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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向社会输送人才。
大学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毕业生在社会各领域所取得
的成就来体现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只有短短的50年，之所以迅速成为享有较高国际声誉的著名大学之一，主
要就是因为她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毕业生。
他们志向高远、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在国内外科技、经济、教育等领域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为中国科大赢得了“科技英才的摇篮”的美誉。
　　2008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为中国科大建校五十周年发来贺信，信中称赞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按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弘扬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风，
努力推进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改革创新，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原创性科技成果，为推动我国科教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中国科大迄今已毕业的5万人中，已有42人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同期（
自1963年以来）毕业生中当选院士数最多的高校之一。
其中，本科毕业生中平均每1000人就产生工名院士和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位居全国高校之首。
还有众多的中青年才俊成为我国科技、企业、教育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
在历年评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作为科技界、科技创新型企业界青年才俊代表，科大
毕业生已连续多年榜上有名，获奖总人数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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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15章，内容包括ESR基本原理，实验技术，自旋标记技术，自旋捕集技术，自旋标和自旋捕
集剂的合成，ESR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概念，ESR技术在细胞膜、蛋白质结构、抗氧化剂的筛选和研
究及心脏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和中风等疾病研究及辐射损伤中的应用。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电子自旋共振在环境污染、植物光合作用以及植物抗病和感病作用研究中的应用
。
    本书可供从事ESR、自由基、生物、化学和医学等相关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及大专院校的师生阅
读租参考，也可以为从事自由基和抗氧化剂开发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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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6.2 三叶草产生的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二维ESR波谱成像　　利用铁络合物自旋捕捉技术测定了三
叶草产生的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三维ESR波谱成像.由于三叶草与小麦叶耳和叶片的形状不同，其叶脉的
分布也不同，其产生的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三维ESR波谱成像与小麦叶耳和叶片的也不同。
这充分反映了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三维ESR波谱成像可以真实地表现植物内源产生的一氧化氮自由基。
　　5.6.3 谷芽产生的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三维ESR波谱成像　　利用铁络合物自旋捕捉技术测定了谷芽
产生的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三维ESR波谱成像。
由于谷芽与上面叶片的形状不同，产生的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三维ESR波谱成像与谷芽的形状很类似，
而不发芽的谷种就检测不到任何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信号，这充分反映了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三维.ESR波
谱成像可以真实地表现谷芽发芽过程内源产生的一氧化氮自由基。
　　5.7 EPR成像的其他应用　　EPR成像与NMR成像有类似之处，这就是它类似质子密度成像，是对
电子自旋信号强度分布的成像，它可以对波谱空间分布成像，将波谱形状插入成像变成附加的一维。
它比NMR成像更有波谱特异性，可以提供活体组织与生理有关参数的解剖图，同时还可以提供自由基
分布、极性、氧浓度和微观黏度等的信息。
　　5.7.1 自旋探针和增强剂在活体In vivo EPR的应用　　对不含顺磁性物质的生物体成像需要外加自
旋标记物。
主要选择在生物体内还原速度慢和能穿过血脑屏障的氮氧自由基。
氮氧自由基在体内被还原不稳定，严重影响成像质量。
葡萄糖炭黑和锂晶体的信号在体内非常稳定，最近被用于EPR成像和测量氧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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