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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1-9章介绍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新方法和基础理论研究；第二部分10
～18章侧重于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应用，主要针对临床检测、环境分析以及食品安全三大应用领域。
第19章简要介绍分析过程的质量管理与控制。
附录收集了常用的化学发光免疫试剂盒和相关用语的中英文对照。
书中每个章节既有独立性又有相互参考性，尽最大可能地收集与每一章节有关的参考文献。
    本书可供从事临床分析、食品检测、环境监测等科研人员和分析工作者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和
科研院所相关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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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2.1 引言　　20世纪40年代以来，免疫荧光技术（1941，FIA）、放
射免疫分析（1959，RIA）和免疫酶技术（1966，EIA）的相继问世，不断推动着免疫分析技术向前发
展。
但放射免疫分析存在放射污染等严重问题；免疫荧光技术和免疫酶技术避免了污染问题，但灵敏度达
不到放射免疫技术的水平，应用范围受到了限制。
l977年，Halman等人将高特异性的抗体一抗原识别反应与高灵敏度的化学发光反应结合，建立了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CLIA）。
这种免疫分析方法的灵敏度可以与放射免疫分析方法相媲美，且检测时间短，但是检测本身影响的因
素较多，稳定性相对较差。
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Leland等人建立了电化学发光反应系统之后，以电子得失过程中的电位差做能
量激发源的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ECLIA）相应建立。
　　电化学发光（ECL）是指由电化学反应引起的化学发光过程。
在电极上施加一定的电压或电流时，电极上发生电化学反应，在电极反应产物之间或电极反应产物与
溶液中某种组分之间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激发态，当其由激发态返回到基态时产生发光现象。
电化学发光的现象很早就被发现，运用电化学发光进行检测分析的文献报道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
现，90年代开始用于试剂的临床检测中。
从整体上讲，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是化学发光和免疫分析测定的结合，它包括了电化学和化学发光两
个过程，故是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一种发展，但同时与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其独
特的优势：一般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标记物是标记催化酶（如过氧化物酶、碱性磷酸酶等）或化学
发光分子（如鲁米诺、吖啶酯等），其发光强度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大，有时会不稳定；另外，在免
疫检测时，必须分离游离和结合相，操作步骤较多。
而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一般采用联吡啶钌[Ru（bpy）3]2+为标记物，[Ru（bpy）3]2+在三丙胺自由基
（TPA·）的催化及三角形脉冲电压激发下，只需0.0lms就可发出稳定的光。
[Ru（bpy）3]2+在发光过程中的再循环利用大大提高了分析的灵敏度。
并且无需将结合相和游离相分开，从而使检测步骤大大简化。
因此，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有其突出的优点：标记物稳定，灵敏度高，可实现多元检测，可实现均相
免疫分析，可实现全自动化。
ECL具有更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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