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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分子印迹是重要仿生识别技术，用

于制备抗体和酶的模拟物，所得分

子印迹聚合物具有识别特定目标分

子的能力．分子印迹材料是近20年

来研究非常活跃的功能材料之一，已

经广泛应用于分离、样品处理和传

感等领域．特别是，分子印迹技术可

以与其他的材料技术和纳米技术相

结合，制备出各种各样的同时具有独

特物理响应和靶向识别性能的先进

功能材料，已经在疾病诊断、生物成

像、毒物中和、药物递送及癌症靶向

治疗等领域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和潜

力．我国学者近期在分子印迹材料研

究中十分活跃，研究水平处于国际前

列．本期“先进分子印迹材料及应用”

专辑重点介绍了分子印迹材料的制

备和应用方面的最新进展，一定程度

上体现该领域的现状、热点和趋势．

期望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能吸引更多的

研究人员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促进和

推动分子印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封

面图片显示了分子印迹的基本原理．

详见本期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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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319 分子印迹：热点和趋势

刘震

进展

1321 以多巴胺为功能单体的生物大分子印迹聚合物

李梦圆，赵慕华，翟筠秋，赵关萍

介绍了以蛋白质为模板的印迹聚合物，以及其他生物大分子如多

肽、低聚糖以及病毒、酵母细胞等直接作为模板的印迹聚合物的

合成和表征，并探讨了该领域的发展趋势．

1330 刺激．响应型蛋白质分子印迹材料的研究进展

乔娟，齐莉

综述了刺激一响应型蛋白质分子印迹材料的研究进展，概述了其制

备方法、聚合物单体种类、刺激一响应类型及机理，并阐明了其发

展方向．

www．scichina．corn csb．scichina．com

万方数据



目次兰Q!呈生曼旦：篁丝堂：篁!兰塑 cHINEsE sc

P童roteins tern山叶+{曼Sel⋯f-asse!m⋯囔
‰ro。ssi，n。膳

@+q卜坐Release舷
▲乔娟等p1330

g爿
4#p蹦Pha№se a弋、}P。。q、

讲专屯叛
ENCE BULLETIN

1340 硼亲和可控定向表面分子印迹技术研究进展

王双寿，卢小媚，程婕，葛琼琼

介绍了硼亲和可控定向表面分子印迹技术的主要制备方法、原理、应用及

其最新研究进展，提出了该技术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展望其可能的发展

方向．

评述

1352 分子印迹材料的先进制备技术与策略

王晓艳，李金花，陈令新

梳理了分子印迹聚合物材料的先进制备技术、策略与刺激响应印迹，并对

印迹技术和材料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1368 抗原决定基印迹材料及其应用

杨开广，李森武，刘路宽，陈玉宛，周雯，张丽华，张玉奎

综述了抗原决定基印迹材料的最新制备方法，包括抗原决定基本体印迹、

抗原决定基接枝表面印迹、抗原决定基限域表面印迹、基于协同作用的抗

原决定基表面印迹技术，以及在肽段、蛋白及细胞识别方面的应用．

旦 一 1380 基=J=Pickering乳液的分子印迹技术
／ 江龙，沈先涛

．． 对基于Pickering乎L液的分子印迹技术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总结，重点介绍了分

，，，’Ph—a—se b‘。． 子印迹颗粒稳定的Pickering乳液在颗粒多功能化、传感器制备、界面吸附

以及界面催化等领域的应用现状和研究前景，展望了其发展方向．

▲江龙等p1380

豢一臻
▲黄丽洁等p1407

1392 基于分子印迹的蛋白质识别及应用研究进展

贺燕庭，白琛，林子俺

总结了近10年来蛋白质分子印迹的新方法、新策略和潜在应用前景，分析

了蛋白质分子印迹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挑战，并展望了该领域的机遇

和前景．

论文

1407 表面具有非交联结构糖蛋白识别位点的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的
可控制备

黄丽洁，郑从光，张会旗

将可控／“活性”自由基沉淀聚合技术、表面锚定模板策略及表面引发的可控

自由基聚合方法相结合，通过简便高效地合成表面锚定有糖蛋白的“活性”聚

合物微球并在其表面可控地接枝亲水性PNIPAAm刷的方法，成功制备了一

系列表面具有非交联结构糖蛋白识别位点的MIP微球．它们均对模板糖蛋白

OVA表现出专一性吸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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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 完整糖蛋白为准模板的有机相中聚糖的硼亲和可控定向表面

印迹

郭展辰，邢荣荣，贺晖，刘震

在有机相中以目标糖蛋白为准模板，通过可控定向表面印迹仅印迹其糖链

部分的新颖分子印迹方法．以碱性磷酸酶为例，合成了能专一识别该糖蛋白

的磁性分子印迹纳米材料，该材料对于目标糖蛋白表现出良好的特异性．

▲郭展辰等p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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