶的传递系统。
在图像诊断程序中，可用脂质体介导造影剂进入体内，如数控断层摄影（computerizedtomography
，CT）、核磁共振影像学（magnetic resonanceimagin9，MRI）等。
脂质体能够与细胞融合，将包裹于其中的物质与细胞内基质混合。
如果随着方法学的进步，能够找到对细胞群有选择性的靶脂质体，将有可能利用各种脂质体介导一些
药物、治疗酶、造影剂等进入各种特殊的靶细胞（如癌细胞）中。
 囊泡和脂质体的形成完全基于磷脂分子的天然双亲特性，磷脂分子的极性头部和水分子之间存在最大
相互作用，而疏水相互作用促进相关的碳氢链位于双层的内部。
双层膜的动态物理特性比较重要，这是囊泡也是其他天然膜的结构基础。
脂质双层具有极性的表面和非极性的核心，非极性核心部分成为其他离子和极性分子跨膜的潜在障碍
，因此它们跨膜运动的速率也极低。
当然，这些核心也为非极性分子和疏水蛋白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大量例子表明，疏水分子通过与膜结合或将自己包埋在膜上与膜相互作用来调控细胞的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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