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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应化所在金标纳米粒子应用于生物芯片研究方面获新进展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近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王振新课题组，在金标纳米粒子的

生物芯片应用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美国《分析化学》和荷

兰《生物传感器和生物电子》上。 

生物芯片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种高通量分析技术，在

过去的十多年中，DNA生物芯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被广泛应用到基因组学研

究中, 在基因测序等方面已取得了巨大成功。相对于人类基因组工程，蛋白

质/糖组学的研究更具有挑战性, 因此发展以生物芯片技术为基础的快速低成

本高通量的蛋白质组学分析技术是生命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 

目前生物芯片主要以荧光化合物为标记物并应用一个双波长激光共聚焦荧

光扫描仪作为检测设备。由于荧光标记物发射光谱较宽以及在激光照射下存在

非均匀光漂白现象，使检测结果存在一定误差并影响其重现性。同时因试剂

（荧光标记物等）价格昂贵等原因芯片的制作成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降低。 

该课题组以生物分子修饰的金纳米粒子为生物芯片标记物，应用表面增强

拉曼光谱和共振光散射为检测手段研制新型生物芯片，成功地实现了多肽、蛋

白质、糖类物质检测以及底物与酶和蛋白质与抗体之间相互作用研究。该技术

方法具有通用性，灵敏度高，选择性好以及样品消耗量少等特点。其中对基底

表面固定蛋白质检测限达到10飞克, 对于溶液中抗体的检测可达到1 皮克/毫

升，相对于传统的荧光标记法均提高3个数量级。相关糖类物质检测线性范围

比荧光法宽2个数量级。获得了蛋白激酶A与其底物、不同种抑制剂之间的选



择性抑制作用及半数抑制浓度曲线。这一成果将被进一步应用于细菌识别，细

粘附，酶抑制剂筛选等研究中。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百人计划”、中科院知识创新工

程重要方向项目，拜耳公司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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