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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王硕、张鸿雁和王俊平合著的《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方法(基本原理及其在食品化学污染物检测中的应
用)》详细介绍了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小分子化合物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技术，并对食品
中主要的小分子化学污染物的酶联免疫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和主要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全面总结
了作者多年从事酶联免疫分析研究工作的经验，同时也综述了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进展，使读者通过
阅读本书全面掌握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前沿动态。

《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方法(基本原理及其在食品化学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适合从事酶联免疫分析研
究特别是小分子酶联免疫分析研究工作的研究生、科研人员或相关技术研发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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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免疫学方法是基于抗原抗体的结合反应建立的，抗原抗体结合具有高度特异性，即一种抗原分子
只能与由它刺激所产生的抗体结合而发生反应。
抗原的特异性取决于抗原决定簇的数目、性质和空间构型，而抗体的特异性则取决于抗体IgFab段的可
变区与相应抗原决定簇的结合能力。
抗原抗体间是通过很弱的短矩引力而结合的。
此类结合力是一种高度特异性的非共价键作用力，如氢键、静电引力、疏水相互作用力和范德华引力
等。
其中疏水相互作用力和静电引力是主要的作用力。
只有这两种作用力使抗体和抗原分子接近到一定程度，范德华力和氢键作用才能开始起作用。
以上几种作用力均比共价键作用弱得多，因此，只有存在大量这种作用力，并且抗体和抗原间有非常
好的配合，抗体和抗原间才能发生有效作用。
这反映了抗体抗原作用高度特异性的特征。
　　EuSA的基础是抗原或抗体的固相化及抗原或抗体的酶标记。
结合在固相载体表面的抗原或抗体仍保持其免疫学活性，酶标记的抗原或抗体既保留其免疫学活性，
又保留酶的活性。
在测定时，待检样品（测定其中的抗体或抗原）与固相载体表面的抗原或抗体起反应。
用洗涤的方法使固相载体上形成的抗原抗体复合物与液体中未反应的其他物质分开。
再加入酶标记的抗原或抗体，也通过反应而结合在固相载体上。
此时固相上的酶量与样品中待检物质的量呈一定的比例.加入酶反应的底物后，底物被酶催化成为有色
产物，产物的量与样品中待检物质的量直接相关，故可根据呈色的深浅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由于酶的催化效率很高，间接地放大了免疫反应的结果，使测定方法达到很高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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