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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生物荧光探针制备技术》

内容概要

《靶向生物荧光探针制备技术》是关于生物荧光探针结构和设计原理、荧光探针分子的设计合成、荧
光探针的生物标记技术及应用的一本专著，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在靶向生物荧光探针制备技术领域的一
些主要研究成果。书中以生物荧光探针靶向标记原理为主线，系统阐述了荧光染料和功能性量子点的
设计合成、有机荧光染料探针分子的功能性修饰、荧光探针生物标记技术及应用等方面的科学问题及
技术问题。《靶向生物荧光探针制备技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内容涉及多交叉学科，为靶向生物
荧光探针的构建设计、制备技术以及相关技术研究提供参考。 
《靶向生物荧光探针制备技术》适合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化工等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
，对相关领域的同行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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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吲哚刚性桥类多甲川菁染料也可采用2－甲基吲哚季铵盐与醛缩合剂反应等常规方
法制备。吲哚菁染料引入刚性桥环后可提高菁染料的光稳定性，扩大吲哚菁染料的应用范围。 3.1.3.4
吲哚Cyn类菁染料探针的应用 1）直链吲哚菁染料的应用 吲哚菁染料对癌细胞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可
以用于生物组织检测。有报道用Cy3和CY5分别偶联两种组织的cDNA制备cDNA复合探针，并与表达
谱芯片进行杂交，利用人类正常肝组织和肝癌组织基因表达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大量有差异表
达的基因可以帮助发现更多的肝癌标记蛋白，从而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 子宫内膜异位是一种妇产科
疾病，经常与严重的骨盆疼痛和瘦弱等现象并存，因此影响着世界上数百万女性的生殖健康和生活质
量。将Cy3或Cy5标记的cDNA用于基因表达，采用cDNA微阵法识别实验组和自然疾病的普通基因表
达方式的区别，可确定老鼠模型的子宫内膜异位。 有研究者研究了取代的多甲川吲哚菁染料并将部分
染料用于植有胰脏癌的小鼠体内，成像结果发现染料在癌细胞内聚集，且癌细胞内染料的浓度明显高
于正常组织，因此其可用于检测癌细胞。 利用Cy3和CY5分别标记的RNA，通过单分子荧光共振能量
转移和荧光关联能谱法也能够确定RNA两种状态间的过渡时间。 将水溶性吲哚三甲川菁染料共价键合
到牛血清白蛋白上可以检测牛血清白蛋白。研究发现牛血清白蛋白的最低检测限为12.8nmol／L，商品
化的荧光素类标记试剂（FITC）几乎比其高100倍。这说明此菁染料标记试剂可在较低浓度下检测蛋
白质，对蛋白质定量分析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也有学者研究了吲哚苯环和N上都带有磺酸基的多甲
川菁染料，并利用抗生素显示技术将抗体片段与探针发生亲核连接。结果意想不到的是，一些抗体片
段引起染料吸收光谱红移达44nm。借助单晶结构、单晶的吸收光谱、微量热法和溶液中小角度X射线
散射等检测和实验证明，红移现象是由抗体聚合形成的。 在实际光化学应用中，染料需要具备高光稳
定性，而菁染料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光、热、氧、臭氧等不稳定。常将母体中的共轭甲川长链改变为方
酸环、环戊烯、环己烯等刚性环结构，在分子外部共价引入或掺杂环糊精等超分子化合物以阻止活性
氧的攻击。 2）桥基甲川吲哚菁染料探针的应用 （1）己烯桥基吲哚Cyn类菁染料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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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靶向生物荧光探针制备技术》汇集了课题组近十年来的主要相关研究内容和成果，并介绍了国内外
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完整性、前沿性和交叉性。在壳聚糖修饰荧光探针的
基础上，课题组又发展到海藻酸钠等其他生物活性多糖修饰探针，且从线性修饰发展到立体空间结构
的枝状化合物，进一步增大负载率，增加荧光加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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