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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印迹技术的研究的新进展及应用

王荣艳 , , 王培龙 王静
’

王锡昌 ’ 钟耀广 ’

’上海水产大学食品学院 上海 《 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刚技术研究所 北京 侧

摘 要 分子印迹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分子识别技术
,

通过分子印迹技术获得的分子印迹聚合物

具有选择性高
、

德定性好及制备简单的特点
。

分子 印迹聚合物作为固相苹取
、

色语分 离和传感器的功 能材料广泛应

用 于生物
、

医药
、

环境样品等复杂基体中难童分析物的分析
。

本文详细介绍 了分子 印迹技术的研究进展
,

阐述 了分子

印迹聚合物及其在氛霉紊分析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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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印迹技术 “ 甲
,

是制备空间结构和结合位点与模板分子完全匹

配的聚合物的实验技术
。

年 川 就提出了

可利用抗原作为模板来制备抗体的空间结合位点理

论
。

世纪 年代初
,

研究人员利用天然化合物或

合成化合物模拟生物体系进行分子识别研究
,

在一定
意义上构成了 仃 的雏形

。

在 仃 发展的初期
,

德国 大学的 班 教授‘ 一 , 采用共

价结合方式制备分子印迹聚合物
, ,

但由于可供选择的材料十分有

限
,

故在 世纪 年代以前研究进展缓慢
。

世纪

年代以后
,

瑞典 大学的 ’一 ’〕在非

共价 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

并于 年成

立了国际性的分子印迹学会 一

, ,

极大的促进了 及其理论的发展
。

这种基于分子印迹的分子识别新型材料在手性分离
、

环境分析和催化科学等领域中的潜在应用价值引起

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

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

目前
,

国内外对 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

研究及

应用文献较多【‘ 〕。

本文重点介绍 在固相萃取
、

色

谱分离及传感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以及 在氯霉

素分析领域的研究
、

应用及前景
。

分子印迹技术的原理

分子印迹技术是指为获得在空间结构和结合位

点上与某一分子 印迹分子 完全匹配的聚合物的实

验制备技术
。

通过分子印迹技术合成具有分子识别

收稿日期 一 一

基金资助
“

十一五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 目

。

作者简介 王荣艳 一 ,

女
,

汉族
,

河北省人
,

硕士研究生
,

食品科学专业
,

研究方向为食品营养与卫生
。

通讯联系人 王静 教授 一

。 瞬 王锡昌 教授 一

俪 夕 曲加 。 。

现代科学仪器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功能的聚合物称为分子印迹聚合物
。

是

一种具有较强分子识别能力的新型高分子仿生材料
,

具有类抗体的特异性
、

高选择性
、

高强度等优点
,

另外

还具有制备简单
,

模板分子可回收重复利用等天然抗

体不具备的特点
。

, 的制备是将模板分子与功能单体
、

交联剂

和引发剂等在特定的分散体系中进行共聚合
,

制得高

交联刚性聚合物
。

然后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除去

中的模板分子
,

得到具有确定空间构型的空穴

和功能基在空穴内精确排布的聚合物〔’ ,

其过程如图

所示
。

因此
,

具有从复杂样品中选择性提取 目

标分子或与其结构相近的某一类化合物的能力
,

适合

作为固相萃取填料
、

固相微萃取涂层以及分子印迹薄

膜来分离富集复杂样品中的痕量分析物
,

克服样品体

系复杂
、

预处理繁琐等不利因素
,

达到样品分离纯化

的目的
’ 。

图 分子印迹过程

目前
,

分子印迹过程机理还缺乏定量和系统的研

究
,

从本质上讲分子印迹聚合物 对分子的识

别源于它与模板分子之间在化学基团以及三维空间

结构上的相互匹配
,

即 的选择性与模板分子和

功能单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数量与强度以及模板分子

的形态与刚性有关
,

一些研究者认为 复合物的

形成过程以及 与印迹分子之间识别过程均受热

力学定律制约相应的自由能变化可通过下式计算

△
。 十

△
,

△ 、 △
, 。、 艺 △

△‘ 可 △

式中 △‘ 是形成复合物时 ‘‘ 自由能的变化

△‘
,

是分子转动引起的 自由能减少 △‘ 是分子内

旋受限引起的自由能减少 △‘、是疏水作用引起的自

由能增加 △ 、是基团振动引起的 自由能变化 △‘

是极性基团相互作用对 自由能的贡献 △ 、是由构

型变化引起的 自由能变化 △ 是由非范德华力引

起的 自由能减少
。

由上式可以分析影响 形成和

识别过程的因素并进而改善 的设计与制备
。

分子印迹技术 的应用

在固相苹取中的应用

传统固相萃取 一 ,

的

目标物与吸附剂之间的作用力是非特异性的
,

通常需

对萃取和洗脱条件进行仔细选择
,

而且对不同分析物

与基质的分离需要选择不同的柱填料
,

从而限制了

的进一步发展
。

为了提高柱效与重现性
、

扩大其

应用领域
,

新型高选择性识别能力填料基质的开发研

制是非常重要的
,

独特的选择性和亲和力适应

了这一 发展要求
。

由于模板选择 的多样性
,

使得

能广泛应用于物质的分离与分析过程
,

它对于

目标物质的高度选择性也是普通 所不 能 比拟

的
” 一 ” 〕。

自 年 ’
” 首次报道 了在 中使

用 材料以来
,

在 中被广泛研究和应

用
。

年 面 和 衅 等〔’‘ 又将 仃 用于蛋白

质的分离纯化
。

等 ” 〕以 一 硝基酚为模板制

备
,

并将 一 与 在线联用
,

选择性地

将 一 硝基酚与样品中基质分离
,

与传统的萃取材料

相比
, 一 对环境中微量污染物质的选择性较

高
’ 。

‘ 拌 ’‘ 〕等人用非共价键分子 一

记 作为模板分子进行分子印迹固定相的手性拆分
。

等〔’ 〕比较了不同固相萃取材料对尼古丁及其

氧化产物的分离富集能力
,

其中 对底物具有高

的富集能力和重现性 而使用无 和 ,

作萃取

剂
,

回收率低且重现性不好
。 〔” 在使用

一 分离富集血浆中布比卡因时
,

以传统的液

液萃取法及 , 。 一 法为对照
,

发现使用 后
,

的选择性和富集效率大为提高
。

最近
,

国外已有

文献报道应用 一 结合 优 测定动物肌肉

组织和牛尿中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等多种 一 兴

奋剂 ”一 。

等【‘ 〕以心得安为模板分子的分子

印迹 装置与自动进样器串联起来
,

用 分析

结果 良好
。

等 ” 制备非共价奈普生
,

将其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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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的填料用于人体尿液样品中蔡普生腹肌和

分离
,

并用 检测
,

试验重复性 良好
。

抉

等 以
, 一 二氯苯氧基乙酸

, 一 为模

板在富含水的有机溶剂中制备
, 一 一 ,

用色谱

法来描述此聚合物
,

此研究为在富含水的环境中聚合

物的色谱分析提供了最前沿的信息
。

近年来
,

国内期刊也有相关的文献报道
。

周杰

等 洲制备甲氧节氨心吮 为模板的 一

一 ,

方法简便可靠
,

用于尿样中低浓度的 】的

测定
,

回收率达到
。

刘勤等山 用 自制

来分离净化大米中的神经性毒剂降解产物
,

并用

毛细管电泳法进行检测
,

方法简便
,

提高了分析的准

确性和灵 敏度
,

使检 出限达到 卜岁
。

杨春艳

等 〕用与盐酸金霉素结构相似的四环素作为虚拟模

板合成了对盐酸金霉素有特异吸附的
,

并将其填

充到聚四氟乙烯管中作为 柱
,

连接在八通阀上对

盐酸金霉素进行萃取和预富集
,

对鸡肝脏中盐酸金霉

素含量测定结果令人满意
。

邮乃慈〔川 等制备左氧氟

沙星分子印迹膜
,

并应用于 选择性分离外消旋体
,

该方法为分子印迹膜萃取技术用于手性药

物拆分提供了理论和实验方法
。

在色谱分离中的应用

分子印迹在色谱分离技术中主要是用 作为

色谱分离的固定相
,

以建立
、

或毛细管电泳

分析法进行手性物质的分离
,

也可以用于样品的预处

理
。

在这些应用中
,

分子印迹聚合物的作用类似于免

疫色谱中的免疫吸附剂
。

冲 等【川 于 年

首次报道了以戊眯为模板制备的印迹聚合物用于试

样的预处理
,

该聚合物作为吸附剂完成了对生物液体

试样尿中戊眯的提取
、

纯化和浓缩
。 〕等人用

高效液相色谱印迹柱分离了胺类物质 一 ,

一 叮 一 。

欧俊杰等

在常规不锈钢色谱管中以甲基丙烯酸为功能单体
,

采

用原位聚合法制备了
, 一 特罗格尔碱

的印迹整体柱
。

另外
,

将 用作毛细管电色

谱 的固定相可 以克服 一 柱效低的

缺点
,

已成为高效高选择性的分离手段
,

这也是

发展中的重要进展
。

等以碱性单体 一 二甲基乙

基胺甲基丙烯酸醋 为功能单体
,

在毛细管中

采用原位聚合法制备了毛细管分子印迹整体柱
,

用于

在毛细管电色谱 中对消旋体
, ’ 一 联 一 一 蔡

酚 进行手性分离
。

结果表明
,

以 为功

能单体可 以制备其他酸性模板的
,

从而扩大了

现代科学仪器

在 分离中的应用范围
。

在传感器中的应用

传感器 由识 别元件 和 信号转换 器组 成
,

通 常

被制成膜或是可填柱的多孔珠
,

作为传感器设

备的识别元件被固定在传感器与待测物的界面
。

当

与模板分子结合时
,

产生一个物理或化学信号
,

转换器将此信号转换成一个可定量的输出信号
,

通过

监测输出信号实现对待测分子的实时测定
。

年 玩 等 报道 了采用 传感器测定

血浆中氯霉素
,

药物浓度的线性范围在 一 林岁

之间
。

等【川 报道了测定镇静安眠剂苯巴 比妥的

仿生传感器
,

线性范围在
一 吕 一 一 ’

之间
,

检测限为
一 。

等
’‘ 利用 对电极

的固体结合机制进行改性
,

采用差示脉冲伏安法检测

猪肝中的盐酸克仑特罗
。

等 ” 〕将 材料

涂布在电极上
,

研制出声波传感器
,

用 于筛选激素类

兽药诺龙
。 一 等 制备胆红素电化

学传感器
,

其灵敏性为 土 林灯
。

至今国

外已有 项有关分子印迹传感器的专利声明
。

国内
,

马杰 〔”〕报道了将克伦特罗 颗粒填充

在化学发光流通池中
,

采用 甲醛 高锰酸钾发光体系

与 吸附的克伦特罗反应
,

通过化学发光法建立 了

测定克伦特罗分子印迹流动注射化学发光分析法
。

周候江等 州 利用 识别元件通过化学发光传感器

检测尿样中沙丁胺醇
,

检测限为 林岁
。

目前
,

国内唯一关于分子印迹传感器应用的相关专利是关

于有机磷农药仿生识别检测试剂盒的制备【” 。

但是
,

目前对于 的研究与应用还处在探索阶

段
,

从理论到方法都缺乏系统
、

深入的研究
,

并且远未

达到预期的应用和影响
。

的选择性吸附
、

制备

简单
、

性质稳定和可重复利用等优点已获得公认
,

在

设计药物残留的选择性净化和检测方法方面取得一

定进展
,

如 一 、

分子印迹色谱技术
、

生

物传感器等
,

但最突出的优势目前仍表现在与分离相

关的技术方面 “。

应用于抓易素残留的分析

氯霉素
,

是一种杀菌力极

强的广谱抗生素
,

由于其优良的抗菌性
、

稳定的药性
、

低廉的价格
,

而广泛作为饲料添加剂
,

用于治疗细菌

性疾病
。

但研究发现 对骨髓和新生儿有较大的

毒性
,

易引起人体血中毒
,

导致不可逆的再生障碍性

贫血等严重的毒副作用
,

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巨大的潜

在威胁
。

因此
,

欧盟
、

美国均在法规中规定 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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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限量标准为
“

零容许量
” 〔” 。

我国农业部也明文规

定 及其盐
、

脂等在所有动物的可食组织中不得

检出
。

目前
,

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微生物法
、

免疫分

析法
、

色谱法
、

色质联用法
、

超临界流体色谱法网
、

免

疫荧光毛细管电泳法 ,

等等
。

但这些方法都有其不

可避免的缺点
。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 类抗生素的

残留浓度低
,

样品前处理繁琐
,

且样品基体成分复杂
,

限制了常规快速检测方法 以及大型仪器方法对样品

中 残留的有效检测
。

所以
,

发展新型的样品前

处理技术
,

对提高样品中药物残留检测灵敏度和准确

性十分重要
。

近年来
,

许多研究人员将 应用到

的分析中
,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目前
,

瑞典

已经有 一 一 的成熟产品
。

而我国在分子

印迹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

还没有 仃 的检测

方法和标准
,

这些技术和标准的缺少将可能使我国在

快速检测能力上与国外的差距加大
。

在抓霉素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中由于 在

通常选用的甲苯和抓仿等弱极性溶剂中溶解度很低
,

一般选择极性较强的四氢峡喃为溶剂【’,
· 。

功能单

体的选择是聚合物合成的一个关键步骤之一 〔,
。

颜

流水等 川考虑到所选溶剂为极性溶剂以及 结构

中易形成氢键的活性位点有两个醇经基和一个酞胺

基
,

故而选择甲基丙烯酸胺为功能单体
。

因为在极性

溶剂中酞胺比梭酸能形成更强的氢键
,

并且制备的丙

烯酞胺基体的 比甲基丙烯酸基体的 具有

更高的选择结合特性
。

等困 比较了甲

基丙烯酸二乙氨基乙醋
、

丙烯胺
、

甲基丙烯

酸对 的聚合效果
,

发现甲基丙烯酸并不是对任

何模板分子都有效
。

结果证明 是最有效的
,

因为其有一个单独的氢键受体并且其三位上 的胺应

该是强于丙烯胺的基体
。

在 一 的制备中交

联剂一般都选用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醋
,

引发剂为偶氮二乙丁睛
。

传统的 一 制备方法一般用本体聚合法
,

例如颜流水
’妞 〕、 , 、 肠 等采用

本体聚合的方法来制备 一 的无定形微粒
,

不同的是颜流水等人将热聚合和光聚合进行比较
,

结

果得出采用紫外光照引发聚合的粗的聚合物的特异

性较好
。

这种制备方法虽然简单
,

但是其后处理过程

过于冗长和繁琐 要经过研磨
、

筛分
、

漂洗
,

加之得到

的颗粒不规则
,

严重影响了聚合物对模板分子的特异

性选择
。

止 等 ’〕采用悬浮聚合法来制备

一 微球
,

此法经过简单的一步聚合即可获得所需

的整体印迹聚合物
,

且对模板分子具有一定的识别能

力
。

宋巍巍等〔例用电化学聚合物法来制备 分子

印迹膜
,

该膜响应快速
、

灵敏度高
、

选择性好具有良好

的再生性能
。 一 , 性质的表征到 目前还没有

一个统一的理论描述
,

主要是因为其应用范围的不

同
。

目前
,

表征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通过测定

的结合量来对其的选择性和特异性进行表征
,

通过微

分脉冲伏安法对 的分子印迹膜进行表征 通过

用扫描电镜的方法来对 的结构和表面形貌进行

表征
。

在已报到的文献中
, 一 用作 的填

料制成 一 一 较常见 峥,
·

, 州
,

用来对不同

的样品中的 甘 进行分离
、

富集
,

并且 回收率都在

以上
。

等 用原位聚合法制成液相色谱

柱
,

可以用 到高效液相色谱仪 中来检测样 品 中的
。

宋巍巍等〔侧研制的 ”的纳米膜为检测

的传感器的制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展 望

对印迹分子的分析具有高稳定性和强选择

性
,

且关于 的研究 已经有不少
,

但这并不代表

已经相当深人
。

首先
,

结合位点的作用机理
、

传质机理还不

够清楚
,

更好的理解分子识别过程仍需要开展大量工

作 其次
,

由于 目前大多 的制备是在有机溶液中

进行的
,

其识别为点与印迹分子间的分子间作用力以

氢键为主
。

而很多样品是在水相体系下
,

当 用

于此类样品的前处理时
,

其识别过程会受到水等强极

性溶剂干扰
,

在水溶液中进行分子印迹和识别仍然是

一个问题 第三
,

在分子印迹固相萃取中
,

模板分子渗

漏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 ” 〕,

要通过设计选择模板分

子
,

优化功能单体和模板分子
,

进一步消除模板分子

渗漏引起 的干扰
。 一 可用于 固相微萃取

,

因为 最大特点是能在萃取的同时对

分析物进行浓缩
,

既继承了 的优点
,

又有效克服

了在采用 技术时出现操作繁琐
、

空白值高
、

易堵

塞吸附柱等缺陷
, , 〕,

并经此 一 与
、

、 一 、 一 等技术联用
,

从而实现集样

品前处理技术和高灵敏度的快速检测为一体的一步

法技术 第四
,

将 应用于 中
,

的高选择

性与 的高分离效率相结合
。

两种技术的优缺点
击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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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
,

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
。

特别是 的微柱形

式可以降低印迹分子等的化学物质消耗
。

因为在预

聚合混合物中印迹分子的浓度很高
,

而一般情况下可

得到的印迹分子的量很少
,

所以 微柱的大规模生

产比起传统的 柱要容易得多 最后
,

生物模拟传感

器和催化领域的发展还很不成熟
,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和资金进人了该领域
。

在化学传感器方面
,

利用

和开发膜技术制备分子印迹聚合物是这方面研究的

发展方向
。

随着合成手段
、

现代分析检测手段
、

电子技术等

迅猛发展
,

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
、

表征和理论体系

将 日益完善
,

固相萃取
、

仿生传感器将更广的步人商

业化阶段
。

分子印迹技术所取得的成果将在不久发

挥其重要作用
,

并且应用范围也将会更加的广泛
。

参考文献

〔 叮 ” , ” 。

肠月 」。 , , , 一

心
,

声 」

, 之 划 ‘ ‘雌 〔 枷。
,

男
,

一 翻

〕 心
,

, 油朋
,

的似肚 叮功 一

卿
肠 阮 棚 七切山 反

,

, 一

〔 进 二 比 面 几叮 一

卿
几 帅

, 月目 肠 一

抑
, , 一

叮
, 加 二 园 “ 即 州 卜级

尸 即 石 山 日扣目

二〔〕 刀目
, , 一

伴
,

‘加 二 耐
。 一 ‘

目 由 咖 耐 朋 【 〕 耐
。『 人

,

吟落
,

仅抖 一

刀知 记 比 几守 一 而而 , 口

户沈访 飞 回
,

, 一

〔 刘志航
,

沈石
,

蒋国平 分子印迹聚合物应用研究进展 科技导报
,

场
, 一

司盯
,

血 一 拉 “ 戒 ‘

叮 姗 沂 日 阅 ,

罗

加
, , 一

〔 」胡小刚
,

李攻科 分子印迹技术在样品前处理中的应用 分析化学

评述与进展
, 巧 , 一

川 记 职 目
,

场
, 一

比 一 ,

既七, 比‘ 【
·

现代科学仪器

以 助
, 双犯 , 一

〕 沱 二 耐
一

二 卿 〕 二
, ,

一

“ 拌
,

肠 胎 帅 印

己 画 脚 〔

川电却
, , 一

【 〕 ,
, ‘闷

,

二
, 山 , 氏二

,

氏一

币 一 阴

一

毗
一 加 的 】卜

川旧 旧 , , 一 一

,

二
,

赫
, 卯 ,

, ,

一

,

山叮
, , 乒

, 二

吻 石 耐 四 妙

州
,

,

以 一

二 , 一 一

” 坦 场 一

,
即 毗。 , 刃 , 一

, 民 对 , , ,

阮

山击即 二 咫
一
。 口

一 侧即 目卫 ,

《洲抖
,

以 一

「 〕 , 以
,

石砂拍
, ,

, ,

目 一 昭吸卜

协物 飞 呷 廿

而
, , 一

。
,

二
, ,

,

】 卯 卜

石 功 阮 而 一

峨
】。明词 目触 ,

峨洲抖
,

〔 」 肠乡 一 ,

。叹 场 ,

肠
, 一

, 目洒 一 ,

明
,

即
, 一 而 一 ,

加
, 一

周杰
,

韩红岩
,

何锡文
,

史慧明 , 二 丽

一

魄 , 耐 分析化

学
,

卯
, 一

【 刘勤
,

周永新
,

孟子晖
, 山堪

王清清
·

罗 尹 找

凡。勿 】山 户 山 一 肠 公 介

川衅 曲一 分析化学 , 耐
,

加
一

【 〕杨春艳
,

熊艳
,

何超
,

章竹君 分子印迹固相萃取 一 化学发光侧定

盐酸金霉素 应用化学
, , 一 ”

【 」邮乃慈
,

许振良
,

王学军
,

杨座国 左氧氟沙星分子印迹膜固相萃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取选择性分离氧氟沙星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一

【 乳 电邝
,

】 山旧 回

州 间 。【 山司喃
, ,

肠

,
, , ,

喇
肠而 一 二 间 曰 画

一

伽切 旧 【 俪 乎
, , 一

〔 〕欧俊杰 萤靖
,

吴明火
,

孔亮
,

邹汉法 分子印迹整体柱在高效液相

色谱和电色谱手性分离中的应用 色谱 峨 公 化

目旧 , 一

肠
, , ,

即 “
‘

璐 己 几 〔
,

耐
,

, 一

〔川 研
,

耐
一 认脚 勿毗

的 面 阮 眼 , 」 介

曰 肠 一 比
,

仪犯
,

一

【 二
,

朋
, ,

公 脚 记访 画
一 闭 耐

耐 ‘ 沙政二 一 扭 卿

阮的 用
, , 一 一

〕
,

面 心
, ,

加 一 州

曰 , , 〕仆
,

加
, 一

一 ,

】
,

鸣 一 助
,

山

, 一 , 一 卯 山

以 山 一 沂 , 助闭 伽 】 血卜

哪 闭
, ,

仁 〕马杰 分子印迹化学发光法测定皮肉精的含量 〔〕矿业科学技

术
, , 一引

,

腼
, ,

黝 而 而 ”

阮 飞 囚 叫笋 卜

。巧以山 反
, ,

一

【 杨黄浩
,

周文辉
,

尹晓斐 有机磷农药仿生识别检侧试剂盒 中国
,

创拓 一 一

【 〕彭涛
,

杜小燕
,

李俊锁 分子印迹技术及其在痕量分析中的应用

农药学学报
,

加
, 一

〔 颜流水
,

黄智敏
,

蒲守智
,

刘任炜 抓霉素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

研究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么犯
, 一

吴晓丰
,

杨鹭花 氛霉素残留的危害及其检侧方法 动物医学进

展 动物医学进展
,

以抖
, 一

」
, ,

即

脚 加扣 曲 川山 址

而 仪记 明 幼 司 】叨
,

卯

刁的 一

【 儿
,

肠
, 加曰 ,

,
,

助 ,

曰 刀

囚 州抑叱 而 、一 一 切

优姻 , 记 公洲 , 三 公 脚
,

,

颐
,

花 比
,

山 ,

肠
。 ,

切川 。 如
,

即
, ,

石 肠

腼 耐 压 己 囚
闭 晤 衅 脚

,

加
,

阮
,

‘
,

住
,

朋
,

儿口悦 】 胎司 , 州

耐西 而
, , 一

【 恤
,

咖 日

间 记 即 即 一 习旧 助叩

以 」。帅目 肠 功目旧 ,

洲拓 , 一

【 姜忠义
,

喻应段 吴洪 分子印迹聚合物末的制备及其应用 膜科

学与技术
,

仪拓
, 一

【
,

沙 二
一 , 一 , 刃

,

,

酬而
一 】 。妞妞 址

枉吐口 州 目目 胭
,

加
, 一

【 〕宋巍巍
,

丁明星
,

刘国艳
,

张级
,

柴春彦 氛霉素分子印迹膜的制备

及其吸附特性的电化学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

场
,

科 一

【 」
, ,

而 二 由“口 “山

而 找 , 吸笋 , 比 【
, ,

一

【 」王静
,

金芬
,

邵华 杨锚 农药多残留检测样品前处理技术研究进

展
·

农业质量标准
,

加 一

」
, 二 呷 ‘叱 ,

。一由

叩 明 曲倪日 二
, ,

一

〔 王锡昌
,

陈俊卿 固相徽萃取技术及其应用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

抖 , 一

曲 】 七” 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