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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传感器在生物医学、环境监测、食

品安全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能够快速、

灵敏地检测目标DNA序列。

DNA传感器的重要性

SPR技术是一种基于物理光学现象的检测

技术，具有高灵敏度、无需标记等优点，

适用于DNA传感器的构建。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技术

电化学方法具有响应快速、设备简单、易

于微型化等优点，与SPR技术结合可进一

步提高DNA传感器的性能。

电化学方法

研究背景与意义



目前，国内外已报道了多种基于SPR和电化学联用的DNA传感器，取得了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然而，仍存在

一些挑战，如提高传感器的稳定性、降低背景信号等。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未来，基于SPR和电化学联用的DNA传感器将朝着更高灵敏度、更低检测限、更广泛应用领域等方向发展。同时，

随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不断进步，有望开发出性能更优的DNA传感器。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目的
本报告旨在探讨基于表面等离子体

共振和电化学联用的DNA传感器的

研究进展，分析现有技术的优缺点，

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调研、实验研究和理论分

析等方法，对基于SPR和电化学联用

的DNA传感器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结果
总结归纳了近年来基于SPR和电化学

联用的DNA传感器的研究成果，包

括传感器设计、性能优化、应用拓

展等方面。

研究意义
本报告的研究结果对于推动DNA传

感器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

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和借鉴。

本报告主要研究内容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原
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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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条件

当入射光波矢量的分量与表面等
离子体波波矢相等时，发生共振
，此时反射光强急剧下降，形成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现象

。

表面等离子体波

在金属和电介质界面处，入射光
波与金属表面自由电子相互作用
，形成沿金属表面传播的电磁波
，称为表面等离子体波。

敏感膜

在金属膜表面涂覆一层生物敏感
膜，当待测物与敏感膜相互作用
时，会引起金属膜表面折射率变
化，从而改变SPR共振条件，实

现对待测物的检测。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基本原理



免疫传感器01

利用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反应，将抗体固定在SPR芯片表面，通过检

测抗原与抗体结合前后SPR信号变化，实现对抗原的定量检测。

DNA传感器02

将DNA分子固定在SPR芯片表面，通过检测DNA与目标分子相互作用

前后SPR信号变化，实现对目标分子的检测。DNA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

和高特异性，可用于基因诊断、药物筛选等领域。

细胞传感器03

将细胞固定在SPR芯片表面，通过检测细胞生长、代谢等生理活动引起

的SPR信号变化，实现对细胞功能和代谢状态的实时监测。

SPR技术在生物传感器中应用



01

02
能够检测到微小的折射率变化

，实现对低浓度待测物的检测

。

待测物无需荧光标记等处理，简

化了实验步骤和降低了成本。
高灵敏度

无需标记

SPR技术优缺点分析



• 实时监测：可以实时监测生物分子相互作用过程，提
供动力学信息。

SPR技术优缺点分析



01
选择性有限

对于复杂样品中的多种组分，

SPR技术可能难以区分不同组

分的信号。

02
受环境因素影响

温度、pH值等环境因素可能影

响SPR信号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

03
仪器成本高

高精度SPR仪器价格昂贵，限

制了其在一些领域的应用。

SPR技术优缺点分析



电化学检测技术原理及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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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电化学反应基础

02

传感器构建

电化学检测技术基于电化学反应原理，通过测量电极表面发生的氧化

还原反应产生的电流、电位等电信号，实现对目标物的定性和定量分

析。

将具有特异性识别功能的生物分子（如DNA、酶等）固定在电极表

面，构建成生物传感器，用于识别目标物并转化为可测量的电信号。

电化学检测技术基本原理



    

电化学DNA传感器设计思路

特异性识别元件

选择具有高特异性识别能力的DNA序

列作为识别元件，通过化学键合或物

理吸附等方式固定在电极表面。

信号转换与放大

利用电化学活性物质作为信号转换元

件，将DNA与目标物结合产生的变化

转换为电信号，并通过信号放大技术

提高检测灵敏度。

传感器优化与稳定性

优化传感器结构，提高固定化DNA的

稳定性和活性，降低背景信号干扰，

提高传感器的重现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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