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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背景

抗生素的广泛使用

随着畜牧业和医疗领域的发展，抗生

素的广泛使用导致了环境中抗生素残

留的问题日益严重。

抗生素残留的危害

抗生素残留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还会通过食物链对人类健康产生

潜在威胁。

分子印迹聚合物的优势

分子印迹聚合物作为一种具有特异性

识别能力的材料，在抗生素残留测定

中具有高选择性、高灵敏度、快速简

便等优点。



抗生素残留测定的意义

保障食品安全

通过测定食品中的抗生素残留量，可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和质量，保
护消费者的健康。

促进国际贸易

建立准确、可靠的抗生素残留测定方法，有助于打破国际贸易壁垒，
促进食品贸易的顺利进行。

推动环境保护

通过监测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情况，可以为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提供科学依据，推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医学发展

抗生素残留测定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可以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
提供更加准确、可靠的检测手段，推动医学科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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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分子印迹聚合物（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s, MIPs）是一种具有特定

分子识别能力的合成高分子材料。

原理
利用模板分子与功能单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聚合过程中形成具有与模板分子

形状、大小和官能团相匹配的空穴，从而实现对目标分子的特异性识别。

定义与原理



先将模板分子与功能单体通过共价或非共价作用形成复合物，

再加入交联剂和引发剂进行聚合，最后去除模板分子得到

MIPs。

预组装法

在聚合过程中，模板分子、功能单体、交联剂和引发剂同时

加入反应体系，通过自组装形成复合物并进行聚合，最后去

除模板分子得到MIPs。

自组装法

制备方法



MIPs具有与模板分子相匹配的空穴
结构和官能团，能够实现对目标分子
的特异性识别。

特异性识别 高选择性

稳定性 可调性

MIPs可以选择性地吸附目标分子，
而对其他分子具有较低的吸附能力。

MIPs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热稳
定性，能够在不同环境下保持其识别
性能。

通过改变模板分子、功能单体和交联
剂的种类和比例，可以实现对MIPs

识别性能和选择性的调控。

性质与特点



抗生素残留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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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法
利用抗生素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通过测定微生物生长情况来间接判断抗生素残

留量。该方法操作简便，但灵敏度较低，易受其他因素干扰。

理化法

利用抗生素的某些物理或化学性质进行测定，如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等。

这些方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但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和专业的操作人员。

传统测定方法



通过合成具有特定空穴结构和功能基团的分子印迹聚合物，实现对
目标抗生素分子的特异性识别。

分子印迹聚合物制备

利用分子印迹聚合物对目标抗生素的特异性吸附作用，将抗生素从
复杂样品中分离出来。

吸附分离

结合高效液相色谱、电化学等方法对分离后的抗生素进行定量测定。
该方法具有高选择性、高灵敏度、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

测定方法

基于分子印迹聚合物的测定方法



VS

利用抗原与抗体之间的特异性结合反应

进行抗生素残留测定。该方法具有较高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但需要制备相应的

抗体，且可能存在交叉反应等问题。

生物传感器法

利用生物活性物质（如酶、细胞等）作为

敏感元件，结合转换元件将抗生素浓度转

换为可测定的电信号。该方法具有响应快

速、操作简便等优点，但生物活性物质的

稳定性和重复性有待提高。

免疫分析法

其他新型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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