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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孔》

内容概要

《纳米孔: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传感基础》围绕纳米孔技术这个主题，介绍了纳米孔结合生物标记检测技
术，以及其用作基因组测序和疾病早期检测的最新研究进展。全书共分14章，分别邀请了国际上纳米
孔研究领域起步最早、成果丰硕的研究小组的领军学者，从纳米孔技术研究的各个角度，如理论计算
、实验体系、数据模拟和分析以及应用性检测等方面的发展历史、当前近况以及发展趋势等进行了介
绍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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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第13章生物通道在恐怖战剂和生物分子检测中的应用 第14章纳米孔力谱：分子动力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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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时，矫正加工、量化和分析短DNA的想法似乎是不现实的。Kim等探讨了通过用
带正电物质来功能化孔以减小易位时间的方法。首先，在250 nm独立膜上利用原子层沉积（ALD）将
孔径从100 nm减小到30 nm，ALD工艺中使用氧化铝（Al2O3）。氧化铝为纳米孔壁的四周提供保形（
译者注：保形是一个数学术语）涂层，氧化铝沉积后膜的厚度增加至320 nm。使用Piranha清洗后，在
室温下将芯片浸泡在含1％（v／v）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APTES）[46]的乙醇溶液中1 h。由于APTES
的功能化，纳米孔壁带正电荷，会减慢带负电的DNA的易位速度。Kim等的研究表明，在不忽略电流
阻塞大小的情况下，539 bp和910 bp的dsDNA易位时间分别是（56.7土2.6）us和（104.6±28.6）us。由
于纳米孔内过量的正电荷，纳米孔正离子的选择性在经APTES修饰后将被减少。 其他科研小组也报道
了硅烷化的相似类型。Umehara等用涂有带正电多聚赖氨酸（PLL）的石英纳米移液管进行离子电流整
流。负电表面上吸附PLL分子之后，再用烘烤实现一个稳定的涂层。Wanunu等报道，对5 nm以下的纳
米孔进行表面修饰的过程中，在用盐溶液浸泡芯片时孔往往会堵塞。他们建议将造成这一问题的导电
细胞盐化，使用的溶液是用生理盐水化学物质混合的有机电解液，同时施加一定的电压。离子流扰乱
了自由生理盐水分子的堵塞。通过测量离子电流来证实他们的结果，这与实际的孔径测量相符。 也有
其他功能化纳米孔的化学方法提出。例如，用同源双功能试剂功能化酰胺末端，试剂带正电的一端连
接到芯片的NH2端，另一端连接到胺基终止的DNA探针上。已经证实DNA附着可通过与有互补荧光标
记的ssDNA杂交进行。可用椭圆或接触角测量验证含DNA探针的芯片功能化。没有功能化的SiO2表面
比用DNA功能化之后的芯片更具有亲水性。经功能化的芯片OH—官能数量会减少，这导致其亲水性
的降低。Jang等在最近一次报告中表明，用于功能化的比例是非常关键的。他们建议，用来固定蛋白
质的EDC和NHS的比例最好是3：1。蛋白质附着后，用乙醇代替去离子水稀释EDC，用PBS稀释NHS
以产生最好的荧光强度。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应的持续时间，当芯片浸入功能化混合剂4 h后将获得最
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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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纳米孔: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传感基础》会为纳米孔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和研究生提供极大的帮助和重要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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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纳米孔是最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对于DNA快速测序和高灵敏检测生物分子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在纳米
—生物界面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本书集中了此领域诸多国际顶尖科学
家，分别以不同主题撰写了纳米孔方面的研究进展，每一章相对独立，但是在内容设置方面充分考虑
了纳米孔的加工、纳米孔在作为DNA测序和蛋白质检测等方面的进展。全书内容全面深入，对于希望
全面、快速了解此领域的研究者和研究生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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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昨天中午拿到本书后，两个小时翻了一遍，而后精读了部分章节，关键点讲解很详细。晚上很有
收获感，关键是作为刚入门者，要比直接读英文原版的明白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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