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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镊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郭红莲. - - 屈- 娥- - 徐春华- - 李兆霖- - 程丙英- - 张道中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 北京- /00010）

摘- 要- - 由于光镊具有无直接接触、无损伤等诸多优点，且光镊产生的力在皮牛顿量级，正好落在生物大分子相互

作用力的范围，所以光镊在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测量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文章详细介绍了光镊的出现、发

展过程以及在生命科学中代表性应用结果& 这些结果表明，将光镊应用在生命科学领域，可以揭示或证实许多以前不

曾深刻了解的生物大分子的活动规律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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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早在 /S 世纪初期，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在解释

彗尾之所以背向太阳的原因时，就指出这是受到太

阳光的辐射作用所致& 到 /1ST 年，麦克斯韦根据他

的电磁学理论从理论上说明了光本身可产生作用

力，或者说是光辐压& /W0W 年，德拜给出了线偏振平

面电磁波作用于均匀球形粒子所产生的辐射压力的

理论& 但由于光辐压极其微弱，同时也因缺少足够强

的光，毫瓦级功率的光仅可产生皮牛顿级（/#@ Z
/0 H/R@）的作用力［/］，所以当时无法进行实验研究&
直到 R0 世纪 V0 年代，激光的发明给辐射压力的研

究提供了高强度、高准直度的光源，从实验上验证光

辐射压的存在才成为可能&
贝尔实验室的 CF"!’F CJ![), 是对此进行研究

的先驱& /WS0 年，CF"!’F CJ![), 等人首先提出利用

光压操纵微小粒子的概念& 他们首先用一束 /P 的

连续氩离子激光会聚成窄的光束，成功地观察到在

垂直光传播的方向上激光对水中乳胶颗粒的束缚以

及沿光的传播方向上由于辐射压引起的小球的加速

运动，实现了不同直径的球形颗粒的二维囚禁& 为了

实现三维囚禁，他们又将两束相向的激光加以聚焦，

利用其相反方向的光压构成一个稳定的能量阱，建

立了第一套利用光压操纵微小粒子的工具［R］& 在此

后的几年中，CJ![), 等人逐步拓展其应用领域，如

将粒子、液滴等提起以对抗重力等方面的应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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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这套方法后来发展成原子的激光冷却技术，

使得其不仅可以使用在微米级的粒子上，还可以推

广到原子分子的尺度［&—3］，激光冷却技术也使朱棣

文（4(5652 7’-）获得 833&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一直

到 839# 年，:;’</2 等人才发现单独一束高度聚焦的

激光就足以形成三维稳定的能量阱，可以吸引电介

质粒子并将其束缚在光腰中央，于是第一个光镊子

（=)(/10. (+55>5?;）诞生了，也因此，光镊的正式名称

为单光束梯度力阱（ ;/2@.5AB50C @?0D/52( =)(/10. (?0)
），它可以用来捕获并移动从数十纳米到数十微米

的微小粒子［8%］,
光镊的发明使人们在许多研究中人们可以从被

动的观察转而成为主动的操控，由于其具有精确定

位、选择个体、可实现对生物活体样品非接触无损伤

操纵，以及光镊产生的皮牛顿量级的力正适合于生

物细胞、亚细胞层次结构的研究，再配以高精度的皮

牛顿量级的力和纳米量级的位移测量系统后，光镊

的应用便不仅仅停留在微操纵上，如对细胞、细胞器

及染色体进行捕获、分选、操纵、弯曲细胞骨架等，其

应用已拓展到精确测定细胞及分子水平的微小作用

力及运动步幅，如测定马达蛋白作用力及运动步幅，

克服分子马达力引起的细菌的旋转动力以及对膜体

系力学特性进行定量研究等, 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发

展，光镊和其他技术的组合应用已经引伸出越来越

多的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从而有效地促进了

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及纳米技术

等领域的研究与发展,

$! 光镊的基本原理

光镊是利用光与物质间动量传递的力学效应形

成的三维梯度光学势阱, 其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是：一

束经过扩束的平行激光束和一高数值孔径的物镜

（E:6 8, %）, 当强会聚的 F0-;; 光场作用于一透明

物体时，如果粒子的折射率 !8 大于周围介质的折射

率 !C，无论是在光的传播方向 " 轴，还是在垂直于 "
轴的 #$% 平面内，梯度力将把粒子推向光场最强处，

即激光焦点，如图 8 所示, 通常，光作用力可以表示

为

& ’ (!C) * + ， （8）

其中 ( 为一无量纲系数，!C 为作用对象周围介质的

折射率，) 是激光功率，+ 为真空中光波速度,
在 G/5 散射区域，即当介质颗粒尺寸远大于光

波长时，可用几何光学原理来计算介质颗粒受到的

图 8! 光镊形成的示意图

光阱力, 设光作用力沿光线行进方向的分量为散射

力 ,;，垂直于光线方向的分量为梯度力 ,@ , 由（8）式

可知，对于固定的作用对象及激光功率，光作用力 &
的大小可由 ( 来表征，所以 ,;，,@ 可分别由 (;，(@ 来

表征, 其表达式分别为

(; ’ 8 - .1=;$! / 0$［1=;$（! / !1）- .1=;$!］

8 - .$ - $.1=;!1
，

（$）

(@ ’ .;/2$! / 0$［;/2$（! / !1）- .;/2$!］

8 - .$ - $.1=;!1
，

（"）

其中 .，0 分别为分界面处光线的反射率和折射率，

!，!1分别为入射角和折射角,
在 H0I.5/@’ 散射区域，即当介质颗粒尺寸远小

于光波长时，可用电磁学模型来计算介质颗粒的受

力情况, 对于 H0I.5/@’ 散射球体，其所受梯度力 &@

及散射力 &; 分别为

&@ ’ "
$ /〈2$〉， （J）

式中 " 为处于样品浸液中散射球体小颗粒的电偶极

子极化率，它同散射颗粒半径 3 的关系为

" ’ !$
C3

" 4$ / 8
4$ -( )$ ， （K）

式中 4 ’ !8 * !C，!8 为散射颗粒的折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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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式中〈$〉为时域平均波印亭矢量，散射截面 &. 为

&. " 1
2 !’

3（
(4 ) 5
(4 * 4

）4 +0， （6）

式中 ’ 为波数&

2- 光镊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随着物理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物理学和生物

科学的结合使得对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入&
从原来器官、组织的层次逐渐发展到细胞、生物大分

子的层次& 分子生物学概念、方法和技术的引入使得

生物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产生了许多新的生长点，

并逐步形成新的概念与新的领域& 其中特别是人们

对生命规律的认知，从过去的对分子整体平均行为

的宏观研究，发展到现在能对分子个体行为进行微

观研究，使人们的认知更深入、更本质，进而又促进

了对生命宏观规律的认识& 生物大分子之间如何相

互作用及调控是当前生命科学面临的最基本问题之

一，也是解释生命本质与奥妙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光

镊技术由于其独特的优越性，对于了解生物大分子

间相互作用及动力学过程无疑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

色& 目前光镊在生物大分子研究中的应用已遍地开

花，硕果累累&

!& "# 分子马达力学特性的研究

研究分子马达的力学特性是光镊的典型应用之

一& 早在 5772 年，美国 89%(*,: 研究院的 ;(9+< 和

=>9?9:* 等使用光镊与双光束干涉仪结合，在分子水

平上首次观测到了驱动蛋白（@),A.),）分子（马达蛋

白的一种）在其微管轨道上以 1,/ 的步幅阶梯式前

进，间隔时间为 5/. 量级的情形，证明了驱动蛋白

分子将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的过程是非连续的［55］，

如图 4 所示& 通过将驱动蛋白结合在被光阱捕获的

硅球上，将微管固定在样品池底上，当驱动蛋白和微

管相互作用时，小球被拉着沿微管运动，观测小球的

运动轨迹，便得出了驱动蛋白的运动情况，结果表

明，驱动蛋白沿微管的运动是离散的，且每步之间的

时间间隔是随机的& 5776 年，=+!,)"BAC 等人通过实

验进一步得出驱动蛋白每走一步需要水解一个 DEF
分子的结论［54］&

G),AC 等人用负反馈增强的双光镊系统测量了

在肌肉收缩中起主要作用的肌球蛋白和微丝之间的

图 4- （*）为动蛋白沿微管运动的示意图；（?）为测得的微管以

1,/ 为步幅的阶梯式运动过程

作用力和相对运动步幅［52］& 如图 2 所示，将微丝的

两头分别粘一聚苯乙烯小球，形成哑铃结构，用双光

镊操控这两个小球，使得微丝处于绷直状态，肌球蛋

白包被在粘在池底的硅球上，当肌球蛋白和微丝相

互作用时，被捕获的小球就会偏离光阱的中心位置，

用四象限探测器探测小球的位置，测出了肌球蛋白

55,/ 的运动步幅以及通过负反馈系统探测到 2—

3#H 的相互作用力&

图 2- 双光镊测量微丝与肌球蛋白作用力与运动步幅的示意图

I*,J 等人利用负反馈控制的单光镊系统测量

了在基 因 表 达 中 起 关 键 作 用 的 8HD 聚 合 酶，以

KHD 为模板，转录 8HD 的转录速度和作用力［53］，如

图 3 所示，将 8HD 聚合酶通过小球固定在样品池底

部，KHD 的末端粘一聚苯乙烯小球，用光镊夹住此

小球，当开始转录后，小球逐渐被拉离光阱，在开环

状态下，根据小球的运动便可得到 8HD 聚合酶的转

录速度，而在闭环状态下，根据反馈量便可得到它们

之间的作用力&

!& $# 蛋白质折叠与去折叠动力学过程

@A((AC/*LAC 等人测量了肌肉蛋白分子 E)"), 的

折叠与去折叠过程［50］，E)"), 分子在维持肌小节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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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0，4）分别为光镊在开环与闭环条件下，测量 567 聚合酶转录速度与力的示意图；（8，1）为

开环条件下测得的小球的位移以及光阱刚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9，:）对应于闭环条件

的完整性以及缓解外力冲击时起重要作用, 他们将

;/(/2 分子的两端粘在两个乳胶小球上，一个小球用

光镊固定，另一个用微吸管固定，如图 <（0）所示, 通

过匀速移动微吸管来观察 ;/(/2 分子的伸缩与受力

关系，发现 ;/(/2 分子的弹性表现为高度非线性性，

且去折叠与折叠的分子动力学过程的不同导致了力

的“磁滞”效应，如图 <（8）所示, 另外，随着拉伸次

数的增加，“ 磁滞”逐渐减弱，见 <（ 1）, 同时，;=>?
’@AB98@A0 等人用单光镊系统也对 ;/(/2 分子的弹性

和折叠与去折叠进行了研究［C&］，他们将分子的一端

固定在样品池底上，另一端连接在小球上用光镊固

定，将 ;/(/2 分子快速拉伸一定长度后观察其上力的

变化，发现力以 "—C%)6 的幅度台阶式减小，如图 <
（4）所示, 相应于 ;/(/2 分子内部以 CD E CC2F 的平

均步距伸长，这一长度与一个去折叠区的外形长度

符合得非常好，这就说明 ;/(/2 分子通过逐步去折叠

来对应外力冲击,
G911@2/ 等人利用单光镊与微吸管相配合的技

术研究了核糖核酸酶 H 折叠与去折叠的动力学过

程［CI］, 他们将核糖核酸酶两端，通过位于其上的半

胱氨酸，分别连接两段带有巯基的 <%% 个碱基序列

的 J67，J67 的另外一端连接一个直径为 $!F 的

小球，用微吸管操纵一个已经连好的小球，用光阱操

纵另一个小球，形成如图 # 所示的结构，通过移动微

吸管，给核糖核酸酶施加一外力，观察其去折叠及重

新折叠的过程, 他们发现核糖核酸酶 H 去折叠是一

个两态过程，但其折叠是一个三态过程，即折叠时必

会经历一个中间态, 这一研究对于绘制核糖核酸酶

H 的能谱图具有重要意义,

!, !" 细胞骨架力学性质的研究

在细胞中，细胞骨架系统是产生机械力的主要

因素，而细胞骨架产生机械力的方式有两大类：一是

通过细胞骨架的马达蛋白，如肌球蛋白（FK@=/2）分

子沿微丝的运动；另一类是通过细胞骨架蛋白的聚

合和解聚，如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微管的聚合和解聚

产生机械力推动染色体的运动, 光镊技术不仅可以

对马达分子产生的力的大小及步距进行精确的测

定，而且还可以测量微丝和微管本身的力学性质,
7B0/ 等人用光镊把微丝打结，研究了在弯曲状

态下微丝力学性质的变化［CD］, 他们先用双光镊抓住

两个表面包被有肌球蛋白的聚苯乙烯小球，然后移

动样品池，让样品池内荧光标记的微丝靠近小球, 由

于肌球蛋白与微丝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两个小球分

别粘在微丝的两端，然后操纵一个光阱，将微丝打

结，如图 & 所示, 打好结后，用光阱逐渐拉紧微丝，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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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光镊测量 /)"), 分子弹性的示意图；（0）测得的 /)"), 分

子在去折叠与折叠过程中表现出的“磁滞”现象；（ +）中的 !，"，#

分别表示在第二次、三次、五次拉伸时，“ 磁滞”曲线的变化；（1）

/)"), 分子在受到突然拉伸时，对外力的响应曲线

图 2- （*）核糖核酸酶去折叠实验示意图（ 核糖核酸酶在 3 及

4.. 的位置上为半胱胺酸，通过形成二硫键的形式，分别在肽链

的两端连接一段 567 作为手柄，567 再连接到 8!9 的小球上，

其中一个小球用微吸管操控，另一个小球用光阱操控）；（0）外

力与拉伸关系曲线（图中 6 表示初始态即折叠态，: 表示去折叠

态，; 表示中间态& 从图中可以看出，核糖核酸酶在较大外力作用

下可以从初始态直接转换到去折叠态，但从去折叠态过渡到折

叠态就必须经历中间态，中间态与去折叠态之间的转换为一可

逆过程）

减小环的直径，此时微丝所受的力由小球偏移光阱

中心的位移获得& 当微丝环的直径减小到 <& =2!9
时，微丝在打结处断裂& 此时对微丝施加的拉力约为

4#6，以前文献报道直接拉断一根微丝大约需 要

3<<#6 的力，用打结的方法拉断微丝所需要的力比

图 >- 用双光镊进行微丝打结的实验荧光图及示意图

直接拉断小两个数量级之多& 这一结果表明，当微丝

扭曲时，微丝亚基间相互作用力变弱&
?@(A,@B 等人用光镊研究了微管的抗挠刚度及

紫杉醇和微管结合蛋白对微管抗挠刚度的影响［8<］&
他们用光镊直接捕获以轴丝为核心生长的单根微管

的末端，将其弯曲，然后释放，观察微管恢复过程，从

而计算出其抗挠刚度为（=—3）C 4< D83 698 & 当在微

管溶液中加入两种微管结合蛋白（ "*’ 和 E7F8）及

其结构类似物或紫杉醇，发现野生型的 "*’ 和 E7F8
分别使微管刚度增加了 = 倍和 3 倍，另外，微管结合

蛋白的不同结构类似物都能不同程度地增强微管刚

性，而紫杉醇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使得微管的刚性降

低&
G@BHH@9*I@BH 等人利用多光镊系统对微管聚合

产生的机械力进行了测量［84］& 他们利用声光偏转器

对激光束快速偏转实现了钥匙孔型的光学势阱，如

图 J（0）所示，通过这种方法测得阻滞单根微管聚合

的最大力为 4& 8 K <& 8#6&
LB)H!+!’I 等人用单光镊测量了微管解聚所能

产生的力［88］& 他们将四膜虫的表皮铺在盖玻片上，

让微管从四膜虫表皮开始聚合生长，这样有利于微

管负 端（9),’H @,1）的 固 定& 当 微 管 生 长 到 4.—

8<!9 时，将微管蛋白换为标记有若单明染料的微

管蛋白，再继续生长 4—3!9，形成一个标记有若单

明的微管帽，如图 M（*）中微管的上端所示& 他们利

用荧光染料对微管能够造成损伤这一巧妙办法，用

激发光照射微管来观察微管解聚的一些细节& 具体

操作过程如下：将一个 4!9 的玻璃小球通过 0)N"),O

·!"#·

实验技术



! "#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 01, 12

图 3! （0）双光阱捕获的两个小球与一根微管粘接，在微管聚合

延长过程中，遇到障碍物时微管会发生弯曲；（4）钥匙孔型的光

学势阱（在这种非均匀光学势阱中，右面的小球牢牢地被光阱束

缚，而左边的小球只在与微管聚合垂直的方向上受到束缚，从而

可以有效地防止微管聚合过程中两球之间微管的弯曲）；（ 1）细

线表示激光偏转器输入的功率谱曲线，粗线为有效光阱势能曲

线

5(67)(08/9/2 之间的特异相互作用结合到微管的侧

面，然后用光阱捕获此小球，并对其施加一定的外

力，如图 :（0）所示，其中十字叉表示光阱的位置, 当

微管解聚时，如果正好是小球与微管结合的部位先

发生解聚，由于解聚的原丝趋向于弯曲状态，于是会

将小球推离光阱（ 如图 :（4）所示）；如果在远离微

管与小球结合的部位先开始解聚，小球就几乎表现

不出什么位移（ 如图 :（ 1）所示），他们用这样的方

法测量出微管解聚的力约为 %, $;)<,

图 :! 用光镊测定微管解聚力的示意图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光物理实验室的郭红莲等人

用双光镊系统测量了微管断裂的动态过程［$"］, 他们

用双光阱操纵两个包被有 27-(608/9/2 的 =>> 聚苯

乙烯小球，然后与一根荧光标记的微管通过 4/?(/2@
27-(608/9/2 之间的特异相互作用结合在一起, 移动

其中一个光阱，使得微管在纵向上受到一定外力的

作用，当用激发光照射微管时，由于荧光对微管的损

伤，微管将发生断裂, 他们发现微管的断裂表现为阶

梯过程，也就是说，构成微管的原丝的断裂不是同时

发生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一结果从力学角度上证

明构成微管的原丝与原丝之间的结合力非常弱，彼

此之间相对比较独立,

!" #$ %&’ 与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核小体是构成染色质的基本结构单位，它是由

A<B 缠绕在组蛋白上而成的，通常 A<B 在组蛋白

八聚体复合物上缠绕约 =, & 圈，形成一个核小体单

元，正因为组蛋白的存在，使得 A<B 得以大大地压

缩在细胞核中，所以 A<B 与组蛋白的相互作用对于

A<B 的压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C/’069D0 等人利

用光镊系统拉伸单根核小体，研究了 A<B 与组蛋白

之间的相互作用［$;］, 图 =%（4）给出了拉伸核小体的

示意图，带有核小体的 A<B 链一端，通过抗地高辛

包被的小球固定在光阱中，另一端通过抗生物素包

被的小球由负压微吸管操纵，通过控制微吸管以一

定的速度移动，实现对核小体的拉伸，根据光阱中小

球的位移信号可以得到 A<B 与组蛋白之间相互作

用机制, 他们发现，分解一个核小体要经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表现为缠绕在组蛋白八聚体的外圈

A<B 打开，如图 =%（7）所示，而这一过程是可逆的，

即 A<B 还可以重新缠绕在组蛋白上, 随着外力的

增加，核小体的分解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

缠绕在组蛋白八聚体的内圈 A<B 开始打开，与第一

阶段不同的是，这一过程不再是可逆过程,
! ! A<B 在细胞核中以核小体的形式被高度压缩,
这种结构在保证遗传物质稳定性的同时，也阻碍了

其他生物大分子接近 A<B 双螺旋, 然而，许多重要

生命过程的发生又都依赖功能大分子与 A<B 的相

互作用, 因此，机体内必然存在使核小体稳定性发生

变化的调节机制，以适应不同情况的需要, 染色质重

组复合物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E’02F 等人用光镊系统研究了染色质重组复合物

GHI J G<K 以及 GLM 与 A<B 之间的相互作用［$N］, 他

们发现，染色质重组复合物在 BOP 及核小体存在的

情况下，可以以约 ="4) J 5 的速度转运 A<B，产生约

=$)< 的力，并可使 A<B 形成平均长度为 =%%4) 的

A<B 环, 这一实验结果表明：第一，染色质重组复合

物是依赖于 BOP 及核小体的；第二，染色质复合物

对于保证 A<B 的动态功能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存在

使得 A<B 的转录等一系列重要生命过程得以顺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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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原子力显微镜照片显示出单个核小体单元；（0）光镊拉伸核小体示意图；（ +）代

表性的单个核小体外力与伸长的关系曲线，左上插图为小力情况下单个核小体拉伸与放松

的放大图，右下插图为拉伸纯 123 的曲线图；（4）解开第一圈 123 所需外力的概率分布

图；（5）123 从组蛋白上依次解开的示意图

进行&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单分

子水平上对生命规律的认识已经成为研究者们追求

的目标& 因此，光镊技术由于其能提供单分子水平上

生物大分子的运动学及动力学机制而成为不可或缺

的研究工具& 光镊技术也在为适应生命科学的需要

不断发展和改进，目前，已经有最小分辨率可达 .7
的光镊系统问世，这将会极大地满足研究单个生物

大分子活动规律的需要& 伴随着生物技术及光镊技

术的不断进步，相信会涌出越来越多的对生命活动

规律前所未有的新发现&

参 考 文 献
［ . ］ 89:0:4* ;， <(:+= 8 >& 3,,’& ?59& <):#!@A& <):B:(&

8"C’+"& .DD6，EF：E6G
［ E ］ 3A!=), 3& H!@A& ?59& I5""& ，.DG/，E6：.JK
［ F ］ 3A!=), 3，1L)54L)+ M >& 3##(& H!@A& I5""& ，.DG.，.D：ENF
［ 6 ］ 3A!=), 3，1L)54L)+ M >& 3##(& H!@A& I5""& ，.DG6，E6：JNK
［ J ］ 3A!=), 3，1L)54L)+ M >& 8+)5,+5，.DGJ，.NG：./GF
［ K ］ 3A!=), 3，1L)54L)+ M >& 3##(& H!@A& I5""& ，.DGK，EN：FFF

［ G ］ 3A!=), 3& H!@A& ?59& I5""& ，.DGN，6/：GED
［ N ］ 3A!=), 3& 8+)5,+5，.DN/，E./：./N.
［ D ］ O!’ 8& 8+)5,+5，.DD.，EJF：NK.
［./］ 3A!=), 3，1L)54L)+ M >，<P:C=!:(B M Q !" #$% R#"& I5""& ，

.DNK，..：ENN
［..］ 89:0:4* ;，8+!B)4" O S，8+!,*## < M !" #$% 2*"’C5，.DDF，

FKJ：GE.
［.E］ 8+!,)"L5C > M，<(:+= 8 >& 2*"’C5，.DDG，FNN：FNK
［.F］ S),5C M T，8)BB:,A ? >，8#’4)+! M 3& 2*"’C5，.DD6，FKN：..F
［.6］ U*,V > 1，8+!,)"L5C > M，W), X !" #$，8+)5,+5，.DDN，ENE：D/E
［.J］ 8!*59)"L M U，300:,4*,L)5C) Q 3，I*,4)+= ? !" #$% 2*"’C5，

E//F，6EK：KN6
［.K］ ;5((5CB*@5C > 8 Y，8B)"! 8 <，ZC*,L)5C X I !" #$% 8+)5,+5，

.DDG，EGK：...E
［.G］ TA=!:9C50:9* I，TC),)+! M，8(55# M 3 !" #$% 2*"’C5& .DDG，

FNG：F/N
［.N］ O5++:,) O，8!*,= Q 3，<’A"*B*,"5 O !" #$% 8+)5,+5，E//J，

F/D：E/JG
［.D］ 3C*) W，W*A’4* ?，3=*A!) ; !" #$& 2*"’C5，.DDD，FDD：66K
［E/］ S5(V,5C X，SC*,= ? 8+!()%* > M !" #$% 8+)& ，.DDK，./D：J/D
［E.］ ;5CAA5B*=5CA M U M，M*,A:, > Q，9*, 45C X:CA" 3 !" #$& 3#[

#(& H!@A& I5""& ，E//F，NF：666.
［EE］ ZC)A!+!’= Q I，>:(:4"A:9 > \，3"*’((*=!*,:9 S \ !" #$& 2*[

"’C5，E//J，6FN：FN6
［EF］ Z’: X I，]’ O X，I)’ O ] !" #$& <):#!@A& M& ，E//K，D/：E/DF
［E6］ >)!*C4P* 8，8#*=:%)"L 3 M，Y!*,V W I !" #$& H238，E//K，

./F：.JNG.
［EJ］ Y!*,V W I，8B)"! O I，8*!* 3 !" #$& >:(5+’(*C O5((，E//K，

E6：JJD

·!"#·

实验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