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一步地研究来阐明其增殖、定向分化的分子机理.
(2001 年 6 月 15 日收到)

李志琴 　博士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细胞生物

室 ,北京 100005

章静波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细胞生物

室 ,北京 100005

1 　Watt F. M. , et al . Science ,2000 ;287 (25) :142721430

2 　Evans M.J . , et al . Nature ,1981 ;292 :1542156

3 　Thomson J . A , et al . Science ,1998 ;282 :114521147

4 　Shamblott M. J . , et al . Proc. Nat . Acad. Sci . USA , 1998 ;95 : 137262
13731

5 　Martin G. R. , et al . Proc. Natl . Acad. Sci . USA ,1975 ;72 (4) :144125

6 　Svendsen C. N. , et al . Trends Neurosci . ,1999 ;22 (8) :3572364

7 　Munsie M.J . , et al . Curr. Biol . ,2000 ;10 (16) :9892992

8 　Pesce M. , et al . Cells Tissues Organs ,1999 ;165 (324) :144252

9 　Prelle K. , et al . Cells Tissues Organs ,1999 ;165 (324) :220236

10 　Martin G. R. Science ,1980 ;209 :7682776

11 　Ernst M. , et al . J . Biol . Chem. ,1996 ;271 (47) :30136243

12 　Burdon T. , et al . Cells Tissues Organs ,1999 ;165 (324) :131243

13 　Nakamura T. , et al . Biochem. Biophys . Res . Commun. ,1998 ;248 (1) :

2227

14 　Matsuda T. , et al . EMBO J . ,1999 ;18 (15) :426129

15 　Niwa H. , et al . Genes ,1998 ;12 (13) :2048260

16 　Dani C. I. , et al . Dev. Biol . ,1998 ;203 :1492162

17 　Niwa H. , et al . Nat . Genet . ,2000 ;24 (4) :37226

18 　Gottlieb D. I. , et al . Cells Tissues Organs ,1999 ;165 :165217

19 　Rohwedel J . , et al . Cells Tissues Organs ,1999 ;165 :1902202

20 　Liu S. , et al . Proc. Natl . Acad. Sci . USA ,2000 ;97 (11) :612626131

21 　Lee S. H. , et al . Nature Biotechnology ,2000 ;18 :6752679

22 　Brüstle O. , et al . Science ,1999 ;285 (5428) :75426

23 　Arnhold S. , et al . J . Neurosurg ,2000 ;93 :102621032

24 　Kawasaki H. , et al . Neuron. ,2000 ;28 :31240

25 　Hynes M. , et al . Neuron. ,2000 ;28 :11214

26 　Deacon T. , et al . Experimental Neurology ,1998 ;149 :28241

27 　Kelly D.L. , et al . Mol . Reprod. Dev. ,2000 ;56 (2) :113223

28 　Hancock ,C. R. , et al .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2
cation ,2000 ;271 :4182421

29 　Barinaga M. Science ,2000 ;287 (25) :142121423

30 　Mcdonald J . W. , et al . Nature Medicine ,1999 ;5 (12) :141021412

Embryonic Stem Cel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Ner2
vous System Disorders
Li Zhi2qin ① , Zhang Jing2bo ②

① Doctor and ②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 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 CAMS , Beijing 100005

Key words 　embryonic stem cells , directed differentiation , nervous system

disorders

光学蛋白质芯片

靳　刚　王战会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关键词　椭偏光学成像技术　蛋白质芯片

　　本文介绍一种新型光学蛋白质芯片技术. 它通过表面格式化、表面改性和配基固定形成多元生物活性感应表面 ;

借助蛋白质的特异结合性和高分辨率的生物光学显微成像技术达到识别和检测蛋白质的目的. 它是一种非标记的多

元蛋白质定量分析方法.

一、蛋白质芯片的意义

　　生物芯片技术具有集成、并行、快速和自动化分析

的优势 ,它是融生物学、物理、化学和信息科学以及微制

造技术为一体的交叉新科技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生

物芯片技术包括 :基因芯片即 DNA 芯片、蛋白质芯片或

叫做生物分子芯片、细胞芯片和组织芯片等技术. 蛋白

质芯片的发展将会为“蛋白质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工

具 ,推动疾病诊断、药物筛选和个性化的药物输运等

革新.

　　蛋白质是构成生命体的最小活性单位. 按目前的认

识 ,人体中存在着 10 万种以上的蛋白质 ,它们在肌体中

分别承担不同任务 ,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了解人体的健

康状况、诊断和治疗 ,都需要识别和检测蛋白质 ,并认识

其生理功能 ,这是非常艰巨和繁重的工作.

　　蛋白质的组成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 蛋白质的表达

受多种因素的调控 ,在生命发育不同阶段的蛋白质的种

类和构成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组织细胞表达的蛋白质也

有很大的差异. 在病理或治疗过程中 ,细胞蛋白质的组

成及其变化与正常过程中不同. 因此 ,蛋白质研究是在

一个更加深入、在贴近生命本质的层次上去探讨和发现

生命活动的规律和重要生理、病理现象的本质.

　　光学蛋白质芯片系统是探测和研究蛋白质的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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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1 ] . 此方法将高分辨率的生物光学显微成像技术和集

成化多元蛋白质芯片技术相结合 ,发展形成了新型的并

行、快速生物分子识别和检测技术. 它不需要任何标记

物 ,对生物活性无影响 ,还可以检测生物分子反应的动

力学参数[2 ] . 为一些尚无答案的生物医学理论问题提供

解答. 其应用不仅局限于科学研究 ,也可直接为医学诊

断提供一种常规检查的新手段 ,使以往难以观察的生物

分子相互作用过程以直观的图像显示出来 ,为识别和检

测生物分子 ,即时地观察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认

识生物分子功能提供了可能性 ,从而获得很多传统技术

难以提供的信息 ,广泛地用于生物医学研究、健康预测、

临床诊断、新药的筛选和鉴定以及生物工业流程中的活

性监测等.

二、光学蛋白质芯片性能特点

　　蛋白质芯片的结构和功能是根据分析对象而设计

制造的. 常用的分为两类 ,即生物活性探针和多元生物

分子芯片. 它们能够分别对单一生物活性和多种生物活

性进行分析和检测.

　　生物活性探针的结构如图 1 所示. 在固体的基片上

制备一层表面改性层 ,用以定向地装配上一层具有生物

活性的单分子层 ,使分子活性部位暴露于外侧 ,而形成

感应表面.

图 1 　活性探针

　　当此感应表面放入待测的生物分子溶液中时 ,如果

溶液中的生物分子与表面上的生物分子之间存在特异

结合性 ,即会生成生物分子复合物 ,使表面的单分子感

应膜层变成生物分子复合物膜层. 此变化能够被具有高

分辨能力的光学成像技术显示出来. 例如图 2 所示 ,芯

片表面上固定的感应分子层是人的血浆白蛋白 ,复合膜

层是血浆白蛋白和它的抗体. 光学图像显示出三个灰度

区 ,由暗到亮分别对应基片表面、血浆白蛋白单分子感

应膜层和复合分子膜层 ;三维图形清楚地显示出不同膜

层所形成的阶梯.

图 2 　血浆白蛋白及血浆白蛋白与其抗体的复合膜层

　　在多元生物分子芯片的不同区域内 ,固定上不同的

生物活性探针 (配体) ,如图 3. 当此芯片浸入含有多元分

析物的溶液时 ,如果分析物与芯片上的配体之间发生结

合 ,就会形成生物分子复合物 ,改变芯片表面的形貌 ,达

到同时检测多元分析物的目的.

图 3 　多元蛋白质芯片模型

　　图 4 (a) 是多元蛋白质芯片表面的三维成像 ,含有 10

个单元. 其中 ,两两成对的单元分别制备了人血清白蛋

白 ( HSA) 、免疫 G蛋白 ( IgG) 、纤维蛋白原 ( Fib) 和牛血清

白蛋白 (BSA) ,另有两个基底单元作为对照 ;将该芯片插

入含有免疫 G蛋白抗体的血清中 (浓度约 0. 1 mg/ ml) ,

浸泡 30 min 以上 ,即得到图 4 (b) . 与图 4 (a) 对比 ,可以看

到含有 IgG的两个单元的膜层厚度明显地提高了 ,而其

他单元的膜层厚度保持不变 ,即为免疫 G蛋白抗体的

检测.

　　此类芯片表面膜层的变化可以由光学显微成像观

察出来 ,并通过计算机以图像的形式显示和专业生物图

像分析软件处理 ,并与数据库进行信息交换 ,以提供进

一步的定量分析. 配体的专一性可以保证分析物在混合

物中 (如 :血清、组织培养液、细胞或细胞膜抽提液) ,甚

·782·

自 然 杂 志 　23 卷 5 期 新技术·新方法



图 4 　多元蛋白质芯片成像

至可以结合在磷脂囊、病毒、细菌和真核细胞表面作直

接分析 ,而不需要预先处理或纯化. 电子摄像机的快速

摄取图像能力 ,为生物分子动力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甚

至多元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也可实时地显示出来.

几小时内所获得的信息 ,可能是多种传统技术同时工作

数天 ,甚至更长时间的分子复合物综合分析. 此技术的

操作简便和可重复性 ,大大降低了试剂的用量、测试时

间和劳动强度.

　　此系统的技术特点如下 :

　　(1) 直接测量非纯化分析物

　　在进行生物分子的特异性结合研究时 ,可以直接测

量非纯化分析物.

　　(2) 多元样品同时检测

　　由于采用多元面观测 ,所以能够用于多元样品检

测 ,在同一表面上可以同时观察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以

至更多样品单元. 此技术可以同时检测体液中的多种蛋

白质 ,可以同时测量多对生物分子 :包括蛋白质、核酸、

多糖、磷脂、甚至生物小分子 ,以及侯选药物的分子间相

互作用的情况. 它提供了同时分析多元分子溶液综合信

息的手段.

　　(3) 样品用量少

　　采用了可以达到次单分子膜层分辨能力的光学成

像技术和集成蛋白质芯片技术 ,配基用量仅在微升

量级.

　　(4) 样品无需任何标记物

　　直接测量生物分子的特异性结合所形成的生物分

子复合物 ,并不需要像酶联免疫或放射免疫法那样对生

物分子作标记 ,不会对待测生物分子活性造成任何扰动

和损伤.

　　(5) 检测速度快 ,实时检测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动

态过程

　　电子图像采样具有快速摄取图像的能力 ,为生物分

子动力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可以实时测量多对生物分子

的分子间相互作用过程. 如分子间是否存在特异性结

合、结合的强度和速度、解离的快慢以及结合部位的分

析 ,可以获得生物分子反应的动力学信息.

　　(6) 具有分辨和排除干扰信号能力

　　矩阵式多元芯片测量的每个单元又由多像元显示 ,

相互参照和对比 ,具有分辨和排除干扰信号能力.

　　(7) 定性和定量测量

　　直观输出的图像便于定性观测 ;数字图像形式为定

量测量提供了条件[3 ] .

三、发展前景

　　利用此芯片系统已经开展了一些生物医学应用.

如 :多种抗原 - 抗体相互作用研究 ;鉴定治疗肝癌的单

克隆抗体药物 ,其中所测量的肝癌细胞裂解液成分复

杂 ,是其他免疫学方法所不能测量的 ;研究了配体和受

体的特异结合 (白介素 6) ;进行了内分泌激素的测定尝

试[4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检测实验 ;以及蛋白质的竞

争吸附和细胞粘附的研究等. 蛋白质芯片还用来研究了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过程 ,获得生物分子反应动力学

信息.

　　此蛋白质芯片系统为蛋白质组研究、医学诊断、药

物筛选和生物工业等应用 ,开辟了新的途径. 由此获得

其他方法无法提供的信息 ,有望为一些尚无答案的生物

医学理论问题提供解答. 广泛的应用前景也为未来的产

业化提供了市场条件 ,其产品的开发将主要包括三方面

内容 : ①光机电一体化系统———椭偏光学生物传感器 ;

②根据需求 ,供应针对各种分析和检测对象所设计制造

的光学蛋白质芯片系列 ; ③由上述衍生的药物筛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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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诊断和蛋白质分析的专家系统 ,而造福于社会.
(2001 年 4 月 29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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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在中草药化学成分提取中的应用

项昭保　霍丹群　任绍光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关键词　超声波　中草药　化学成分　提取　应用

　　中草药是我国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利用中草药治病是我国独有的方法 ,并且在治疗方面具有特效、安全

等优点. 但是中草药中所含成分复杂 ,不仅含有有效成分 ,还含有无效成分 ,甚至有毒成分. 为了提高中草药的治疗效

果 ,必须提取分离出中草药的有效成分. 常规提取法虽有许多种 ,但均有耗时长、提取率低、溶媒用量大等不足之处.

伴随着新技术在药材成分提取中的研究和应用 ,新提取方法不断出现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中草药化学成分提取方

法———超声提取法.

一、中草药化学成分提取现状

　　中草药是我国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利用中

草药治病是我国独有的方法 ,它不但能根除病根 ,而且

无不良反应 ,故自古至今广为国人所喜用. 但是中草药

中所含成分复杂 ,不仅含有有效成分 ,还含有无效成分 ,

甚至含有有毒成分. 因此必须对药材进行去其糟粕 ,取

其精华的提炼过程. 故此 ,很早以来人们就开始利用各

种提取方法 ,从药材中提取有效成分. 目前 ,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 ,提取中草药化学成分的方法主要采用常规提

取法 :热提取法 (煎煮法、回流提取法) 和浸泡提取法 (渗

漉法、冷浸法) ,但是这些常规方法均有许多不足之处 ,

如回流法虽然提取较完全 ,但是需要加热 ,耗时较长 ;煎

煮法虽然可以方便地进行工业化生产 ,但是提取率较

低 ,溶媒用量很大 ,耗时长 ;渗漉法虽然不用加热 ,提取

效率也较高 ,但是耗时很长 ;冷浸法则是最原始的提取

方法 ,溶媒用量大 ,耗时太长 ,提取率也很低. 因此利用

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新方法提取中草药化学成分是目前

中草药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二、超声波及超声发生器

　　超声波是指频率在声频以上 ,即超过人耳所能感受

的频率———20 kHz 的弹性波 ,超声波的频率也有上限 ,

一般认为是 5 ×106 kHz. 超声波是一种在弹性介质中的

机械振荡. 它在介质中主要产生两种形式的振荡 ,即横

向振荡 (横波) 和纵向振荡 (纵波) . 前者只能在固体中产

生 ,而后者可在固、液、气体中产生. 此外 ,超声波波型中

还有表面波及板波. 超声波具有频率高、方向性好、穿透

力强、能量集中等特性 ,已在机械制造、化学、冶金、医

疗、轻工业、农业、动力工程等方面广泛应用 ,但用在中

草药化学成分的提取方面 ,国内还是近几年才有报道

的.

　　超声波发生器是超声波的波源 ,通常有 3 种类型 ,

即机械系统、磁致伸缩振荡器和电致伸缩振荡器. 机械

式超声波发生装置是以高速气体或液体作为介质 ,通过

机械装置产生谐振的系统. 其发生的超声频率一般较

低 ,通常为 20～30 kHz. 磁致伸缩振荡器是利用磁性材料

的磁致伸缩现象的电 - 声波转换器. 通过对线圈输入交

变电流 ,使作为“铁芯”的磁致伸缩材料产生振动 ,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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