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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点击化学的概念、点击反应分类、化学及生物传感器中点击化学的作用类型及近几年来点击

化学在化学传感器中的应用进展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展望了点击化学在传感器领域应用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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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化学简介

点击化学( Click chemistry) ，也译作链接化学、速配接合组合式化学、动态组合化学等，是由化学家

Sharpless 在 2001 年引入的一个合成概念，主旨是通过小单元的拼接，快速完成多种分子的化学合

成［1，2］，并建立以碳-杂原子键( C － X － C) 合成为基础的组合化学新方法。借助点击反应能简便高效地

获得分子多样性。点击反应通常具有如下特征: 所用原料易得; 反应操作简单、条件温和、对氧或水不敏

感; 产物收率高、选择性好; 产物易纯化、后处理简单。近年来，点击化学已在化学合成方面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并成为目前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3］。
原位点击化学( In situ click chemistry) ，是目前点击化学在合成和其它应用中较常见的方法。在合

成过程中，发生点击反应的物质都在溶液中生成，无须分离提纯或干燥，直接向其中加入另一种能与之

发生点击反应试剂并进行反应。该方法不仅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繁琐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反

应效率。比如将原位点击化学运用于合成类天然产物的研究中，以酶为反应模板，选择性连接各模块组

分，从而合成酶自身的抑制剂。Sharpless 等［4 ～ 7］利用在生理条件下惰性的反应物，进行不可逆的靶标导

向合成，生成高亲和性的抑制剂。用叠氮基和炔基将基于特定位点的抑制剂———他克林( Tacrine) 和菲

啶盐( Phenanthridinium) 进行连接，使其迅速进行选择性的环加成反应［4］。乙酰胆碱酯酶( AChE) 本身

作为反应的微观容器，控制各种可能成对的反应物，直到 1，3-偶极环加成反应最终生成最适合进入该

酶活性位点的产物，便得到了它自身的抑制剂( 图 1) 。
目前，点击化学已广泛应用于材料表面功能化［8 ～ 12］、功能聚合物合成［13 ～ 18］、树枝状化合物合

成［19，20］、细胞标记［21，22］、DNA 标记［23 ～ 27］等方面。但它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材料功能化方面，通过点击反应在材料表面进行功能化修饰，很大程度克服了材料本身的缺点，

提高了材料的利用价值。Fabre 等［28］报道了一种利用点击反应将末端二茂铁单层膜修饰到含末端氢的

硅表面的方法，研究了所制得的材料在增强电荷储存和作为通信材料方面的性能。Holst 等［29］利用金

属催化偶联、热聚合以及点击反应合成了一种四面体连接的共轭微孔聚合物网络，该热稳定性材料展现

出了高比表面积以及对氢和二氧化碳的良好吸附性能。
在有机合成方面，研究者根据目标产物的结构、形状、性质等特征，利用特殊基团之间的点击反应，

合成了各种类型的产物。相比于传统合成法，利用点击反应进行合成不仅简化了合成步骤，改善了合

成条件，而且显著提高了目标产物的产率。Agnew 等［30］用点击反应法合成一种类似于蛋白质捕获物质

的抗体，该方法制备过程中并不需要优先考虑它对目标蛋白质的亲合能力，且原位点击反应较大程度提

高了抗体的识别空间，识别结果重现性良好。Camponovo 等［31］利用含炔基的聚合树状分子与叠氮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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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种基于原位点击化学在 AchE 分子容器中合成的二取代 1，2，3-苯三唑菲啶盐衍生物［4］

Fig． 1 Four disubstituted 1，2，3-triazoles formed in situ， in the acetylcholinesterase ( AChE )

molecule，from building blocks of the phenylphenanthridinium［4］

二茂铁发生的点击反应合成了一种含 1，2，3-苯三唑的新型树枝状大分子，并进一步研究了该大分子对

离子的电化学传感特性。
在生物标记方面，研究者利用点击化学快速温和地标记上信号标记物，该方法在细胞追踪等研究中

不仅起到了增强信号的作用，同时还降低了生物干扰。而通过基于点击化学的 DNA 标记可快速准确进

行 DNA 测序。Kang 等［32］利用点击化学对细胞进行标记追踪，结果显示，该标记功效较传统方法大大

提高，同时降低了巨噬细胞吞噬作用造成的信号干扰。Seo 等［33］利用点击化学标记 DNA 的方法构建了

荧光寡核苷酸序列，并将其应用于快速准确的 DNA 测序研究。

2 点击反应分类

点击反应具有模块化、高产率、立体选择性和应用范围宽广等特性，可加快反应速度，并得到单一产

物。点击反应主要有 4 种，即环加成反应、亲核开环反应、非醇醛的羰基化反应以及碳碳多键加成反应。
2． 1 环加成反应

点击化学的构想在杂原子参与的环加成反应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些模块化反应的过程将两个不

饱和的反应物结合起来，生成许多有趣的五元杂环和六元杂环。通常其反应基团多是非极性的，如

Diels-Alder 反应。目前报道最普遍的这类反应是 1，3-偶极环加成反应，其中以叠氮化物和炔的反应最

为突出。端基炔和叠氮化合物的 1，3-偶极环加成反应有点击反应的“精华”( Cream of the crop) 之称。
叠氮化合物和乙炔的环加成反应由 Michael［34］早在 1893 年第一次报道，在 20 世纪 60 ～ 80 年代由

Huisgen［35］正式确立为重要反应。后来，Tornoe 等［36］与 Ｒostovtsev 等［37］分别报道了 Cu + 催化叠氮化物-
炔环加成反应，高选择性地生成了 1，4-三唑，产率高达 91%，反应时间也由原来的 18 h 缩短为 8 h，反应

式见图 2。

图 2 Cu + 催化叠氮化物-炔环加成反应

Fig． 2 Cu + catalysis for terninal azide-alkyne coupling

2． 2 亲核开环反应

该反应主要是三元杂原子张力环的亲核开环以

释放它们内在的张力能，这类物质如环氧衍生物、氮
杂环丙烷、环状硫酸酯、环状硫酰胺、吖丙啶鎓离子

和环硫鎓离子等。在这些三元杂环化合物中，环氧

衍生物和吖丙啶鎓离子是点击化学反应中最常用的

底物，它们开环后形成了各种高区域选择性的化合

物。此类反应可在醇 /水混合溶剂或无溶剂条件下进行。这一类反应还包括 α，β-不饱和羰基化合物的

迈克尔加成反应。
以双环氧乙烷和苄胺反应为例，Kolb 等［1］在质子溶剂甲醇存在的情况下，得到回收率 90% 的 1，4-

二醇，而在无溶剂时则得到 94%的 1，3-二醇(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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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氧乙烷开环反应［1］

Fig． 3 Ｒegioselectivity of oxirane opening［1］

2． 3 非醇醛的羰基化反应

这类可靠而广泛应用的反应包括: 醛或酮

与 1，3-二醇反应生成 1，3-环氧戊环; 醛与肼或

胲反应生成腙和肟; α-和 β-羰基醛、酮和酯生

成杂环化合物［38］。
2． 4 碳碳多键的加成反应

环氧化反应、二羟基化反应、氮杂环丙烷

化反应等都是典型的碳碳多重键加成反应。
如烯烃在锇催化下的氨基羟基化和二羟基化的反应中表现出独特的活性，仅用等量的卤代氨盐，就能在

室温下进行快速和几乎定量的氨基羟基化反应。α，β-不饱和酸和胺有更高的反应活性［39］。
近年来，巯基-烯这类不需要金属催化的点击反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类反应拥有快速、简单、

不受氧的影响等优点，从而成为一种固化( 硫化) 反应和表面改性的高效工具［40］。巯基-烯的反应主要

包括自由基引发和催化引发两种类型。自由基引发的巯基-烯反应机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阶段: 引发剂

在光照或者热的条件下吸收光子被激发，裂解形成自由基; 自由基夺取巯基上的一个氢原子，产生巯基

自由基; 巯基自由基进攻碳碳双键，活性中心转移，产生烷基自由基; 烷基自由基夺取巯基化合物上巯基

的氢原子，再次产生巯基自由基，进入循环。其中第二步产生的巯基自由基可引发链增长，也可以发生

双基终止［41］( 图 4A) 。催化引发巯基点击反应是在催化条件下发生的巯基-迈克尔加成反应，通常发生

在巯基与缺电子型碳碳双键之间。此外，巯基与溴、巯基与异( 硫) 氰酸酯基在催化剂存在的条件下也

可进行巯基-迈克尔加成反应，其中催化剂主要为碱、伯胺、仲胺、叔胺及具亲核性的烷基膦化合物［42］

( 图 4B) 。巯基-烯的反应应用范围广( 大部分的烯烃几乎与所有的巯基都可发生此反应) 、反应条件适

应性宽、反应非常迅速，因此该反应是一种较简单的无金属催化的点击化学反应。

图 4 自由基( A) 及催化( B) 引发的巯基-烯反应机理［43］

Fig． 4 Mechanism of radical-mediated ( A) and catalytic-initiated ( B) thiol-ene reaction［43］

3 点击化学在化学传感器研究中的应用

化学传感器是一种可将化学信息转换为目标分析信号的器件。化学传感器的种类繁多，其原理各

有差异，检测对象所涉及的目标参数也不尽相同。经过多年迅速发展，化学传感器已成为当代信息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现代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化学传感器已广泛应用于化学测量、生
产流程分析、环境污染监测、矿产资源探测、气象观测及遥测、工业自动化、医学诊断、实时监测、农业生

鲜保存及鱼群探测、防盗、安全报警、节能等领域［44 ～ 50］。
点击反应的类型由反应物所带基团的不同决定。在传感器的制备中，可以根据反应物所具有的基

团或功能化基团的特点，选择不同类型的点击反应来制备化学传感器敏感膜。
3． 1 化学传感器研究中点击化学的作用

点击化学作为一种快速有效的合成方法，在化学传感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化学传感器研究中点

击化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快速连接固定敏感物或标记物质、合成敏感元件，以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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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反应直接或间接检测点击反应物。
传统的化学传感器敏感膜中敏感物或标记物的固定主要通过吸附、交联、包埋和共价结合等方法，

但这些方法反应条件复杂苛刻、反应速度较慢、选择性较差，且产物并不稳定。点击化学作为一种快速、
简单、高选择性的有效合成方法，在传感器制备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其优点。点击化学可用于共价结合

固定敏感膜或标记活性物，这样制备的传感器相比传统固定标记方法具有更高的选择性和稳定性，其方

法更简单，也提高了传感器的实用性。Collman 等［51 ～ 59］首次将点击化学应用到电极表面修饰的研究中，

他们尝试在两个不同的电极表面通过点击反应分别接上不同的活性物质。Wang 等［60］采用点击反应在

金电极表面共价结合上电活性基团硝基苯，并探讨了它的电化学行为。Ciampi 等［61］利用点击化学在高

掺杂 Si( 100) 表面的末端炔基膜上固定修饰二茂铁衍生物，并研究了其抗氧化性能。
另外，研究者还利用点击化学直接合成了敏感元件。根据待测物的种类、结构、性质等特征快速

“量身定做”一套敏感元件，使传感器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利用点击化学还可以高产率地合成一些普通

方法无法合成的物质作为敏感元件，为传感器的制备提供了新的途径。Lau 等［62］报道了一种利用点击

化学制备、借助选择性阴离子诱导脱金属作用来识别铜离子和汞离子的荧光团传感器。他们首先合成

了一种基于环拉胺的新型三唑吊坠臂结构作为荧光团传感器，传感器通过该吊坠臂结构物质与中性水

溶液中的铜离子及汞离子形成配合物而产生高灵敏的响应，并且在约 50 倍的干扰金属离子的存在下仍

图 5 基于点击化学的选择性阴离子诱导脱金属作用

识别 Cu2 + 或 Hg2 + 的荧光团传感器［62］

Fig． 5 A click fluorophore sensor that can distinguish

Cu2 + and Hg2 + via selective anion-induced

demetallation［62］

能实现高选择性的测定; 在添加 I! 或 S2O
2!
3 等阴离

子时，荧光强度又恢复为原值，该方法可以简单高效

地识别 Cu2 + 或 Hg2 + ( 图 5) 。
最后，通过电化学或电化学发光等方法，可以直

接或间接测定一些参与点击反应的反应物或催化

物。Su 等［63］报道了利用点击化学并使用商业血糖

仪间接测定 Cu2 + 的方法，他们首先用抗坏血酸钠将

Cu2 + 原位还原为 Cu + ，还原后的 Cu + 催化固定于一

次性丝网印刷碳电极上的炔基化 DNA，与附加到转

化酶 /磁珠轭合物中的叠氮化 DNA 发生点击反应，

该反应使标记于磁珠上的蔗糖转化酶将蔗糖转化为

葡萄糖，通过血糖仪监测葡萄糖的浓度从而间接检

测了 Cu2 +。
3． 2 基于点击化学的化学传感器的应用

点击化学为化学传感器及其制备方法研究提供

了一种高效简便的新途径，相关研究也成为近年来的热点，点击化学在化学传感器领域的应用也备受关

注。
3． 2． 1 在有机分析中的应用 对于大多数的有机物，由于它们的基团较易进行功能化，有些甚至自带

可发生点击反应的基团，所以对于这类物质的检测，可以利用待测物直接发生的点击反应，有效地提高

传感器的选择性。还可以通过点击反应快速将一些电活性或者发光基团“标记”在传感器上，以达到增

强放大检测信号的目的，因此，该方法能显著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64，65］。
Lu 等［66］制备了一种基于点击化学的用于丙炔氟草胺的检测的传感器。他们通过 Cu + 的催化，使

待测物丙炔氟草胺上的炔基与弱荧光性的 3-叠氮基-7-羟基香豆素上的叠氮基团发生点击反应，生成了

强荧光性的组分( 1，2，3-苯三唑) ，从而可以对待测物进行高选择性、高灵敏检测。
Scavetta 等［67］制备了一种基于二茂铁衍生物与功能化聚( 3，4-乙烯二氧噻吩) -聚苯乙烯磺酸( PE-

DOT-PSS) 点击反应的涂层电极，并用于检测多巴胺。他们利用 Cu + 催化电沉积的叠氮化 PEDOT 与乙

炔二茂铁进行环加成点击反应，使 PEDOT: PSS 涂层电极表面二茂铁功能化，通过 XPS 表征显示二茂铁

已被成功固定。该传感器已成功应用于多巴胺的检测，响应的线性范围为 0． 01 ～ 0． 9 mmol /L，检出限

达 1 μmo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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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等［68］利用点击化学制备了一种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用于检测对苯二酚。他们首先利用丙

烯酸丙炔酯与叠氮化巯代癸烷发生点击反应生成自组装膜，然后在紫外光照下，以对苯二酚为模板分

子、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和偶氮二乙丁腈为自由基引发剂，在电极表面形成聚合物，进而制得点击反

应分子印迹聚合物( MIP) 传感器。用计时电流法对比点击反应 MIP 传感器与浸涂 MIP 传感检测对苯

二酚的结果显示，前者的检出限比后者低 4 倍，灵敏度则提高了 3 倍，说明点击反应 MIP 传感器明显优

于浸涂 MIP 传感器。
Zeng 等［69］利用巯基点击化学制备了一种基于 Ｒu( bpy) 2 +

3 固定的电化学发光( ECL) 传感器，并将

其用于三正丙胺的检测。研究者首先合成了戊烯基功能化的 Ｒu( bpy') 3Cl2，然后利用巯基-烯点击反应

将其固定于巯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预处理过的导电玻璃上，固定方法快速、简单、高效，所得 Ｒu( bpy) 2 +
3

膜比之前报道的类似膜在有机溶剂的稳定性更好( 如图 6) 。该传感器用于三正丙胺的检测，响应范围

较宽，为 5 × 10!6 ～ 5 × 10!3 mol /L，检出限则达到 1 × 10!6 mol /L。

图 6 利用点击反应制备的 ECL 传感器［69］

Fig． 6 Preparation of ECL sensors using click reaction［69］

3． 2． 2 在无机离子分析中的应用 对于离子

的检测，所报道的该类传感器大多为荧光 /比
色传感器，也有电化学传感器的报道［70 ～ 73］。
待测离子可以与点击反应所生成的产物形成

配合物产生电信号或者光信号以达到检测目

的，从而提高传感器的选择性和灵敏度。而对

于 Cu2 + 等一些金属离子，也可以利用电化学

或电化学发光等方法直接或间接进行检测。
Zhang 等［74］报道了一种基于 Cu 催化点击

反应的用于视觉检测水溶液中 Cu2 + 的高灵敏

度方法。他们利用水溶叠氮功能化的 AuNPs
与修饰在载玻片上的炔基在铜离子催化作用

下发生点击反应，反应后 AuNPs 被固定在载

玻片上，由于 Ag 的增强作用 AuNPs 的暗度随之增强。检出限比之前报道的方法下降了 2 ～ 3 个数量

级，达 62 nmol /L。Ge 等［75］也制备了一种用于检测 Cu2 + 的荧光传感器。他们通过 Cu + 催化经叠氮、炔
基分别修饰的短富 G 序列在水溶液中发生点击反应，经洗脱等步骤后得到了 G-四联体结构，其中 Cu +

来自于抗坏血酸钠对 Cu2 + 的还原。而在氯高铁血红素和 K + 存在的条件下，自组装后的氯高铁血红素 /
G-四联体结构具有催化无色的四甲基联苯胺显色的活性。这样就可以对 Cu2 + 的浓度进行比色分析。
Kim 等［76］利用点击化学制备了一种基于罗丹明苯三唑的荧光传感器并将其应用于水溶液中铂离子的

检测。该结构上的异羟肟酸与苯三唑环可以与铂离子形成配合物而产生荧光信号，从而实现对铂离子

的高选择性和高灵敏度的检测。Zhan 等［77］利用点击化学合成了一种附加吡啶基杯［4］芳烃，并用其修

饰银纳米粒子作为比色传感器应用于 Fe3 + 的检测，这种杯［4］芳烃可以选择性地与铁离子络合，这使得

纳米银粒子发生聚合，从而使传感器对 Fe3 + 产生良好的响应。
除了比色法，Qiu 等［78，79］制备了一种基于点击化学测定的 Cu2 + 的电化学发光传感器。他们首先将

1-叠氮癸烷-11-巯基通过简单巯基-金反应组装到金电极表面，然后将炔基功能化的含 Ｒu ( bpy) 2 +
3 的

SiO2纳米粒子通过 Cu + 催化的点击反应共价耦合在电极表面，其中 Cu + 来源于电还原的 Cu2 +。结果表

明，发光强度值与 Cu2 + 浓度在 1． 0 × 10!15 ～ 1． 0 × 10!11 mol /L 范围内呈线性关系，检出限达到 1． 0 ×
10!16 mol /L。他们用同样的合成方法制备了用于检测乳制品中 Cu2 + 的电化学传感器，得到的线性范围

是1． 0 × 10!14 ～ 1． 0 × 10!9 mol /L，且选择性、实用性强。Kim 等［80］利用点击化学制备了一种 1，2，3-苯三

唑环功能化的荧光 /电化学传感器用于检测 Al3 + ，在 Al3 + 存在的条件下，通过荧光强度或电化学行为的

变化达到检测目的。
3． 2． 3 在生物分析中的应用 与一般有机物的检测不同，一些生物分子较大，有的甚至是聚合级，其本

身参与点击反应的传感器报道较少。报道较多的是通过点击反应将生物酶或其他活性物质固定在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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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通过酶与待测物发生的催化反应产生检测信号，从而实现对待测物的检测［81，82］。
Trilling 等［83］利用点击反应探讨了生物受体定向对生物传感器的灵敏度的影响，他们以 VHH 蛋白

生物传感器识别 FMDV 病毒为例，首先将 VHH 蛋白质叠氮功能化，与在等离子共振薄片暴露的环辛炔

发生点击反应，并通过对比多倍叠氮功能化标记和单一叠氮功能化标记的 VHH 修饰的生物传感器，发

现前者的灵敏度比后者提高了 800 倍。
Xie 等［84］研制了一种基于点击化学的非标记电化学适体传感器，并将其应用于溶解酵素的测定。

他们先将金纳米粒子电沉积修饰于丝网印刷电极表面，然后通过自组装到电极表面的 1-叠氮癸烷-11-
巯基与炔基修饰的抗溶菌酶的结合适体发生点击反应，使两者共价结合。样品中有溶菌酶存在时，

［Ｒu( NH3 ) 6］
3 + 通过与 DNA 上的 PO3!

4 的静电作用吸附于适配子上，表面结合 ［Ｒu( NH3 ) 6］
3 + 后，方波

伏安电流大幅降低，在 1． 0 ～ 50． 0 pg /mL 内，溶解酵素浓度对数值与电流变化值呈线性关系，检出限为

0． 3 pg /mL。
Qiu 等［85］制备了一种基于点击化学用于检测抗坏血酸的电化学传感器。他们将炔丙基功能化的二

茂铁通过与修饰在金电极上的叠氮化末端发生点击反应修饰到电极上，采用电化学交流阻抗法检测金

电极在点击反应发生前后的电子转移电阻，以此确定不同浓度抗坏血酸的表面覆盖分数( θ) 。结果表

明，θ 值与抗坏血酸浓度对数值在 5． 0 × 10!12 ～ 1． 0 × 10!9 mol /L 范围内呈线性关系，检出限达到

2． 6 × 10!12 mol /L。该传感器选择性和稳定性良好，并已经成功应用于抗坏血酸的实际检测。
李文娟等［86］利用点击反应制备了一种基于固定葡萄糖氧化酶的生物传感器，用于测定葡萄糖。他

们首先通过叠氮化双官能团分子得到了末端叠氮化碳纳米管( CNTs-N-3) ，同时合成了炔基修饰的葡萄

糖氧化酶，然后在 Cu + 催化下使两者发生点击反应，混合产物在全氟磺酸的帮助下浸泡至玻碳电极表

面，从而制得该传感器，并对传感器进行了红外光谱表征，同时用循环伏安法和计时电流法研究了其电

化学性能。结果显示，葡萄糖的线性范围为 6． 0 × 10!7 ～ 1． 4 × 10!3 mol /L，检出限为 2． 0 × 10!7 mol /L。

4 展 望

作为一种快速、简单、高选择性的合成方法，无论是快速连接固定敏感物、标记物质，合成敏感元件，

或者直接或间接检测点击反应物，点击化学可以将自身的优点与化学传感器及应用相结合，大大提高了

传感器的响应性能，从相关报道的结果可知，基于点击化学的化学传感器都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重现

性［87，88］。此外，简化了敏感膜的制备步骤。
点击化学在化学传感器中的应用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因而，其在化学传感器中的应用仍存在一些

问题。点击化学需要特定的基团，这就要优先考虑到反应物的基团功能化，而一些反应物进行目标基团

功能化的条件过于苛刻，限制了点击化学的应用范围。此外，现阶段所采用的点击反应类型较少，已报

道的都是叠氮化物与端基炔的 1，3-偶氮加成反应。近年来，巯基-烯加成反应报道相对较多［69，89］，而其

它类型点击反应的报道较少。另一方面，研究者还需更多地将点击化学的基团选择性应用于传感器敏

感膜制备中，探索更加简单高效的基于点击化学电化学传感器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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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Click Chemist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emical Sensors

NIE Ji，LI Jian-Ping* ，DENG Huan，PAN Hong-Cheng
(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Bioengineering，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in the field of chemical sensors，as the increasing demands of selectivity，stability
and repeatability，researches of the new ways for the sensors prepara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urgent．
Click chemistry provides a new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way for these researches，which has become a hot field
so that the relevant reports are worth of summarizing． In this review，the latest progress of the applications of
click chemistry in chemical sensors has been described in detail，and the outlook of future developments has
been made then．
Keywords Click chemistry; Chemical sensor; Application; Ｒeview

( Ｒeceived 15 October 2014; accepted 13 December 2014)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Nos． 21165007，21375031

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櫫

)

中国化学会第十二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 第二轮通知)

中国化学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华中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定于 2015 年 5 月 8 日

至 11 日在武汉洪山大礼堂召开。这是我国分析化学领域三年一届的盛会，会议将就我国自上届学术会议以来分析化学

学科的新成就、新进展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会议将组织分析化学前沿的大会报告、分组报告和讨论。热忱欢迎广大的

分析化学工作者踊跃投稿和参加会议。
一、会议征文

( 1) 原子光谱分析; ( 2) 分子光谱分析; ( 3) 色谱法与分离科学; ( 4) 电分析化学; ( 5) 波谱分析; ( 6) 质谱分析; ( 7) 显

微成像分析; ( 8) 微流控芯片分析; ( 9) 联用方法与自动化分析; ( 10) 形态、表面及结构分析; ( 11) 生物分析化学; ( 12)

药物和代谢物分析; ( 13) 环境分析化学; ( 14) 食品分析; ( 15) 蛋白质分析; ( 16) 核酸分析; ( 17) 纳米分析化学; ( 18) 分

析仪器及装置; ( 19) 质量控制; ( 20) 化学计量学与生物信息学。本次会议的交流形式包括大会报告、邀请报告、口头报

告和墙报交流，并设 100 个优秀墙报奖，颁奖典礼( 包括奖金和证书) 将于闭幕式 5 月 11 日下午举行，请大家注意安排行

程，望踊跃投稿并参加墙报展示。
二、会议赞助

本届年会将为各单位提供网络展示机会和现场宣讲平台，诚挚邀请广大仪器和试剂企业作为支持单位，携手共建合

作与交流平台，具体事宜详见"会议赞助方案"，联系人: 杨光富( 027 － 67867800) 、钟鸿英( 027 － 67862616) 。
三、会议注册和回执

1、请参会者尽早网上注册，并预定宾馆。注册费标准、要求和汇款方式可登录会议网站 http: / /ac． ccnu． edu． cn 查询。
2、由于报到当天人数较多，而且无法刷卡，不能收取现金。请大家一律网上转账缴费，缴费的优惠标准见会议网站

http: / /ac． ccnu． edu． cn，会议期间统一开具发票。
四、会议相关事宜请与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筹备组联系方式:

1． 付款和到账查询事宜请咨询丁克熔( 027 － 67867958) 、李芳( 15527228758) 。
2． 论文相关事宜请与徐晖( 13308621435) 、王鹏( 13098822598) 联系。
3． 厂商展位安排等相关事宜请与程靖( 13545349841) 、梁沛( 13886115719) 联系。
4． 住宿请各位家自行预定，住宿信息可见会议网站。相关问题可咨询熊博( 13871048762) 、陈迪松( 13135669557) 。
5． 市内交通及其他事宜请与戢凤琴联系，电话: 027 － 67867958。
具体会议日程安排、报到地点、墙报展示编号等事宜将在会议网站 http: / /ac． ccnu． edu． cn 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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