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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中介绍和总结了“适配体”的概念、产生方法以及近20年来在分析领域内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进展
。
内容涵盖了适配体作为识别元素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应用范围，具体包括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免疫标
记适配体传感器、适配体酶传感器、信号放大适配体传感器、纳米功能化适配体传感器，以及毛细管
电泳、液相色谱等分离技术与适配体的联合检测等，充分展现出核酸适配体在分析科学中的独特优势
和应用价值。
　　该书主题属前沿科学领域，内容深入浅出，原理和应用相辅相成，代表了当前国际上适配体研究
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国内化学界和生物医学界相关研究和科学普及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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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arco Mascini博士,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化学系全职分析化学教授，生物传感技术的开创者之一。
他的研究兴趣与电化学传感器、压电传感器和光学传感器相关。
他对这些装置的产业化样机在生物分析、药学、环境及食品质量和安全中的一些实际应用进行了开创
性工作。
部分装置当今已经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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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针对靶分子RNA而不是蛋白质的RNA调控适配体也已开发出来。
寡核苷酸非常不适合RNA结构的识别（Toulm6等，2005）。
折叠的RNA区域不能用于分子间互补序列的配对。
因此，针对结构区域的反义或siRNA表现出的结合效率有限（Kurreck，2006）。
体外筛选可识别靶分子RNA区域的折叠状态的适配体已经实现。
除了Watson-crick碱基配对，还确定了RNA三级结构中的多种作用，这表明有可能利用环和凸起中的
非配对核酸碱基与核酸适配体的分子间相互作用。
其他的作用如碱基堆积也会对相互结合产生额外的贡献。
针对HIV一1的TAR RNA发夹的DNA和RNA适配体都已经得到确定，不完整的发卡结构参与了逆转录
病毒基因组转录的反式激活过程（Boiziau等，1999；Ducong6和Toulm6，1999）。
这种结合是通过两个分子的部分互补的顶环部分形成环一环螺旋而产生。
其RNA适配体形成的一个六碱基对螺旋和一个临界的非标准的GA碱基对靠近适配体的环表现出对吻
合复合物（kissing complex）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Ducong6等，2000），得到了高亲和性（纳摩尔级
的Kd值）的适配体。
特别是由RNA PolⅢ启动子驱动的该适配体的原位表达与控制TAR条件下培养的Hela细胞的报告基因的
表达相比减少了60％（Kolb等，2006）。
与常规的RNA分子相比，经化学修饰设计的适配体表现出对生物特性的提升（Darfeuille等，2002a，b
，2004）。
其他的RNA结构也已经成功被确定为适配体，特别是对肝炎c病毒RNA的核糖体内部的进入位点
（Tallet-Lopez等，2003；Da Rocha-Gomes等，2004；。
Kikuchi等，2005）。
生产可随意进行激活或失活调控的可逆的调控子，并能产生相应的信号，人们对此有极大的兴趣。
为此，可利用小分子适配体实现调控。
当插入mR-NA时，这些适配体模拟已确定的原核mRNA的核糖开关（Tuckel’和Break-er，2005）。
对这些RNA分子，与配体结合相关的构象变化可以引起翻译的调控，最常见的是切换核糖体结合位点
，使其从一个封闭状态切换到自由状态。
RNA上可触发构象重排的配体结合位点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适配体。
因此，通过插入一个适配体序列在给定基因的5，_未翻译区（UTR），来设计基因表达的人工调控子
是非常吸引人的工作。
适配体和靶分子间的作用会改变或稳定RNA的结构，但反过来可能会阻止核糖体的结合或阻止翻译程
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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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分析中的核酸适配体》：核酸适配体具有一些优于相应抗体的优点，是一个在不同学科具有巨
大潜力而迅速崛起的新兴领域。
《生物分析中的核酸适配体》详细介绍了核酸适配体在分析、医学、环境和食品科学应用中有关的生
物分析技术和方法。
内容包括以下方面：核酸适配体、适配体靶分子和它们的一般应用。
适配体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特别是适配体传感器和方法与相应的免疫传感器的比较。
适配体诊断技术实例，如全细胞蛋白轮廓谱（蛋白质组学）和疾病与健康状态的医学诊断区别。
各分支领域领衔专家代表性研究的研究成果。
·大量已经证实的生物分析技术和方法及为进一步研究所用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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