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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控芯片电泳电导检测分离分析尿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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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自行构建的微流控芯片电泳集成非接触式电导检测分析系统，建立了一种集进样、分离与检测为

一体的微流控芯片电泳电导检测蛋白质的方法，并用于人白蛋白（ＨＳＡ）和人转铁蛋白（ＴＲＦ）两种尿蛋白的分

离分析以及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液中白蛋白的定量检测。考察并优化了缓冲液、分离电压、进样方式、进样时间等

电泳分离的影响因素，在缓冲液为ｐＨ＝１０的１０ｍｍｏｌ／Ｌ硼砂溶液，电进样场强为３００Ｖ／ｃｍ，进样时间１０ｓ，

分离电压为６００Ｖ的实验条件下，１０ｍｉｎ内完成了ＨＳＡ和ＴＲＦ的分离检测，分离度为２．０；检出限分别为０．４
和０．８ｇ／Ｌ（Ｓ／Ｎ＝３），在１～５ｇ／Ｌ线性范围内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４７８和０．９４９１。实验中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样

中ＨＳＡ的加标回收率为９５．４％～１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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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尿蛋白是肾脏疾病及糖尿病诊断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尿中蛋白的检测也是尿液化学成分分析最重要

的项目之一。目前，临床尿蛋白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免疫法，凝胶电泳法、试纸法和磺柳酸法。免疫法由于

大多采用荧光或发光方法检测，需对样品进行衍生化处理，诊断试剂盒昂贵；而临床常用的凝胶电泳法需

要对样本进行染色等，其检测过程复杂，试剂要求较高，耗时长；试纸法和磺柳酸法都是根据浊度反应判

断蛋白质为阴性或阳性的，操作简便，但是只能作为定性或半定量的依据，并不能对尿液中的蛋白质进

行定量研究。毛细管电泳技术相对于其它常规凝胶电泳技术，具有自动化程度高，试样用量少的优点，
在蛋白质分析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２］。而近年来以毛细管电泳技术为基础，依托于微电子机械系统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ＭＳ）的微流控芯片电泳技术由于具有微型化、快速、高效、高通量、样
品用量少和易于集成化等特点，在蛋白质的分离分析中得以广泛应用。微流控芯片上蛋白质的检测方法

主要有光学检测法和电化学检测法。Ｍａｚｕｒｚｙ等［３］利用离子交换技术在聚二甲基硅氧烷（ＰＤＭＳ）材质的

芯片上集成电子波导作为激发光源，实现了蛋白质的荧光检测。黄淮清等［４］采用十二烷基硫酸钠无胶筛

分电泳模式－激光诱导荧光检测，在玻璃芯片上完成了６种蛋白质的分离检测，并通过这种方式测定了抗

体免疫球蛋白Ｇ不同片段的分子量。Ｔａｎｙａｎｙｉｗａ等［５］采用电容耦合非接触式电导检测在毛细管、玻璃芯

片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ＭＭＡ）芯片上电泳分离的人免疫球蛋白ＩｇＧ和ＩｇＭ。这些研究显示微流控芯片

分析技术用于蛋白质分析的可行性及其对蛋白质组研究的极大促进作用。然而微流控芯片电泳技术由于

检测技术的不完善在实际临床蛋白样本的应用研究还比较少。
本研究以人白蛋白（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ｕｍ　ａｌｂｕｍｉｎ，ＨＳＡ）和人转铁蛋白（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ＴＲＦ）两种尿蛋

白为分析对象，自行构建了一套集进样、分离与检测为一体的微流控芯片电泳电导检测分析系统，通过对

电泳分离影响因素进行优化，考察蛋白质浓度与电导响应信号的定量关系，建立了微流控芯片电泳电导

检测人白蛋白和人转铁蛋白两种尿蛋白的新方法，并应用于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液蛋白样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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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部分

２．１　仪器与试剂

玻璃－ＰＤＭＳ复合电泳芯片（自行设计，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２４研究所和第４４研究所加工制作）；集
成电导检 测 信 号 采 集 系 统（自 行 设 计 并 制 作）；ＸＣＤＹ型 微 流 控 芯 片 多 路 智 能 高 压 电 源（０～８０００Ｖ／

５００!Ａ，山东省化工研究院仪表研究所）；ＸＳＰ－ＢＭ型显微镜（Ｎｉｋｏｎ公司）；ＫＱ－５０Ｅ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

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ＴＧ３２８Ｂ型光电分析天平（上海精密仪器仪表公司）等。

ＨＳＡ（分子量６６４７８Ｄａ，ｐＩ　４．７，），ＴＲＦ（分子量７７０００Ｄａ，ｐＩ　５．９）购自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其余试剂均

为分析纯。
缓冲溶液配制：准确称取０．３８１４ｇ硼砂，加５０ｍＬ蒸馏水超声溶解，用ＮａＯＨ溶液将其调至ｐＨ　１０．

０，定容至１００ｍＬ。
蛋白质标准溶液配制：分别准确称取 ＨＳＡ和ＴＲＦ标准品各０．０７５ｇ，用配制好的硼砂缓冲液溶解，

定容至２５ｍＬ，分别配制成５．０ｇ／Ｌ的ＨＳＡ、ＴＲＦ的单标溶液和混合标准溶液，稀释备用。
尿液样本制备［６］：取正常人晨尿５ｍＬ及重庆新桥医院肾病综合症患者的晨尿５ｍＬ（医院磺柳酸定性

结果为“＋＋＋”），以１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用配制好的硼砂缓冲液稀释备用。

２．２　微流控芯片集成非接触式电导检测及其分析系统

依据本课题组研制的集成电导微电极的玻璃－ＰＤＭＳ复合电泳芯片结构，自行设计制作出相应的外围

电导检测电路，构建了集成化和微型化的分析系统。芯片的基片是石英玻璃材料，通过在其上溅射得到

金微电极，依据非接触式电导检测器绝缘性要求，覆盖ＳｉＯ２ 绝缘层；采用ＳＵ－８阳膜（大连化物所制作），
通过原位浇注ＰＤＭＳ成型法，制作成含有十字电泳分离管道的盖片。盖片与基片在常温下键合，形成集

成底部电导检测微电极的玻璃－ＰＤＭＳ复合电泳芯片（图１Ａ）。芯片的进样管道（ｂｃ）长６．０ｍｍ，分离管道

（ａｄ）长３．０ｃｍ，宽８０!ｍ，深１５!ｍ；电导检测电极（图１Ｂ）集成在玻璃基片上分离管道的末端，并分别置

于分离管道的两侧，一个为电导检测激励电极，另一个为电导检测输出电极。通过ＡＮＳＹＳ软件对电导

检测电极产生的电场强度进行模拟分析，初步确定检测电极的参数，并结合ＯｒＣＡＤ软件对激发频率与输

出电流之间的关系模拟分析，对初步设计的电导检测器的结构参数作进一步论证［７］，最终得到电导检测

电极长５５０!ｍ，宽４０!ｍ，厚度为０．１!ｍ，两电极间距２０!ｍ；ＳｉＯ２ 绝缘层厚度为１!ｍ，电导检测的激

发频率为４５０ｋＨｚ，激发电压为１０Ｖ［８］。

　图１　含集成非接触式二电极电导检测电泳芯片图

Ｆｉｇ．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ｌｅｓ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

Ａ，Ｂ分别为集成非接触式二电极电导检测电泳芯片和电导检测电极；ａ，ｂ，ｃ，ｄ分别为缓冲

液储液池、样 品 废 液 池、样 品 池、缓 冲 液 废 液 池（Ａ，Ｂ　ｗａ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ｆ　ｔｗ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ｌｅｓ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ｃｔｅｃ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ａ，ｂ，ｃ，ｄ　ｗａｓ　ｂｕｆｆ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ａｍｐｌｅ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ｂｕｆｆ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ａｍｐｌｅ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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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人白蛋白和人转铁蛋白的芯片电泳分离分析

在玻璃－ＰＤＭＳ复合芯片上，以ＨＳＡ和ＴＲＦ的标准品、添加了 ＨＳＡ、ＴＲＦ的正常人尿液和肾病综合

症病人尿液为测试对象，采用芯片自由区带电泳分离模式，自行构建了电泳芯片集成非接触式电导检测

系统，通过对电泳过程的缓冲液、进样方式、分离电压等影响因素的优化，对其进行芯片电泳分离和电导

检测。
在玻璃－ＰＤＭＳ复合电泳芯片上，以浓度为１，２，３，４和５ｇ／Ｌ的ＨＳＡ和ＴＲＦ单标准溶液为电泳对

象，进行芯片电泳电导检测实验，绘制标准曲线。
以正常人尿液和重庆新桥医院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液样本为分析对象，用自行构建的含集成非接触式

电导检测电极的电泳芯片对其进行检测。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集成非接触式电导检测微流控芯片分析系统

本研究所采用的微流控芯片电泳电导检测分析系统在前期研究中已对Ｋ＋ 和氨基酸显示出高效的分

离与检测性能［８］。本实验将铂丝电极插入分离管道两头的储液池，通过外接高压直流电源施加电泳过程

的驱动和分离电压，以实现整个分离检测过程。电泳分离管道尾端的集成非接触式电导检测电极可在线

获取分离通道中组分电导信息，通过外接管脚与外围自制的电导检测电路相连［９］，电导检测电路与Ａ／Ｄ信

号采集电路相连接，并将编辑好的电导信号采集程序下载到采集电路的程序控制主芯片上，通过串口与ＰＣ
机连接而实现对系统运行的程序控制和信号获取。集成非接触式电导检测电极与管道内溶液被绝缘层隔开，
可以有效避免电极与溶液直接接触，防止污染电极，降低了背景噪音，提高了系统检测灵敏度。

３．２　人白蛋白和人转铁蛋白的芯片电泳分离条件优化

３．２．１　缓冲液的选择　ＭＥＳ／Ｈｉｓ溶液和硼砂溶液是两种较常用的缓冲能力强、缓冲性能稳定的电泳

缓冲溶液，ＭＥＳ／Ｈｉｓ溶液作为两性电解质，具有离子强度大、电导背景低的特点，在电导检测中应用

较多，但从蛋白质电泳分离的实 验 结 果 来 看，其 分 离 效 率 低 于 硼 砂 溶 液。硼 砂 溶 液 具 有 缓 冲 能 力 较

大、背景的电导信号高的特点，而蛋白质具有相对较低的电导信号，可以在保证电泳分离效果的同时，
通过两者的电导信号差值来实现蛋白质的芯片电导检测。

芯片电泳过程中，缓冲液的浓度及ｐＨ值也是关键因素。因为缓冲液浓度过大会引起较强的焦耳

热，导致芯片微管道中产生气泡，对电泳分离过程不利；浓度过小，其缓冲容量有限。ＨＳＡ和ＴＲＦ的

等电点分别为４．７和５．９，实验采用极端ｐＨ法，选用ｐＨ　１０的硼砂缓冲液，因为碱性缓冲不仅能获得

较大的电渗流，还能抑制蛋白质在管壁表面的吸附，提高分析效率。因此，本实验采用ｐＨ＝１０的１０
ｍｍｏｌ／Ｌ硼砂溶液作为尿蛋白的芯片电泳分离的缓冲体系。

３．２．２　进样方式和进样时间的优化　负压进样和简单电进样均易于实施，实验发现负压进样由于操

作时间长以及操作的不稳定性，造成峰展宽，分离度下降，影响到数据的稳定性和重现性，而且分离

效果不及电进样方式。
简单电进样时组分虽有歧视现象，但其效果并不明显。当简单电进样时间过短，样品组分可能还

未或刚到达十字进样口，此时样品区带就没有代表性。进样时间过长，造成样品的扩散，进样时间越

长，这种扩散作用就越明显。通过比较出峰时间、分离度和峰形变化，选择简单电进样方式，场强３００
Ｖ／ｃｍ，进样时间为１０ｓ。

３．２．３　分离电压的优化　理论上讲，分离电压对分离度和迁移时间均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一定条件

下提高分离电压有助于提高分离效果。但电压过高会带来基线波动较大、焦耳热增加等问题，导致分

离度下降。分别采用３００，６００和９００Ｖ分离电压（场强分别为１００，２００和３００Ｖ／ｃｍ）进行平行实验，
考察分离电压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图２）。对 ＨＳＡ和ＴＲＦ标准品进行芯片电泳分离分析时，分离电压

为９００Ｖ时分离效果最好；对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液实际样本分析时，当分离电压为９００Ｖ，基线不平

稳，波动较大，焦耳热增加，造 成 气 泡 现 象 严 重，导 致 分 离 过 程 无 法 持 续 进 行；分 离 电 压 降 至６００Ｖ
时，出峰时间有所延迟，但分离度较好，基线平稳，图谱清晰；而分离电压由６００Ｖ降为３００Ｖ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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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时间进一步延迟，且蛋白质峰展宽比较严重。综合考虑分析时间以及分离效果，最佳分离电压选定

６００Ｖ。

３．３　人白蛋白和人转铁蛋白的芯片电泳分离分析

基于上述芯片电泳分离操作条件的实验优化结果，在后续实验中选用ｐＨ＝１０的１０ｍｍｏｌ／Ｌ硼砂溶

液为缓冲体系，电进样时间控制为１０ｓ，电泳分离电压选为６００Ｖ，进行ＨＳＡ和ＴＲＦ的芯片电泳分离分

析。

３．３．１　人白蛋白和人转铁蛋白标品的微流控芯片集成非接触式电导检测　在玻璃－ＰＤＭＳ复合电泳芯片

上，以５ｇ／Ｌ的ＨＳＡ和ＴＲＦ混合标准溶液为分析对象，进行芯片电泳电导检测实验，得到芯片电泳分离

图谱（图３）。平行测定６次，峰形重现良好，ＴＲＦ的出峰时间为５．８ｍｉｎ，ＨＳＡ的出峰时间为８．０ｍｉｎ，两

　图２　电压对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液分离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ｏ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ｕｒｉ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ｎｅｐｈｒｏ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Ｅ　ｃｈｉｐ
　图３　芯片电泳电导检测５ｇ／Ｌ的人白蛋白和人转铁蛋

白混合样品电泳分离图谱

Ｆｉｇ．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５ｇ／Ｌ　ＨＳＡ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ＴＲＦ）ｗｉｔｈ　ｈｏｍｅｍａ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ｐ

种蛋白出峰时间的ＲＳＤ分别为４．２％和７．５％。两

种蛋白分离度达到了２．０，实现了完全分离。向正常

人尿液中，添加５ｇ／Ｌ的ＨＳＡ和ＴＲＦ标准溶液进行

实验。采用与标准品相同的电泳条件，其电泳图谱

中两种蛋白的出峰时间与标准品的出峰时间基本一

致，也实现了完全分离。由于实际尿液样本中含有各种杂质，电泳图谱基线波动较大，但各杂质含量很

低，并未出现明显的杂质峰。
表１　ＨＳＡ和ＴＲＦ标准单样品线性回归方程及检出限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样品
Ｓａｍｐｌｅ

线性回归方程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相关系数
（ｒ）

线性范围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
（ｇ／Ｌ）

检出限
ＬＯＤ

（Ｓ／Ｎ＝３）
（ｇ／Ｌ）

ＨＳＡ　ｙ＝０．０５８ｘ－０．０６９４　０．９４７８　 １～５　 ０．４
ＴＲＦ　ｙ＝０．０７９２ｘ－０．０１８９　０．９４９１　 １～５　 ０．８

３．３．２　线性区间和检出限　在玻璃－ＰＤＭＳ复合

电泳芯片上，分别以浓度为１，２，３，４和５ｇ／Ｌ
的ＨＳＡ和ＴＲＦ单标准溶液为电泳对象，进行

芯片电泳电导检测实验，以峰面积作为定量依

据，绘制标准曲线；将１ｇ／Ｌ　ＨＳＡ和ＴＲＦ标准

样品逐步稀释，当信噪比为３时，即得到两种蛋

　图４　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液样本的芯片电泳电导检测典型图谱

Ｆｉｇ．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ＳＡ　ａｎｄ　ＴＲＦ　ｉｎ　ｕｒｉ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ｎｅ－

ｐｈｒｏ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ｏｎ　ＣＥ

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ｐ

白质的检出限（Ｓ／Ｎ＝３），结果见表１。

３．３．３　微流控芯片集成非接触式电导检测分离分

析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液样本　临床检验规定：尿蛋

白浓度为０．１～０．５ｇ／Ｌ为“＋”，０．５～２．０ｇ／Ｌ为

“＋＋”，２．０～５．０ｇ／Ｌ为“＋＋＋”。实验所取样

本为医院磺柳酸定性结果为“＋＋＋”的肾病综合

症病人尿液样本。当采用病人尿液直接上样电泳

分离测试时，尿液中杂质易导致基线不稳，并且尿

液中其它蛋白的电泳峰也比较明显，对测试有一

定的干扰，因此，实验中将病人尿液稀释３倍进行

检测，检测典型图谱如图４。图 中８ｍｉｎ附 近 出

现了一 个 明 显 的 ＨＳＡ的 电 泳 峰，６ｍｉｎ出 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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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Ｆ的峰，但是两种蛋白的分离效果不理想。另外在１．３ｍｉｎ处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峰，估计为

尿液中其它蛋白质的电泳峰。
肾病综合症病人典型的病理现象是尿液中出现大量蛋白质，主要是 ＨＳＡ。而ＴＲＦ在尿液中含量

很低，检测图谱中峰形较小，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定量检测，所以，样本测试主要针对 ＨＳＡ进行定量测

试。根据表１中 ＨＳＡ的线性回归方程及３倍稀释病人尿液系列样本的芯片电泳电导检测图谱，可计

算得到 ＨＳＡ的浓度，进而得到尿液中的 ＨＳＡ含量值；进而，在正常人尿液和 ＨＳＡ浓度为１．４０ｇ／Ｌ
的稀释３倍的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液中（稀释后磺柳酸定性结果为“＋＋”），分别添加 ＨＳＡ标准样品，
进行加标回收实验。实验结果见表２。

表２　ＨＳＡ试样加标回收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ＳＡ　ｂｙ　ｈｏｍｅｍａｄｅ　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

样本
Ｓａｍｐｌｅ

初始值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ｇ／Ｌ）

添加
Ａｄｄｅｄ
（ｍｇ）

测得值
Ｆｏｕｎｄ
（ｇ／Ｌ）

ＲＳＤ
（％）

回收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磺柳酸法
Ｓｕｌｆｏ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ｅｓｔ

正常尿液
Ｎｏｒ　ｍａｌ
ｕｒｉｎｅ

病人尿液
Ｐａｔｉ　ｅｎｔ
ｕｒｉｎｅ

１ ＜０．４　 ０　 ０ ／ ／ －
２ ＜０．４　 １．０　 １．０３ ／ １０３ ＋
３ ＜０．４　 １．５　 １．４６ ／ ９７．３ ＋＋
４ ＜０．４　 ２．０　 ２．０８ ／ １０４ ＋＋

１　 １．４０　 ０　 １．３６ ／ ＋＋
２　 １．４０　 ０　 １．３９　 ３．２７ ／ ＋＋
３　 １．４０　 ０　 １．４５ ／ ＋＋
４　 １．４０　 ０．５　 １．９３ ／ １０１．６ ＋＋＋
５　 １．４０　 １．０　 ２．２９ ／ ９５．４ ＋＋＋
６　 １．４０　 １．５　 ３．０２ ／ １０４．１ ＋＋＋

　注（Ｎｏｔｅ）：“＋”０．１～０．５ｇ／Ｌ；“＋＋”０．５～２．０ｇ／Ｌ；“＋＋＋”２．０～５．０ｇ／Ｌ；“－”未检出（Ｎｏ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磺柳酸法是根据浊度反应将无混浊或无沉淀定为阴性（－），将出现混浊或沉淀的定为阳性（＋），
所测结果为尿液中总蛋白的浓度，它只是定性和半定量的检测模式。由表２可见，芯片测试相关结果

与医院现行的磺柳酸法检测结果对照，显示出良好的符合性。而本实验提出的微分析系统可实现对尿

中白蛋白的定量测试。

４　结　论

采用自行研制的集成非接触式电导微电极的微流控电泳芯片分析系统，以 尿 液 中 的 标 志 性 蛋 白

ＨＳＡ为分析对象，建立了一种集进样、分离与检测为一体的微流控芯片电泳电导检测的蛋白质分析检

测的新方法。本方法在１０ｍｉｎ内可完成两种尿蛋白的分离检测，１～５ｇ／Ｌ的线性范围内测试绘制了

ＨＳＡ和ＴＲＦ标准单样品的标准曲线，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４７８和０．９４９１，检出限分别为０．４和０．８

ｇ／Ｌ。正常人尿样和肾病综合症病人尿样中 ＨＳＡ的加标回收率分别为９７．３％～１０４．０％和９５．４％～
１０４．１％。本方法分析快速、试剂消耗量少、操作简单，可用于肾病综合症患者尿液中白蛋白的定量分

析。对于微流控分析系统在医疗、临床、环境、食品、安全卫生等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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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在材料分析中的应用》

　　该书为《色谱技术丛书》之一，系统介绍了材料分析中应用的各种色谱方法与技术，内容包括 气 相 色 谱、高 效 液 相 色

谱、离子色谱、凝胶渗透色谱、毛细管电泳以及一些联用技术在无机材料中的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的分析、无机材料和

高分子材料结构分析、聚合物中可挥发物 质 的 分 析、高 分 子 材 料 定 性 定 量 分 析 以 及 高 分 子 材 料 分 子 量 分 布 分 析 中 的 应

用，并综述了色谱法在材料分析中的应用进展。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应用实例，便于读者在实际工作中参考。该书可供材

料、冶金、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环境保护等领域中从事材料分析的技术人员参考。

该书（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２２－１０５６７－７）由化学工业出版社，胡净宇、梅一飞、刘杰民 等编著，定价４２．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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