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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自然界中的手性现象广泛存在．许多

生物分子如氨基酸、核酸和糖等在

紫外光区具有本征的光学手性．调控

具有光学活性的金属纳米颗粒形成

具有可设计的光学手性结构，将有

利于丰富手性光学和手性结构的研

究．近年来，DNA纳米技术为精确调

控纳米粒子的空间排布提供了一种

有效的方法，能够构建具有复杂几

何结构的手性纳米结构．王强斌课题

组以具有等离子体光学活性的贵金

属纳米粒子为例，综述了利用DNA

纳米技术构建静态和动态的各种手

性等离子纳米结构的研究进展，总结

了近年来围绕手性等离子纳米结构

的设计和研究取得的系列成果，并通

过这些可设计的纳米结构及其新颖

的光学活性为理论研究提供实验基

础．封面图片显示通过DNA纳米结

构的巧妙设计，在三维空间对金纳米

棒进行精确排布，形成确定的左手

螺旋和右手螺旋的金纳米棒手性超

结构．详见王猛等人文(p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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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DNA纳米技术

编者按

987 DNA纳米技术进展

樊春海

进展

989 基于DNA折纸的荧光阵列构建及应用

王飞，王丽华，樊春海，李茜

介绍了以DNA折纸为模板的多维度和不同模式的荧光阵列构建方案，

及此类荧光阵列在新型荧光探针构建、生物传感、超分辨成像等领域

的应用，并对其在活体应用和生物计算等领域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1001 基于DNA自组装的手性等离子体纳米结构研究进展

王猛，董今一，王强斌

DNA自组装技术以DNA分子为基元构筑纳米材料，具有根据实际需求

精准调控并组装得到复杂纳米结构的优点，可以用来构建从静态到动

态的各种手性等离子纳米结构．本文综述了基于DNA自组装的手性等

离子体纳米结构的研究历程和最新进展，并对相关研究做进一步展望．

1008 基于序列信息高度集成的长单链DNA自组装及制备

贾友礼，顾宏周

单链DNA折纸术(ssDNA origami)是传统DNA折纸术的一种进化和衍

生．它摒除了传统折纸术对众多短序列的需求，通过高度集成序列信息

至1条长单链DNA中，实现了由1条DNA序列自组装成复杂可控的纳米

结构．本文概括了长单链DNA自组装的研究进展，总结了几种常用的

长单链DNA制备的方法，并展望了该技术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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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DNA纳米技术在凝血酶适配体分子设计中的应用进展

唐林林，黄承志，左华，毛诚德

DNA纳米技术是纳米生物技术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通过合理的设计，利用

DNA或其他核酸的分子性质构建出可操控的新型纳米尺度的结构或机器，在生

物医学应用领域中有广泛应用．本文介绍了利用DNA纳米技术对凝血酶适配体

结构合理设计的相关进展．

1027 脱氧核酶在生物检测及基因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范思思，程进，冀斌，高超，江凯，刘岩，宋杰

系统总结了DNAzyme在金属离子和生物分子检测以及在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

进展，并对其在动物体内对目标分子的高灵敏度、低浓度特异性检测及发挥切

割活性进而达到疾病治疗做出了展望．

评述

1037 基于四链DNA构建纳米结构的研究进展

曹艳伟，裴仁军

四链DNA结构(主要包括G．四链体和I。motif)除了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外，近

些年来也被证实是一种优秀的DNA纳米构建单元．本文主要介绍以四链DNA

为主导构建纳米结构的研究进展和相关功能性应用，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

展望．

1053 基于DNA纳米结构的siRNA输送体系的研究进展

薛晗，高西辉，张川

介绍了DNA纳米结构作为载体用于功能性核酸递送的基本原理和优缺点，详述

了几类具有特色的DNA纳米结构用于siRNA递送系统。探讨了现有技术存在的

挑战，并对本领域的发展做了展望．

论文

1067 核酸适配体功能化的脂质体负载上转换颗粒用于肿瘤靶向成像

肖射华，梁玲，李丹，苏元野，袁荃

基于聚丙烯酸(PAA)修饰的NaYF。：Yb，Er，Nd@NaYF4：Nd上转换纳米颗粒

(ucNPs．PAA)，将其封装于Asl411核酸适配体修饰的脂质体(Apt．Lip)中，构建

了一种近红外(NIR)光激发的光学成像及靶向识别的ucNPs@Apt．Lip多功能纳

米平台．该材料对人乳腺癌细胞具有很强的靶向识别及荧光成像的能力．

1076 DNA．NH2酰化反应：分子量还是结构占主导地位?

唐林林，谭甲莲，向毅，李逐波，毛诚德，左华

对DNA化学修饰反应效率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对反应条件(溶剂、温度等)的优化．

为了确定影响修饰效率的重要因素，以DNA．NH：的酰化反应为模型进行了系统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DNA．NH，酰化反应的主要因素是DNA和酰化试剂的分子

量．相反，DNA的结构在反应中起着次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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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材料科学

1084 金属离子替换的有机．无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及其迟滞现象

叶枫叶，王成，赖君奇，陈琪，陈立桅

以cd“替换的MAPbI，钙钛矿为模型体系，深入研究Pb2+替换比例与器件性能及迟

滞现象之间的联系．与注入Ag+后的器件行为类似，优化的Cd2+替换比例能够提

高器件性能，而注入过量的cd2+会导致器件性能变差且伴随严重的迟滞现象．

电工科学

1094 一种基于双极性驻极体的多气隙结构微振动能量采集器

李超，陈钢进，陈许敏，张庆贺，朱煊

利用双极性驻极体膜能产生双极性电场的特点，设计制作了一种具有高能量采

集效率的多气隙结构微振动能量采集器．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均表明，输出功率

与振动强度、驻极体膜电场及气隙数呈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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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Advances in DNA nanot佻hnology

Chunhai l『hn

989 Ass咖bly and application of DNA origami-based nuorescence arI?ays

Ftei Wang，Lmua Wang，Chunhai Fan&Qian Li

1001 Chimlplasmonic nan鸺tructu他s Via DNA self-as∞mbly
Meng Wang'Jinyi D仰g＆Qiangbin Wang

1018

Progmmming and p托paring long single-stmnded DNA w油highly integ阳ted sequ蛐ce
information for the叫f-assembly of I小A的nostructures

Y0uliJia＆H佣gzh伽Gu

DNA nanotechnology in molecular design ofthmmMn aptamers

L湖in Tang，Ch蛐gzhi H岫ng，H啪Z帅&Chengde M加

DNAzymes in biologicaI detection and ge耻me均py
Sisi Fhn，Jin Chen，Bin Ji，Chao Gao，Kai Jiang，Yan Liu&Jie Song

C伽str眦ti蚰of的n嬲tmctu他s based蚰quadr叩l既DNA sca仃olds

Yan眦iC釉＆Re面蛐Pei

DNA nanostr眦tu他-based siRNA deHVery systems
Han Xue，Xihui Gao&Chuan Zhang

Aptamer gu讯ed liposomes l彻ded up咖versi蚰nanoparticles for targeted imaging

Shehua Xiao，Ling Liang，Dan Li，Yuanye Su&Quan Yhan

DNA-NH2 acyla6蚰reaction：Molecular wei2ht or咖fonna6伽dominates?
Linlin Tang，Jialian Tan，Yi Xiang’Zhubo Li，Ch蛐gde M∞&Hua Z∞

Metal-substituted organic-inOrganic perOVskite phOtOVOnaic deVice pemrmance and hysteresis

behavior

Fengye Ye，ChengWhng'JunqiLai，QiChen&LjweiChen

A bipolar elect№t-based micm-vm船60n-driven energy harvester wnh mum-air-明p structure

Chao Li，Gan舀in Chen，xumin Chen，Qinghe Zhang&Xuan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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