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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265 《生物计量术语及定义》是国家生物计量领域的基础性规范,支撑生命科

学与生物计量领域规范的发展。
近年来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生物计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规范在JJF1265—2010 《生物计量术语及定义》基础上,吸纳了新的生物技术和生物

计量成果,并结合国际生物计量发展态势和国内生物产业计量需求,进行了全面修订。
与JJF1265—2010相比,本规范保留原有结构,除编辑性修改外,对生物计量术语及

定义进行了修改、调整与合并,共新增了75条术语及定义。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基础术语和定义”部分共20条,新增加6条术语及定义;
——— “技术术语与定义”部分共107条,新增加44条术语及定义;
——— “生物测量方法”部分共40条,新增加13条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F1265—2010。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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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计量术语及定义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生物计量相关术语及其定义,适用于生物领域中技术规范、规程和标

准等文件制修订,可供从事生物计量、相关科研和质量管理的工作者参考使用。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ISO20395:2019 Biotechnology—Requirementsforevaluatingtheperformanceof
quantificationmethodsfornucleicacidtargetsequences—qPCRanddPCR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基础术语和定义

3.1 生物计量 biometrology
生物测量及其应用的科学。以生物测量理论、方法、标准为主体,实现生物体、生

物物质的测量特性量值在国家和国际范围等效一致,使测量结果溯源到国际单位制
(SI)单位、法定计量单位或国际公认单位。

注:

1.生物物质:如蛋白质、肽、酶、抗体、抗原、核酸、基因、生物活性成分等。

2.特性量值:包括由含量、序列、活性、结构、分型等生物特性确定的数与测量单位、参照约

定参考标尺或参考测量程序等方式所表示的量值。

3.生物计量涉及核酸计量、蛋白质计量、微生物计量、细胞计量等。

3.2 生物测量 biomeasurement
确定生物体、生物物质特性量值 (一个或多个量值)的一组操作。
注:
操作可以是自动进行的。

3.3 计量溯源性 metrologicaltraceability
通过文件规定的不间断的校准链,测量结果与参照对象联系起来的特性,校准链中

的每项校准均会引入测量不确定度。
注:

1.此概念常用形容词 “可溯源的”来表述。

2.这条不间断的校准链称为溯源链。
[来源:JJF1001—2011,4.14]

3.4 生物测量参考实验室 biomeasurementreferencelaboratory
经授权或认可后具有相应计量能力、高度专业化的生物测量的实验室,对生物特性

量值的测量具有足够的计量学水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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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生物测量参考实验室所提供的结果具有经授权或认可的生物测量能力,能满足常规实验室溯源

的要求。

3.5 基准方法 primarymethod
具有最高计量学品质的方法,其整个操作过程能够被清晰地描述和理解,且不确定

度能够被完全的评价并以计量单位表示。

3.6 生物测量参考方法 biomeasurementreferencemethod
具有清楚而严密的条件和程序描述,与预期用途相称的测量不确定度,用于对生物

体、生物物质一种或多种特性量值进行测量的方法。
注:

特别关系到对于标准物质特性量值的定义和用于对同一量的其他方法测量准确度的评价。

3.7 生物标准物质 biologicalreferencematerials;BRM
具有一种或多种足够均匀并很好地确定了含量、序列、活性、结构、分型、形态等

生物特性量值的生物体、生物物质,可用以校准仪器,评价生物测量方法或给材料赋值。

3.8 生物标称特性 biologicalnominalproperty
生物测量中不以大小区分的现象、生物体或物质的特性,例如序列、结构、分型、

形态等。

3.9 校准 calibration
在规定条件下的一组操作,其第一步是确定由测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值之间

的关系,第二步则是用此信息确定由示值获得测量结果的关系,这里测量标准提供的量

值与相应示值都具有测量不确定度。
注:

1.校准结果既可给出被测量的示值,又可确定示值的修正值。

2.校准也可确定其他计量特性,如影响量的作用。

3.校准结果可以记录在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中。

[来源:JJF1001—2011,4.10]

3.10 生物大分子 biologicalmacromolecule
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大分子。如蛋白质、核酸和多糖等。

3.11 生物标志 biomarker
生物标志物

对相关的生物学状态具有指示作用的物质或现象。
注:

生物标志可作为诊断疾病的特异性标志物。

3.12 生物样本 biologicalmaterial
由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或非动/植物类的多细胞生物 (如棕色海藻和真菌)

等生物个体获得或衍生的任意物质。

3.13 模式生物 modelorganism
作为实验模型以研究特定生物学现象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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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丰度 abundance
生物化学领域,在给定生物组织细胞中,某特异分子相对于同类分子的相对含量。

3.15 构象 conformation
分子中由于共价单键的旋转所表现出的原子或基团的不同空间排列,指一组结构而

不是单个可分离的立体化学形式。
注:

构象的改变不涉及共价键的断裂和重新组成,也无光学活性变化。

3.16 序列 sequence
多聚体中单体的线性顺序。
注:

1.参考序列 (referencesequence)是读取基因序列用于对比或作为基因和序列变异校准的核酸

序列。

2.如多肽链中的氨基酸的排列顺序,多核苷酸链中的核苷酸的排列顺序,核酸 (DNA 和

RNA)分子内部的核苷酸的排列顺序。

3.17 分子量 molecularweight
相对分子质量 relativemolecularweight
单质或化合物以分子形式存在时的相对质量,等于分子中各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

总和。

3.18 活性 activity
某种酶、药物、激素或其他物质的效能或在生物体内发挥的效能。
注:

1.酶活性 (enzymeactivity)指酶催化特定化学反应的能力,可用酶活力单位表示。

2.在医学检验领域,酶活力单位习惯用国际单位 (IU)或单位 (U)等表示。国际单位 (IU)

指在规定的条件下,1min催化转化1μmol底物的酶量。1IU=1μmol/min。

3.酶催化活性用卡塔尔 (katal)时,指在规定条件下,1s催化转化1mol底物的酶量,单位

用kat表示,即1kat=1mol/s,1kat=6×107IU。

3.19 变性 denaturation
在一定条件下,生物大分子蛋白质或核酸分子中除了连接氨基酸或核苷酸链的一级

化学键以外的任何天然构象和生物活性的改变。

3.20 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
运用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开发的算法和工具,对生物实验产生的数据进行管理及

分析,挖掘并确定数据所含的生物学意义的学科。涉及信息釆集、处理、存储、传播、
分析、整合和解释等活动。

4 技术术语和定义

4.1 氨基酸 aminoacid
含有氨基和羧基的一类有机化合物的通称,是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
注:

构成天然蛋白质的氨基酸具有其特定的结构特点,即其氨基直接连接在α-碳原子上,这种氨基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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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α-氨基酸。根据氨基和羧基的位置,有L型和D型之分。参与蛋白质合成的是常见的20种L-α-
氨基酸。

4.2 肽 peptide
两个或两个以上氨基酸通过脱水缩合共价连接形成的聚合物。
注:
肽键指一个氨基酸分子的羧基与另一个氨基酸分子的氨基缩合失水形成的酰胺键。

4.3 蛋白质 protein
通常由L-氨基酸之间通过α氨基和α羧基形成的肽键连接而成的具有特定立体结

构的大分子。
注:
在蛋白质中,某些氨基酸残基可以被翻译后修饰而发生化学结构的变化,从而对蛋白质功能进

行调节。

4.4 蛋白原 proprotein
编码基因翻译的初级产物,含有原肽片段不呈现活性的蛋白质前体。经蛋白酶去除

原肽片段后,可以转化为有活性的功能蛋白质。
4.5 蛋白质结构 proteinstructure

组成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的排列与空间构象,分为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

和四级结构。
注:

1.蛋白质一级结构是肽链上共价连接的氨基酸残基的排列顺序。

2.蛋白质二级结构是蛋白质中的肽链沿一维方向形成的具有周期性的α-螺旋和β-折叠等空间排列。

3.蛋白质三级结构是蛋白质整条肽链在二级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盘绕,折叠形成的三维构象,
即整条肽链的三维空间结构。

4.蛋白质四级结构是具有三级结构的蛋白质亚基与亚基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有序排列的特定的空

间结构。

4.6 蛋白质稳定性 proteinstability
蛋白质结构 (尤指三维结构)保持完整不变的性质。
注:
蛋白质稳定性包括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和酶解稳定性等。

4.7 蛋白质变性 proteindenaturation
在某些物理和化学因素作用下使蛋白质特有的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其理化性质

改变和生物活性丧失的现象。
注:
在一定的条件下,变性的蛋白质分子恢复其原有构象和活性的现象为蛋白质复性 (proteinrena-

turation)。

4.8 比活性 specificactivity;SA
每个质量单位所含活性单位的数目。
注:
如酶的比活性即每克 (或毫克)蛋白质所含酶催化活性单位的数目。

4.9 酶 enzyme
催化特定化学反应的蛋白质、RNA或其复合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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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除少数RNA外,酶几乎都是蛋白质。

2.酶不改变反应的平衡点,只是通过降低活化能加快反应的速度。

3.具有催化效率高、专一性强、作用条件温和等特点。

4.10 抗体酶 abzyme,catalyticantibody
通过改变抗体中与抗原结合的微环境,并在适当的部位引入相应的催化基团所产生

的具有催化活性的抗体。

4.11 酶原 enzymogen
酶的无活性前体。
注:

酶原在特异位点水解后转变为具有活性的酶。

4.12 抗原 antigen
能使人和动物体产生免疫反应的一类物质。
注:

1.通常是一种蛋白质,多糖和核糖等也可作为抗原。

2.抗原具有免疫原性和反应原性两种性质。既能刺激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免疫反应,形成抗体

和致敏淋巴细胞,又能与之结合而出现反应。

3.在免疫学反应中抗原与特异性抗体或T淋巴细胞受体结合的能力为抗原性 (antigenicity)。

4.免疫原性 (immunogenicity)是抗原诱导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和 (或)细胞免疫应答的能力。

5.半抗原单独不具备免疫原性,但与大分子物质交联后能激发人体或动物产生针对该物质的免

疫应答。

4.13 过敏原 allergen
能够诱导发生过敏反应的抗原。

4.14 抗体 antibody
由抗体重链和抗体轻链组成的免疫球蛋白。
注:

1.天然抗体是在人和动物体内,由于抗原入侵刺激机体而在细胞中产生。

2.由于表位扩展、性质改变或隐蔽抗原释放等原因,自身抗原刺激机体所产生的相应抗体,称

为自身抗体 (autoantibody)。

3.由多个B细胞群产生的,针对多种抗原决定簇的抗体为多克隆抗体 (polyclonalantibody);

由一个B细胞活化、增殖、分化产生的子代细胞克隆的,针对一个抗原决定簇的抗体为单克隆抗体

(monoclonalantibody)。

4.抗体分子作为抗原诱导机体产生的抗体,称为第二抗体 (secondaryantibody),简称二抗。

5.用一段重链可变区和轻链可变区连接形成的重组抗体称为单链抗体 (singlechainantibody)。

6.抗体能可逆、非共价、特异地与相应抗原结合,形成抗原-抗体复合体。

4.15 抗体轻链 lightchainofantibody
免疫球蛋白中分子量较小的肽链。
注:

根据其结构和恒定区抗原性的差异分为 “κ轻链 (kappalightchain)”和 “λ轻链 (lambda
lightchain)”两种型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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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抗体重链 heavychainofantibody
免疫球蛋白中分子量较大的肽链。根据其恒定区抗原性的不同分为μ、γ、α、δ和

ε五类,相应的免疫球蛋白分别为IgM、IgG、IgA、IgD和IgE。

4.17 抗体文库 antibodylibrary
通过聚合酶链反应等手段,在体外将成套抗体可变区轻重链基因重组,并转入适当

的受体细胞或噬菌体中得到的抗体基因克隆的集合体。
注:
从抗体文库中能够表达和筛选出所需的单克隆抗体。

4.18 补体 complement
能被抗原-抗体复合体或微生物激活、存在于脊椎动物血液或新鲜制备的血清中的

血清蛋白质系统,由30余种糖蛋白组成。
注:
补体可通过直接裂解或者促进吞噬作用消灭病原微生物。

4.19 细胞因子 cytokine
由免疫系统细胞以及其他类型细胞主动分泌的一类可溶性蛋白质。包括淋巴因子、

干扰素、白介素、肿瘤坏死因子、趋势化因子和集落刺激因子等。

4.20 抗原决定簇 antigenicdeterminant
表位 eptiope
抗原分子中被相应抗体或抗原受体识别的特定部位。
注:
多数蛋白质抗原具有多个抗原决定簇,可分别被B细胞受体 (或Ab)和T细胞受体所识别。

4.21 蛋白质组 proteome
一个基因组表达的全部蛋白质,或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存在于一种细胞、亚细

胞、组织、体液 (如血浆、尿液、脑脊液等)或生物体中所有蛋白质的总和。

4.22 融合蛋白 fusionprotein
通过基因工程方法将编码不同蛋白质的基因片段按照正确的读框进行重组,将其表

达后获得的新蛋白质。

4.23 糖蛋白 glycoprotein
糖类分子与蛋白质分子通过共价结合形成的蛋白质,即糖基化修饰的蛋白质。
注:

1.糖基化修饰使蛋白质分子的性质和功能更为多样。

2.N-糖基化 (N-glycosylation)是在酶催化下蛋白质肽链的某些特定的天冬酰胺残基侧链氮原

子上加上糖基的过程。

3.O-糖基化 (O-glycosylation)是在酶催化下蛋白质肽链的丝氨酸、苏氨酸或其他带羟基的氨

基酸残基侧链羟基上顺序地逐个加上糖基的过程。

4.24 金属硫蛋白 metallothionein
富含半胱氨酸并且能与锌、镉和铜等金属离子以簇的形式结合的蛋白质。

4.25 生长因子 growthfactor;GF
一类调节细胞生长增殖与其他细胞功能的多肽或蛋白质分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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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蛋白质修饰 proteinmodification
对多肽链或蛋白质进行的磷酸化、甲基化、乙酰化、羟化、糖基化、泛素化等

修饰。

4.27 蛋白质折叠 proteinfolding
通过氨基酸残基间非共价相互作用及二硫键的形成,一条结构松散的多肽链卷曲折

叠成具有特定三维立体结构的蛋白质分子的过程。
4.28 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 protein-proteininteraction

蛋白质分子间通过非共价键作用方式形成多聚体的过程,包括氢键、离子键、疏水

力和范德华力等。
4.29 碱基 base

一类带碱性的含氮有机化合物,是嘌呤和嘧啶的衍生物。
注:

1.DNA和RNA中发现许多稀有碱基,在转移核糖核酸中含量最高。

2.脱氧核糖核酸 (DNA)中的碱基主要有腺嘌呤 (A)、鸟嘌呤 (G)、胞嘧啶 (C)和胸腺嘧啶

(T)。

3.核糖核酸 (RNA)中的碱基主要有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和尿嘧啶 (U)。

4.DNA和RNA还发现许多稀有碱基,以及人工合成的碱基,在转移核糖核酸中含量最高。

4.30 核苷 nucleoside
由碱基和核糖或脱氧核糖连接而成,即嘌呤的N-9或嘧啶的N-1与核糖或脱氧核

糖的C-1通过β糖苷键连接而成的化合物,包括核糖核苷和脱氧核糖核苷两类。
注:

1.构成RNA的核苷是核糖核苷,主要有腺苷、鸟苷、胞苷和尿苷。

2.构成DNA的脱氧核糖核苷,主要有脱氧腺苷、脱氧鸟苷、脱氧胞苷和脱氧胸腺苷。

4.31 核苷酸 nucleotide
由核苷与磷酸组成的一类化合物,是构成核酸的基本单位。
注:

1.根据核苷和磷酸连接部位不同,有2'-核苷酸 (核苷2'-磷酸)、3'-核苷酸 (核苷3'-磷酸)和

5'-核苷酸 (核苷5'-磷酸)三种。

2.根据碱基不同,有单磷酸腺苷/腺苷酸 (adenosinemonophosphate,AMP)、单磷酸鸟苷/鸟

苷酸 (guanosinemonophosphate,GMP)、单磷酸胞嘧啶核苷酸/胞苷酸 (cytosinemonophosphate,

CMP)和单磷酸胸腺嘧啶/胸苷酸 (thymidinemonophosphate,TMP)、尿嘧啶核苷酸/尿苷酸

(uridinemonophosphate,UMP)、次黄嘌呤核苷酸/肌苷酸 (inosinemonophosphate,IMP)等主

要核苷酸。

3.脱氧单磷酸腺苷 (deoxyadenosinemonophosphate,dAMP)、脱氧单磷酸鸟嘌呤 (deox-
yguanosinemonophosphate,dGMP)、脱氧单磷酸胞嘧啶 (deoxycytosinemonophosphate,dCMP)
和脱氧单磷酸胸腺嘧啶 (deoxythymidinemonophosphate,dTMP)是四种主要的脱氧核苷酸。

4.32 寡核苷酸 oligonucleotide
通常由20个以下核苷酸通过3',5'-磷酸二酯键连接而成的化合物。

4.33 核酸 nucleicacid
脱氧核糖核酸 (DNA)和核糖核酸 (RNA)的总称。由核苷酸或脱氧核苷酸通过

3',5'-磷酸二酯键连接而成的一类生物大分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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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脱氧核糖核酸 deoxyribonucleicacid,DNA
一类由脱氧核苷酸通过3',5'-磷酸二酯键连接而成组成的带有遗传信息的线性或环

状生物大分子。
4.35 核糖核酸 ribonucleicacid;RNA

一类由核苷酸通过3',5'-磷酸二酯键连接而成的生物大分子。
注:

1.不同种类的RNA链长不同,行使各式各样的生物功能,如参与蛋白质生物合成的信使RNA
(mRNA);参与转录后基因表达调控的微小核糖核酸 (miRNA)。

2.有编码蛋白质能力的RNA为编码核糖核酸,反之不编码蛋白质的RNA为非编码核糖核酸,
如miRNA。

3.一般为单链分子,不形成双螺旋结构。

4.36 互补DNA complementaryDNA;cDNA
以给定RNA为模板,在逆转录酶的作用下合成的DNA分子。

4.37 变异 variation
子代与亲代间由于基因型的改变导致的表型的永久性变化。
注:
单核苷酸变异 (singlenucleotidevariant,SNV)是基因组 (或其他靶序列)中的单个核苷酸的

A、T、C或G等碱基在模板之间发生不同的DNA序列变异。

4.38 基因突变 genemutation
基因在结构上发生碱基对组成或排列顺序的改变。

4.39 引物 primer
一段具有特定序列的单链寡核苷酸。在聚合酶链反应中,互补至模板上,并与脱氧

核苷酸以共价键形式连接。
注:
人工合成的两段寡核苷酸序列,一段与目的基因一端的一条DNA模板链互补,另一段与目的

基因的另一端的另一条DNA模板链互补。

4.40 质粒 plasmid
细菌、酵母菌和放线菌等生物中染色体 (或拟核)以外的一个或多个闭合环状的双

链DNA分子。
注:
存在于细胞质中,具有自主复制能力,能使其在子代细胞中也能保持恒定的拷贝数,并表达所

携带的遗传信息。

4.41 拷贝数 copynumber
具有一个特定核酸序列的分子的数目。以copies表示。
[来源:ISO20395:2019,3.6]

4.42 拷贝数浓度 copiesnumberconcentration
一定体积内所包含特定核酸序列的分子数。如以copies/μL表示。
[来源:ISO20395:2019,3.7]

4.43 拷贝数变异 copynumbervariation;CNV
生物体基因组中存在的一个或多个DNA片段拷贝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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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拷贝数变异是长度至少包含1000个碱基的插入、缺失、反转和复制。

4.44 染色质 chromatin
间期细胞核内由DNA、组蛋白、非组蛋白及少量RNA组成的线性复合结构,是

间期细胞遗传物质存在的形式。

4.45 染色体 chromosome
细胞在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过程中,由染色质聚缩而成的棒状结构。

4.46 基因编辑 geneediting
对目标基因进行修改,以实现对基因组特定核酸序列位点进行敲除、敲入、置换、

突变等。

4.47 转基因 transgene
将外源基因转移并稳定整合到另一细胞并使之产生稳定遗传改变的过程。
注:

1.通过转基因获得整合有外源基因植物个体的为转基因植物,获得整合有外源基因动物个体的

为转基因动物。

2.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的具有特定基因组结构并稳定遗传的转基因生物,称为转化体。

4.48 转录组 transcriptome
生物体在特定条件下所有的信使RNA和非信使RNA。
注:

1.非信使RNA (nmRNA),即非编码RNA (ncRNA),或基因组编码的除信使RNA及前体

(hnRNA)外的全部RNA。

2.非信使小RNA (snmRNA),包括核仁小RNA、核小RNA、微RNA和干扰小RNA等,广

义地说,也包括转移RNA和核糖体RNA。

4.49 基因 gene
位于染色体上编码一个特定功能产物 (如蛋白质或RNA分子等)的一段核苷酸序

列 (DNA或RNA),是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

4.50 内源参考基因 endogenousreferencegene
生物体自身基因组内具有恒定拷贝数、不发生等位基因变异的特定序列基因。

4.51 基因组 genome
一种生物体具有的所有遗传物质的总和。
注:

1.基因组大小用全部DNA的碱基对总数表示。

4.52 融合基因 fusiongene
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编码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形成的新基因。

4.53 嵌合基因 chimericgene
由不同来源的基因编码序列和调控序列组成的新基因。
注:

1.许多嵌合基因是通过DNA复制或DNA修复中的错误形成的。

2.嵌合基因其只改变基因的表达模式,而不改变表达产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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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宏基因组 metagenome
特定环境中全部微生物遗传物质的总和,包含了可培养的和不可培养的微生物的

基因。

4.55 核酸结构 nucleicacidstructure
组成核酸分子的核苷酸排列顺序与空间构象,分为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

构、四级结构。
注:

1.核酸一级结构 (nucleicacidprimarystructure)指多核苷酸链中核苷酸的排列顺序 (或碱基

排列顺序)。其连接方式是相邻核苷酸之间形成3',5'-磷酸二酯键;链的走向为5'-端→3'-端。

2.核酸二级结构是核酸 (DNA或RNA)分子局部区段形成紧接的碱基对和不同种类的颈环结

构 (被螺旋围绕的不成对核苷酸),如α螺旋。

3.核酸三级结构 (nucleicacidtertiarystructure)是指核酸分子通过扭曲和折叠所形成的特定

构象。

4.核酸四级结构是核酸与蛋白质相互作用,如螺旋–转角–螺旋、锌指结构等。

4.56 DNA修饰 DNAmodification
在生物体内DNA分子多核苷酸链上的碱基进行共价修饰,如DNA甲基化可引起

生物个体的表观遗传学改变。
注:

DNA甲基化 (DNAmethylation)是DNA碱基上添入甲基基团的化学修饰现象。DNA的不同

甲基化状态 (过甲基化与去甲基化)与基因的活性和功能有关。

4.57 DNA多态性 DNApolymorphism
在染色体的某个基因座由两个或多个等位基因中的一个占据而造成的同种DNA分

子的多样性。具有多态性的DNA分子在核苷酸序列上不同或在核苷酸重复单位的数量

上有变化。
注:

DNA多态性包括: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RFLP)、扩增片段长度

多态性 (AFLP)、插入/缺失 (In/Del)等。

4.58 碱基对 basepair;bp
形成核酸DNA、RNA单体以及编码遗传信息的化学结构。碱基对数目是衡量双链

DNA或RNA的长度单位。
注:

1.组成碱基对的碱基包括腺嘌呤 (A)、胸腺嘧啶 (T)、鸟嘌呤 (G)、胞嘧啶 (C)、尿嘧啶

(U)。碱基对如腺嘌呤-胸腺嘧啶 (A-T)对、腺嘌呤-尿嘧啶 (A-U)对、鸟嘌呤-胞嘧啶 (G-C)
对等。

2.千碱基对 (kilobase,kb),1000个DNA碱基对或1000个RNA碱基的缩写。

3.兆碱基对 (millionbase,Mb),106 个DNA碱基对或RNA碱基的缩写。

4.59 光密度 opticaldensity;OD
物质在溶液中吸收特定波长光线能力的参数。
注:

1.光密度值与光吸收物质在溶液中的浓度成正比,是透光率倒数的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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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成核酸分子的碱基,均具有一定的吸收紫外线特性,最大吸收值在波长为250nm~270nm
之间。

4.60 代谢 metabolism
生物体内所发生的用于维持生命的一系列有序的化学反应的总称。

4.61 代谢物 metabolite
参与代谢的各种物质的统称。
注:

1.初生代谢物 (primarymetabolite):维持细胞生命活动所必需基本代谢物,如脂质、糖类、
蛋白质和核酸等。

2.次生代谢物 (secondarymetabolite):非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其生成与分

布通常有中枢、器官组织和生长发育期的特异性。植物中有生物碱、酚类、黄酮类、萜类、皂苷等。

3.抗代谢物 (antimetabolite):干扰细胞正常代谢过程的物质。

4.62 靶向药物 targeteddrugs
选择性作用于组织、器官或病灶的药物。

4.63 代谢组 metabolome
生物体细胞在某一特定生理和发育阶段的所有代谢物质。
注:

1.靶向代谢组是分析具有特定功能或者某类已知内源性的代谢物组。

2.非靶向代谢组是系统全面分析获得生物体所有内源性代谢物组。

4.64 代谢酶 metabolismenzyme
参与代谢反应的酶的统称。

4.65 脂质 lipid
脂肪和类脂以及其衍生物的总称。包括脂肪、蜡、磷脂、糖脂和类固醇等。

4.66 单糖 monosaccharide
只含有1个醛基或1个酮基的多羟基醇,是最简单的糖类分子,为寡糖和多糖的组

成单位。

4.67 寡糖 oligosaccharide
由2个~10个单糖以葡糖苷键连接而构成的一类化合物。
注:

1.根据单糖的数目分成二糖、三糖、四糖等。

2.二糖又称双糖,是由两个单糖分子通过糖苷键连接而形成的化合物的统称。如蔗糖、乳糖、
麦芽糖等。

4.68 多糖 polysaccharide
由10个以上单糖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线性或分支的聚合物。
注:

1.均一多糖是由同一种单糖分子缩合而成的多糖。

2.不均一多糖是由不同的单糖分子缩合而成的多糖。

4.69 还原糖 reducingsugar
含有游离醛基或酮基,羰基碳 (异头碳)没有参与形成糖苷键,可被氧化充当还原

剂的糖。如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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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糖醇 sugaralcohol
单糖分子的醛基或酮基被还原成羟基,使糖转变为多元醇。如核糖醇、甘油等。

4.71 糖醛酸 uronicacid
醛糖中的羟甲基被氧化成为羧基的化合物。

4.72 糖原 glycogen
以α-1,4-糖苷键连接的葡萄糖为主链,并有相当多α-1,6分支的多糖。
注:

糖原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哺乳类及其他动物肝、肌肉等组织、多分散性的、高度分支的葡聚糖,

多用于能源贮藏。

4.73 糖缀合物 glycoconjugate
糖复合体

糖类和其他类型生物分子以共价键结合而形成的化合物。包括蛋白聚糖、肽聚糖、
糖脂、脂多糖等。

4.74 聚糖 glycan
多个单糖聚合而成的寡糖或多糖。
注:

1.通过N-乙酰半乳糖胺与肽链的丝氨酸/苏氨酸 (Ser/Thr)残基相连接的聚糖,称为O-聚糖,

可延伸为多种不同核心结构的类型。

2.糖链与多肽链的共有序列天冬酰胺-X-丝氨酸/苏氨酸 (Asn-X-Ser/Thr)中的天冬酰胺

(Asn)残基共价结合的聚糖,为N-聚糖。

4.75 肽聚糖 peptidoglycan
主链是β-1,4-糖苷键连接的 N-乙酰氨基葡糖和 N-乙酰胞壁酸交替的杂多糖,在

N-乙酰胞壁酸上接有肽链。
注:

1.肽聚糖存在于革兰氏阳性和阴性细菌细胞壁中。

2.不同糖链上的肽链交联后形成稳定的水不溶产物。

4.76 蛋白聚糖 proteoglycan
各种糖胺聚糖与不同的核心蛋白结合而形成的一类糖复合体。

4.77 糖脂glycolipid
一种携有一个或多个以共价键连接糖基的复合脂质。
注:

糖脂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包括甘油糖脂、鞘糖脂、脂多糖等。

4.78 糖组 glycome
一个生物体或细胞中全部糖类的总和,包括简单的糖类和缀合的糖类。

4.79 细胞 cell
生命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一般由质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或拟核构成。
注:

1.病毒之外的所有生物均由细胞所组成。

2.病毒生命活动必须在细胞中才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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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细胞系 cellline
由原代细胞群经系列传代培养获得的细胞群。
注:
该细胞群通常是非均质的,且具有明确的特性。

4.81 血细胞 hematocyte;bloodcell
血液中的细胞成分。
注:
约占血液容积的45%,包括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等。

4.82 红细胞 erythrocyte;redbloodcell
脊椎动物中一种含血红蛋白的细胞。
注:
红细胞无细胞核,也无细胞器,主要功能是运输和交换氧及二氧化碳。

4.83 白细胞 leucocyte,whitebloodcell
一类无色、球形、有核的血细胞。
注:

1.根据形态、功能和来源部位,白细胞可以分为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三大类。

2.粒细胞根据胞质中颗粒的染色性质不同,分为中性粒细胞、嗜酸粒细胞和嗜碱粒细胞三种。

4.84 淋巴细胞 lymphocyt
在适应性免疫中起关键作用的白细胞,主要为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二者表

面抗原受体具有高度多样性,经抗原激发可分化为抗原特异性效应细胞。
注:

1.B淋巴细胞 (Blymphocyte),全称为骨髓依赖淋巴细胞,简称为B细胞,是膜表面抗原受体

为膜免疫球蛋白或表面免疫球蛋白的一类淋巴细胞。来源于骨髓的多能干细胞。

2.T淋巴细胞 (Tlymphocyte),全称为胸腺依赖淋巴细胞,简称为T细胞。表达T细胞受体

和CD3复合物的一类淋巴细胞。来源于骨髓中淋巴干细胞。在胸腺中分化、发育成熟后,通过淋巴

和血液循环而分布到全身的免疫器官和组织中发挥免疫功能。

3.T细胞分化后形成的不同功能的群体为T细胞亚群。按所表达分化抗原群 (clusterofdiffer-
entiationantigen,CD)分子不同,如可分为CD4+T和CD8+T细胞;按组成T细胞受体异源二

聚体的肽链不同,分为T细胞受体α/β和T细胞受体γ/δT细胞;按功能不同,分为辅助性T细胞、
细胞毒性T细胞、调节性T细胞;按所分泌细胞因子类型不同,分为Th1细胞和Th2细胞等。

4.自然杀伤细胞 (naturalkillercell,NKcell)是不需抗原刺激而杀伤病毒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

的淋巴细胞。

4.85 分化抗原群 clusterofdifferentiationantigen;CD
白细胞质膜上的一组可显示细胞的分化阶段的抗原分子决定簇。

4.86 血小板 platelet;thrombocyte
血液中直径约2μm~4μm的无核盘状细胞,具有凝血和止血重要作用。

4.87 干细胞 stemcell
一类能够自我更新、具有分化成一种或多种功能细胞类型的细胞。
注:

1.干细胞包括专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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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能干细胞 (pluripotentstemcell)可在体外无限制的自我更新,并且具有向三胚层细胞分

化潜能的干细胞,包括胚胎干细胞、核移植胚胎干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等。

4.88 干细胞分化潜能 stemcelldifferentiationpotential
干细胞经细胞分裂产生的在形态、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稳定差异的子细胞的能力。

4.89 外泌体 exosome
细胞产生的直径在30nm~100nm的囊泡。
注:

1.由细胞胞吞系统中的晚期内吞体与细胞膜融合或者直接通过细胞膜从细胞中释放出胞外,在

细胞间信号传递中起重要作用。

2.囊泡是细胞内由单位膜包围而成的,含有被转运蛋白的封闭双层膜性小泡。

4.90 细胞活性 cellactivity
细胞的生理状态、代谢功能、增殖能力等。

4.91 细胞毒性 cytotoxicity
物质引起细胞溶解、细胞死亡,抑制细胞生长、增殖,或对细胞产生其他不良反应

的性质和能力。
4.92 生物毒性 biologicaltoxicity

外源物质或因素引起生物体功能性或器质性损害的性质和能力。
4.93 红细胞比容 hematocrit

血液中红细胞的体积分数。
4.94 细胞凋亡 cellapoptosis

细胞程序性死亡 programmedcelldeath
细胞在特定的内源和外源信号诱导下,并在有关基因的调控下发生的死亡过程。

4.95 细胞纯度 cellpurity
具有特定生物学特性 (如细胞表面标志物、遗传多态性及生物学活性等)的细胞占

全部细胞的百分比。
4.96 细胞存活率 cellviability

能够增殖、保持正常活性的细胞占全部细胞的百分比。
4.97 克隆率 cloningefficiency

接种众多单个分散细胞,经培养后能够增生形成克隆的细胞数占全部细胞数的百

分比。
4.98 微生物 microorganism

肉眼直接看不到,而借助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的微小生物类总称。
注:

1.按其大小、组成及形态可分为非细胞型微生物、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及真核细胞型微生物。

2.非细胞型微生物包括病毒、朊毒粒等。

3.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包括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和放线菌等。

4.真核细胞型微生物为分化完善的具有细胞核及各种细胞器的多细胞或单细胞微生物。

4.99 微生物群落 microbialcomunity
在特定环境下生长的不同种的微生物,在生理和生存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联系,通过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使群体协调发展,并且具有一定功能的微生物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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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 微生物群落代谢 microbialcommunitymetabolism
微生物群落利用环境中的物质产生群落微生物所需能量、营养物质及细胞物质以维

持一定群落结构、功能的生化反应总称。

4.101 菌落 colony
生长在固体培养基上,由单个细胞繁殖形成的、肉眼可见的微生物群体。

4.102 生物毒素 biologicaltoxin
天然毒素 naturaltoxin
各种生物 (动物、植物、微生物)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毒物质。根据来源不

同分为细菌毒素、植物毒素、动物毒素和真菌毒素四类。
注:

1.细菌毒素一般分为外毒素和内毒素。

2.外毒素 (exotoxin)是一种毒性蛋白质,是细菌在生长过程中分泌到菌体外的毒性物质。产

生外毒素的细菌主要是革兰氏阳性菌。如白喉杆菌、破伤风杆菌、肉毒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

少数革兰氏阴性菌。

3.内毒素 (endotoxin)是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中的一种成分,由菌体特异性多糖、非特异性

核心多糖和类脂A三部分构成,主要化学成分是脂多糖中的类脂A成分。细菌在生活状态时不释放

出来,只有当细菌死亡自溶或粘附在其他细胞时,才释放并表现出毒性。

4.103 株 strain
由一个独立分离的单细胞 (或单个病毒)增殖而成的纯遗传型群体及其后代。如菌

株、毒株、细胞株。
注:
一种微生物的每一个不同来源的纯培养物均可成为该菌种的一个菌株。

4.104 标准菌株 referencestrain
遗传学特性得到确认并稳定的、可溯源的菌株。

4.105 病毒 virus
一类由核酸和蛋白组成的非细胞结构生物,不能独立生存只能借助寄主细胞复制。

主要分为RNA病毒和DNA病毒。

4.106 假病毒 pseudovirus
以人工改造或合成为基础的一种在结构和特性上类似于病毒、但复制能力受限的病

毒粒子。

4.107 疫苗 vaccine
将病原微生物 (如细菌、立克次氏体、病毒等)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

活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染病或治疗某种疾病的生物制品。
注:
疫苗可分为: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亚单位疫苗 (组分疫苗)、基因重组疫苗、DNA疫苗、

RNA疫苗等。

5 生物测量方法及相关术语

5.1 光谱分析 spectralanalysis,spectroanalysis
通过光谱特性分析物质组成、结构特征或含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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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按光谱产生方式可分为发射光谱、吸收光谱、荧光光谱、拉曼光谱分析等。

2.按波长可分为可见光、红外、紫外、X射线光谱分析等。

5.2 圆二色光谱 circulardichroismspectrometry
一种测定分子不对称结构的吸收光谱法。
注:
通过测定不同波长下分子对左旋和右旋两种圆偏振光吸收程度的不同 (圆二色性),得到分子构

象或结构的信息。常用于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分析。

5.3 色谱 chromatography
层析

基于不同物质在流动相和固定相之间的分配系数不同而将混合物组分分离的方法。
当流动相 (液体或气体)流经固定相 (多孔的固体或覆盖在固体支持物上的液体)时,
各组分沿固定相移动的速度不同而分离。

注:
常用的色谱分析方法包括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薄层色谱法等。

5.4 质谱 massspectrometry
被测物质经离子化,按离子的质荷比 (m/z)大小分离而分析物质的成分和结构的

方法。
5.5 核磁共振 nuclearmagneticresonance;NMR

通过测定具有磁距的原子核在高强度磁场作用下,吸收适宜频率的电磁辐射由低能

态跃迁到高能态而产生的谱峰,对各种分子结构进行解析或定量的方法。
注:
1H、3H、13C、15N、19F、31P等原子核,具有非零自旋而有磁距,能够实现核磁共振分析。

5.6 分子量黏度测定法 molecularweightdeterminationbyviscosity
通过测定物质特性黏度计算分子量的方法。
注:
分子量计算公式:

M= η
K×α

式中 M 为黏均相对分子质量,η 为特性黏度,K 为比例常数,α 为与分子形状有关的经验常

数,α=
1+3ε
2

,ε为一个反映高分子与溶剂相互使用的参数。

5.7 分子量渗透压测定法 molecularweightdeterminationbymembraneosmometry
利用膜渗透压计根据大分子溶液的比浓渗透压具有浓度依赖性测定分子量的一种

方法。
注:
一般适于测定在1×104~5×105 范围内的大分子的分子量。

5.8 埃德曼降解 Edmandegradation
通过连续切断蛋白质或肽链 N端氨基酸残基进行序列分析的方法。
注:
利用异硫氰酸苯酯 (PTH)等与多肽反应,逐个水解 N端氨基酸残基,依次生成各种PTH-氨基

酸,层析或高效液相色谱鉴定PTH-氨基酸就可以从N端逐个确定被测肽段的氨基酸残基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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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酶联免疫分析法 enzymelinkedimmunosorbentassay;ELISA
将抗原、抗体的特异性反应与酶对底物的高效催化作用相结合起来的分析技术。
注:

例如,采用酶 (辣根过氧化物酶、碱性磷酸酶等)标记抗体,该酶标抗体可与待测的抗原或抗

体抗原复合体等免疫吸附物结合,酶所催化的呈色反应可以间接反映抗原的量。

5.10 蛋白质免疫印迹 westernblotting
蛋白质经单向电泳分离后被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然后用放射性或酶标记的特异

抗体来检测相应抗原存在的方法。

5.11 蛋白质晶体分析 proteincrystallographyanalyse
以晶体学手段测定蛋白质及其复合物三维原子结构的方法。
注:

通过制备可衍射的蛋白质或含蛋白质的生物大分子复合物晶体,采用X射线、中子或电子衍射

分析得到蛋白质中各原子空间排布信息,从而解析蛋白质分子结构。

5.12 电泳 elcetrophoresis
依据分子或颗粒所带的电荷、构型和分子量等不同,在电场介质中移动的速度不

同,进行待测物质分离的方法。
注:

根据介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琼脂糖凝胶电泳、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等。

5.13 免疫共沉淀分析 immunoprecipitation
利用抗体沉淀特定分子的特性,将特定分子以及与其特异性结合的其他分子共沉淀

的方法。
注:

1.以抗体和抗原之间专一性作用为基础,利用特异性抗体将相对应的蛋白抗原以及与抗原相结

合的其他蛋白分子从细胞裂解液中沉淀分离出来,结合质谱分析或蛋白质印迹法分析,是研究蛋白

质相互作用,确定细胞在某种功能状态下有关蛋白复合物组分的有效方法。

2.染色体免疫共沉淀 (chromatinimmunoprecipitation,ChIP)通过对切成片段的染色体 (质)

进行免疫沉淀的分析,确定靶DNA序列与其输入的染色体 (质)的相对丰度。

5.14 电喷雾差分电迁移率分析计数法 electrospray-differentialmobilityanalysis-con-
densationparticlecounter;ES-DMA-CPC

将电喷雾离子化与差分电迁移率分析偶联,通过冷凝颗粒计数器计量颗粒数、粒径

及粒径分布的方法。

5.15 同位素稀释拉曼光谱法 isotopedilutionramanspectroscopy
采用同位素标记物作为标准并结合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的分析方法。

5.16 荧光共振能量转移 fluorescenceresonanceenergytransfer;FRET
利用一个荧光分子 (又称为供体分子)的荧光光谱与另一个荧光分子 (又称为受体

分子)的激发光谱相重叠,使得供体分子诱发受体分子发出荧光供体分子自身的荧光强

度衰减而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的方法。

5.17 表面等离子共振 surfaceplasmonresonance;SPR
通过测定全反射时临界角度的变化得到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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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当入射光以临界角入射到两种不同折射率的介质界面时,可引起金属自由电子的共振,由于共

振致使电子吸收了光能量,从而使反射光在一定角度内大大减弱。使反射光在一定角度内完全消失

的入射角随表面折射率的变化而变化,而折射率的变化又和结合在金属表面的生物分子质量成正比。

5.18 微量热 microcalorimetry
通过测量微量溶液中生物分子间的反应或变化过程的热效应并据此研究生物热力学

与生物动力学规律的方法。
注:

微量热的应用包括酶促反应、蛋白质去折叠/折叠、抗原-抗体相互作用、分子伴侣-底物相互作

用、药物-核酸相互作用等。

5.19 核酸杂交 nucleicacidhybridization
两条核酸单链通过碱基互补形成双链分子的过程。
注:

1.有DNA-DNA、DNA-RNA、RNA-RNA等杂交类型。

2.核酸杂交是一种很重要的、被广泛应用的技术,如设计反义核酸、合成探针等。

5.20 聚合酶链反应 polymerasechainreaction;PCR
聚合酶链反应是一种利用引物对特定DNA片段在体外进行扩增的方法,由变性—

退火—延伸三个基本反应步骤构成。
注:

1.主要包括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quantitativePCR)、实时聚合酶链反应 (real-timePCR)、荧光

标记STR复合扩增法 (fluorescentlabelingSTRmultiplexamplification)。

2.实 时 荧 光 定 量 聚 合 酶 链 反 应 (real-timequantitativePCR),简 称 实 时 荧 光 定 量 PCR
(qPCR),是一种定量测定样品中特定DNA序列的聚合酶链反应。即使用荧光染料或标记的探针,

通过荧光监测PCR循环后扩增所得DNA产物的量,从连续监控下获得的反应动力学曲线,可推导

得到样品中被扩增模板DNA的初始含量。

3.荧光标记STR复合扩增法 (fluorescentlabelingSTRmultiplexamplification),在PCR反应

合成引物时,将荧光染料添加到引物的5'端,扩增后荧光染料掺入目的DNA片段中,这种带有荧

光分子的STR等位基因在毛细管电泳凝胶中按分子量大小排列,激光轰击连接在DNA片段末端的

荧光基团,发出的光被转换成电信号,再生成毛细管电泳中的峰图,可检测DNA片段。

4.核酸序列依赖扩增 (nucleicacidsequencebasedamplification,NASBA),一种扩增RNA技

术,由一对引物介导的、连续均一的、体外特异核苷酸序列等温扩增的酶促反应过程。

5.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eversetranscriptionPCR,RT-PCR),一种检测或定量RNA的技术。

利用逆转录酶将一条RNA单链反转录为互补DNA,然后通过DNA聚合酶链反应实现DNA的扩增。

6.逆转录qPCR(reversetranscriptionqPCR,RT-qPCR),用逆转录酶将RNA链反转录到其

DNA补体 (互补DNA或cDNA)中,然后用qPCR扩增定量cDNA的过程。

7.逆转录数字聚合酶链式反应 (reversetranscriptiondPCR,RT-dPCR),用逆转录酶将RNA
链反转录到DNA补体 (互补DNA或cDNA)中,然后用数字PCR (dPCR)扩增定量cDNA的

过程。

5.21 测序 sequencing
对多聚体中单体排列顺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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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一般指确定核酸分子的核苷酸碱基 (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胸腺嘧啶和尿嘧啶)的排列

顺序的方法。序列通常是从5'端到3'端描述。

2.也可指对蛋白质中氨基酸确定排列顺序的方法。

5.22 DNA测序 DNAsequencing
对DNA分子中核苷酸排列顺序的测定。
注:

1.DNA测序通常通过序列分析仪完成。测序能测得的最长DNA片段的长度称为读长 (Read
Length),通常以碱基数表示。

2.序列分析仪又称 “测序仪”,是测定有序线性聚合物如DNA基本组成单位残基核苷酸排列顺

序的仪器设备。

3.测序有双脱氧法 (Sanger法)测序、下一代测序、第三代测序等。下一代测序 (nextgener-
ationsequencing), 又 称 二 代 测 序 (secondgenerationsequencing), 以 及 大 规 模 并 行 测 序

(massivelyparallelsequencing)。区别于传统Sanger法测序,第三代测序是指基于荧光和纳米孔的

单分子测序技术。二代测序仪和三代测序仪均为高通量测序仪。

5.23 单分子测序 singlemoleculesequencing
单个分子水平对核酸分子进行测序并读取核苷酸序列。

5.24 单细胞测序 singlecellsequencing
将分离的单个细胞的DNA进行扩增后测定序列。
注:

1.对DNA 进行扩增后测定序列,可以检测单核苷酸位点变异 (SNV)、基因拷贝数变异

(CNV)、单细胞基因组结构变异、基因表达水平、基因融合、单细胞转录组的选择性剪切、单细胞

表观基因组的DNA甲基化状态等。

2.利用单细胞基因组扩增技术,可通过高通量测序得到单个细胞中所有的基因组、转录组等序列。

5.25 测序文库 sequencinglibrary
通过测序所获得的含有带接头的某物种特定样品全部随机核酸序列片段的集合池。
注:
可用于下一代测序的重建核酸分子群,由待测核酸样品制备获得,一般包含标签、测序引物结

合区等核酸单元片段。

5.26 测序深度 depthofsequencing
测序得到的总碱基数据量与被测物待测序碱基数据量大小的比值。
注:

1.为被测基因组上每个单个碱基被检测的平均次数。

2.也常被称为覆盖深度 (depthofcoverage)。而覆盖度 (coveragerate)是指测序获得的序列

占整个基因组的比例,最大为100%。

5.27 扫描隧道电镜法 scanningtunnelelectronmicroscope;STEM
采用扫描隧道电镜,利用量子隧道效应,以原子线度的极细针尖在接近样品表面

(小于1nm)处扫描,显示出样品原子尺度的表面特征的方法。

5.28 流式细胞术 flowcytometry
一种对悬液中单细胞或颗粒、微生物或细胞器等进行单个快速识别、分析和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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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注:
用以分析细胞大小、细胞周期、DNA含量、细胞表面分子以及进行细胞分选等的方法。

5.29 生物传感器 biosensor
利用生物活性物质分子识别的功能,将感受的被测量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进行生

物物质分析的装置。

5.30 基因传感器 genosensor
用于检测特定核酸序列的一种生物传感器。
注:
即将已知序列的单链多核苷酸固定在特定的物质上 (称为探头),当探头上的单链核酸与互补序

列杂交形成双链分子时,能表现出一定的物理信号改变,可通过电子学等技术将信号放大而显示。

5.31 免疫分析 immunoassay
基于免疫亲和结合 (抗体与抗原的结合)原理对特定的生物物质所进行的定性或定

量分析方法。

5.32 标记 labeling
生物物质分析中为了识别而对分子作记号的操作。
注:
常用的标记物质有放射性或稳定性核素、生物素、酶类、荧光物质等。

5.33 旋光度 specificrotation
平面偏振光通过含有不对称碳原子或某些光学活性的化合物液体或溶液时引起偏振

光旋转的角度。
注:

1.旋转的方向与时针转动方向相同时称为右旋,以 “+”号表示,如与之相反,则称为左旋,
以 “-”号表示。

2.偏振光透过长1分米并每毫升中含有旋光性物质1克的溶液,在一定波长与温度下测得的旋

光度称为比旋度。

3.变旋 (mutarotation)是当一种旋光异构体溶于水中转变成几种不同旋光异构体的平衡混合

物时,随着时间而发生的旋光度变化。

5.34 滴度 titer
被测生物物质或生物体的稀释倍数。
注:

1.病毒、噬菌体以及抗体、抗原等生物活性物质的滴度,通常用具有可检测活性的最高稀释倍

数表示。

5.35 效价 potency
效力

某一物质引起生物反应的功效单位。

5.36 生物芯片 biochip
能够并行处理和分析样品中生物或化学信息的微型器件。
注:

1.蛋白质芯片 (proteinchip),是指高密度的蛋白质阵列,在几平方厘米的面积中可以包含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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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不同的蛋白质点,用于大规模的分析。

2.基因芯片 (genechip),固定有寡核苷酸、基因组DNA或互补DNA等的生物芯片。利用这

类芯片与标记的生物样品进行杂交,可对样品的基因表达谱生物信息进行快速定性和/或定量分析。

5.37 指纹技术 fingerprinting
将待检测分子进行部分分解或扩增 (如蛋白质的酶解、DNA的聚合酶链反应扩增

等),然后进行分离,获得特征性分离图谱 (指纹)的方法。

5.38 克隆 clone
无性繁殖系 clonalpropagation
遗传组成完全相同的分子、细胞或个体及其组成的一个群体。也是利用体外重组技

术将某特定的基因或DNA序列插入载体分子的操作过程。

5.39 生物特征识别 biometricrecognition
利用生物特征进行识别的过程,通常包含生物特征辨认和生物特征确认。

5.40 荧光显微术 fluorescencemicroscopy
利用适宜波长的入射光激发含有固有荧光发色团或标记了荧光分子的样品,通过各

类荧光显微镜获得物质 (特别是细胞、细胞器甚至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定位和功能的

高分辨率荧光图像的一种显微成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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