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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壁碳纳米管 /纳米 Ag-TiO2 膜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周 娜 杨 涛 焦 奎* 宋彩霞
( 青岛科技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青岛 266042)

摘 要 基于多壁碳纳米管 /纳米 Ag-TiO2 复合膜制备了高灵敏度的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将 Ag-TiO2 复

合物与适量分散于 N，N-二甲基甲酰胺中的多壁碳纳米管( MWNT) 相混合，形成均匀稳定的混合溶液，将其滴

涂于裸碳糊电极表面，制得 MWNT/Ag-TiO2 修饰碳糊电极。碳纳米管大的比表面积和良好的电子传递性能

与 Ag-TiO2 纳米复合物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对 DNA 极好的吸附能力的协同作用，显著提高了 DNA 探针的固

载和 DNA 杂交的检测灵敏度。应用循环伏安法和电化学交流阻抗谱分别对传感膜的制备和 DNA 的固定与

杂交进行了表征。以电化学交流阻抗谱法对转基因植物外源草丁膦乙酰转移酶基因片段进行了检测，线性范

围为 1. 0 × 10 － 11 ～ 1. 0 × 10 － 6 mol /L，检出限为 3. 12 × 10 － 12 mo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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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 1991 年 Iijima 发现了碳纳米管( CNT) 以来，因其具有电化学窗口宽、电子转移速率快、生物相容

性好、机械性能高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传感器领域［1］。近年来，CNT 相关的纳米复合膜因为表现出

了各组分协同作用的特性而备受关注［2 ～ 5］。本课题组在应用 CNT 相关纳米复合膜制备 DNA 电化学生

物传感器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6 ～ 8］。
纳米 TiO2 是一种在光化学和生物化学领域中非常有发展前途的纳米材料，其优良的生物相容性、

易于吸附生物分子的特性及良好的化学反应活性已在生物传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9，10］。Ag 纳米粒子

是材料合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生物标记的 Ag 纳米粒子表面的消光系数大约是同等条件下金纳

米粒子的 4 倍［11］。Ag-TiO2 复合物结合了纳米 TiO2 和 Ag 纳米粒子两者的优点而引起广泛关注［12，13］。
此外，Ag 和 TiO2 之间的电子转移也极大地提高了 Ag-TiO2 复合物的化学反应活性［14，15］。

本研究基于多壁碳纳米管( MWNT) 和 Ag-TiO2 纳米复合膜的高灵敏度，制备了 DNA 电化学生物传

感器，并以电化学交流阻抗法对转基因玉米外源草丁膦乙酰转移酶( PAT) 基因片段进行检测。此传感

器具有良好的选择性、稳定性和再生性。

2 实验部分

2. 1 仪器与试剂

CHI 660 C 电化学工作站( 上海辰华仪器公司) ，工作电极为碳糊电极或其修饰电极，对电极为铂丝

电极，参比电极为饱和甘汞电极( SCE) ; pHS-25 型 pH 计( 上海雷磁仪器厂) ; KQ-50B 型超声波清洗器

( 昆山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 JSM-5900 扫描电镜( 日本 JEOL 公司) ; 艾科浦超纯水系统( 重庆颐洋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 。
石墨粉( 上海胶体化工厂，粒度≤30 μm) ; 高效切片石蜡( 上海华灵康复器械厂) ; Ag-TiO2 复合物

根据文献［16］方法制备; MWNT( 深圳纳米港有限公司，纯度 > 95% ，直径 < 10 nm，长度: 5 ～ 15 μ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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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转基因玉米外源 PAT 基因片段材料 ( 北京 SBS 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合成，各 DNA 序列如文献

［17］) ; DNA 固定液用 5. 0 mmol /L pH 7. 0 的 Tris-HCl 缓冲溶液( 含 50. 0 mmol /L NaCl pH 7. 0) 配制，于

4 ℃ 下保存。DNA 杂交液用 2 × SSC 溶液( 0. 30 mol /L NaCl + 0. 03 mol /L 柠檬酸钠) 配制。所有试剂

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2. 2 实验方法

2. 2. 1 碳糊电极和 MWNT/Ag-TiO2 修饰碳糊电极的制备 称取石墨粉 4. 5 g，固体石蜡 1. 5 g，80 ℃ 下

加热并搅拌使其混合均匀，然后装入洁净的玻璃管( 直径 4 mm) 中，插入铜丝作为导线，在均衡压力下

压紧冷却即制得碳糊电极，记为 CPE，电极表面用前在称量纸上打磨至光滑。
将 1 mg MWNT 悬浮分散在 40 mL 的 12 mol /L HCl-16 mol /L HNO3 ( 3∶1，V /V) 混合溶液中，在水浴

中超声 5 h，过滤并且用超纯水洗涤直到滤出液成中性，在真空中干燥成粉末备用。取 1 mg 经上述方法

处理过的 MWNT，将其分散到 1 mL N，N-二甲基甲酰胺( DMF) 中。将 1 mL MWNT-DMF 溶液和1 mg Ag-
TiO2 复合物加入到 50 mL DMF 中后超声 5 min，使其均匀分散。取 5 μL 滴涂在裸碳糊电极表面，自然

晾干，即制得 MWNT /Ag-TiO2 修饰碳糊电极。其它修饰电极的制备方法类似。
2. 2. 2 DNA 探针在 MWNT/Ag-TiO2 /CPE 电极上的固定及杂交 将 MWNT /Ag-TiO2 /CPE 电极浸入

含 1 μmol /L ssDNA 探针的 2. 0 mL Tris-HCl 缓冲溶液中，于室温吸附 2 h，取出后用 0. 2% 十二烷基硫酸

钠( SDS) 溶液冲洗，再用超纯水清洗以除去未固定的 ssDNA，得到 ssDNA /MWNT /Ag-TiO2 /CPE 电极。
将此电极置于含 1. 0 μmol /L 互补目标 DNA( cDNA) 的杂交液中，于 45 ℃ 杂交 60 min，取出后用 0. 2%
SDS 溶液冲洗，再用超纯水清洗以除去未杂交的 cDNA，即得双链 DNA( dsDNA) 修饰电极，记为 dsDNA /
MWNT /Ag-TiO2 /CPE。
2. 2. 3 电化学测量 以各修饰电极为工作电极，在 1. 0 mmol /L K4Fe( CN) 6 /K3Fe( CN) 6 ( 1∶ 1，V /V) 的

0. 1 mol /L KCl 溶液中，于 CHI 660C 上记录其循环伏安曲线，扫速为 100 mV /s。
电化学交流阻抗谱曲线也在 CHI 660C 上记录，在室温条件下进行，检测溶液为含 1. 0 mmol /L

K4Fe( CN) 6 /K3Fe( CN) 6 ( 1∶1，V /V) 的 0. 1 mol /L KCl 溶液。外加恒电位为 0. 172 V( vs. SCE) ，频率为

0. 1 ～ 1. 0 × 104 Hz。

3 结果与讨论

3. 1 Ag-TiO2 凹球体的表面形态

由 Ag-TiO2 纳米复合物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图 1) 可以看出，Ag-TiO2 纳米复合物由许多明显的

凹球体组成的，这些球体大小一致，表面光滑，壁厚约为 40 ～ 80 nm。这种结构有利于提高化学传感器

灵敏度［18，19］。

图 1 Ag-TiO2 纳米复合物的扫描电镜图

Fig. 1 SEM images of Ag-TiO2 hollow spheres at different magnification

3. 2 MWNT 和 Ag-TiO2 对［Fe( CN) 6］3 － /4 － 电子传递协同增强作用的循环伏安法研究

分别以 CPE，MWNT /Ag-TiO2 /CPE，MWNT /CPE、Ag-TiO2 /CPE 电极为工作电极，在 1. 0 mmo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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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 CN ) 6 ］3 － /4 － + 0. 1 mol /L KCl 混 合 溶 液 中 进 行 循 环 伏 安 法 表 征，结 果 如 图 2。曲 线 a 为

［Fe( CN) 6 ］3 － /4 － 在裸 CPE 电极上的循环伏安曲线。在 1. 2 ～ － 0. 8 V 范围有一对相对较小的氧化还原

峰。在 MWNT /Ag-TiO2 /CPE 电极上得到一对比曲线 a 峰高显著增大、氧化还原峰电位差显著减小的良

好的氧还峰( 曲线 b) ，说明 MWNT /Ag-TiO2 修饰后的电极有更大的表面积和更优良的电子传导性能。
在 MWNT /CPE 电极( 曲线 c) 及 Ag-TiO2 /CPE 电极( 曲线 d) 上均得到一对氧化还原峰，但是它们的峰高

均明显小于曲线 b、峰电位差明显大于曲线 b。MWNT 与纳米 Ag-TiO2 对于改善电极表面电子传导性能

具有很强的协同效应，其原因可能是: MWNT 与纳米 Ag-TiO2 复合可增加活性表面积; MWNT 可作为

Ag-TiO2 和电极表面之间的超微连接器［20］，从而显著提高界面电子传递能力。
3. 3 DNA 固定与杂交的交流阻抗表征

图 3 为不同工作电极的电化学交流阻抗 Nyquist 谱图。在有 MWNT /Ag-TiO2 修饰膜层的电极上，界

面电子传递电阻( Ret ) 为 520 Ω( 曲线 b) ，与曲线 a 相比较，b 的 Ret明显减小。这与循环伏安法的结果一

致。Ag-TiO2 复合物结合了纳米 TiO2 和 Ag 纳米粒子两者的优点，表现出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和易于吸附生

物分子的特性。MWNT 表面存在大量缺陷和悬键，易于化学修饰，经过修饰的 MWNT 能够与纳米复合物

之间形成较强的相互作用。由于 MWNT 良好的导电能力以及 Ag-TiO2 纳米复合物大的比表面积



计算杂交前后的 ΔRet。结果表明，在 35 ～ 45℃ 之间，ΔRet 随着杂交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当杂交温度继

续升高时，ΔRet值略微减小。在 45 ℃ 下，探针 DNA 与 cDNA 杂交 10 ～ 100 min，计算每个杂交时间的

ΔRet值。在 10 ～ 60 min 之间，ΔRet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当杂交时间继续延长，ΔRet 值不再增加。因

此最佳杂交条件为 45 ℃ 温度下杂交 60 min。
3. 5 PAT 基因片段的检测

将探针 DNA 与 不 同 DNA 序 列 杂 交 后 形 成 的 dsDNA /MWNT /Ag-TiO2 /CPE 在 1. 0 mmol /L
K4Fe( CN) 6 /K3Fe( CN) 6 ( 1∶1，V /V) 的 0. 1 mol /L KCl 溶液中的阻抗谱图中电子传递电阻值之差 ΔRet作

为测定信号，对 20 碱基 PAT 基因片段进行检测。图 4 为 ΔRet对不同 DNA 序列的直方图。探针 DNA 与

非互补 DNA( ncDNA) 杂交所测得的 ΔRet 非常小。探针 DNA 与 2 和 1 个碱基错配 DNA 序列杂交后的

ΔRe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大。探针 DNA 与 cDNA 杂交所得 ΔRet 最大。因此，此传感器不但可以很好地识

别目标 cDNA 与 ncDNA，而且可以识别 2 个碱基错配甚至 1 个碱基错配的 DNA 序列。
以与目标 DNA 杂交后测得的 ΔRet为检测信号，对 20 碱基 PAT 基因片段进行检测，结果如图 5。以

3 次平行测量的平均值对 PAT 基因片段的浓度的对数作图，结果表明，ΔRet平均值与 PAT 基因片段的浓

度 1. 0 × 10 － 11 ～ 1. 0 × 10 － 6 mol /L 的对数值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 ΔRet ( Ω) = 342. 4lgC +
3969，γ = 0. 9970。平行测定空白溶液 11 次的标准偏差为 σ，根据 3σ 法计算此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

器以电化学阻抗谱法测得 PAT 基因片段的检出限为 3. 12 × 10 － 12 mol /L。可见在固定、杂交的最优化条

件下构建的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对目标 DNA 的序列有着较强的识别能力。

图 4 探针 DNA 与不同 DNA 序列杂交后所得电极在

1. 0 mmol /L ［Fe( CN) 6 ］3 － /4 － + 0. 1 mol /L KCl 溶液中

所测得的界面电子传递电阻差值 ΔRet的直方图

Fig. 4 Histograms of ΔRet ( ΔRet = RdsDNA － RssDNA ) corre-

sponding to the hybridization with different DNA sequences

at 10 － 8 mol /L level
( a ) non-complementary sequence; ( b ) two-mismatched

sequence; ( c ) one-mismatched sequence; ( d ) complementary

sequence( n = 3) ; 应用电压( Applied potential ) : 0. 172 V ( vs.

SCE) ; 频率范围( Frequency range) : 0. 1 ～ 104 Hz。

图 5 ssDNA /MWNT /Ag-TiO2 /CPE 用于检测不同浓度

PAT 基因片段的 Nyquist 谱

Fig. 5 Nyquist plots recorded at ssDNA /MWNT /Ag-

TiO2 /CPE ( a ) and after hybridization reaction with its

complementary target under various concentrations:

( b) 1. 0 × 10 － 11 mol /L， ( c ) 1. 0 × 10 － 10 mol /L，

( d) 1. 0 × 10 － 9 mol /L，( e) 1. 0 × 10 － 8 mol /L，( f) 1. 0 ×

10 － 7 mol /L，( g) 1. 0 × 10 － 6 mol /L. Supporting electrolyte

solution is 1. 0 mmol /L ［Fe ( CN ) 6 ］3 － /4 － containing

0. 1 mol /L KCl
应用电压( Applied potential) : 0. 172 V ( vs. SCE) ; 频率范围

( Frequency range) : 0. 1 ～ 104 Hz。
3. 6 DNA 传感器的再生性及重现性

将杂交后制备的 dsDNA /MWNT /Ag-TiO2 /CPE

电极置于沸水中



10 － 10 mol /L 目标 DNA 进行测定，5 次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4. 32%。说明此传感器的重现性良好。
此传感器在 4 ℃ 下储存 20 d，性能无明显变化。

与文献［21，22］报道的基于金属氧化物复合纳米材料制备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相比( 表 1) ，本

方法制备生物传感器具有更低的检出限、更好的再生性与重现性。

表 1 基于复合纳米材料的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性能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of some electrochemical DNA biosensors based on metal oxide nanocomposites

本工作 This work Ref. ［21］ Ref. ［22］

DNA 固定膜
Films for DNA immobilization MWNT /Ag-TiO2 /CPE MWNT /nano-ZrO2 /GCE ZrO2 /NG /GCE

( NG = Gold nanoparticles)

检出限
Detection limit ( mol /L) 3. 12 × 10 － 12 7. 5 × 10 － 11 3. 1 × 10 － 11

4 结 论

以 MWNT /Ag-TiO2 纳米复合物膜制得了 DNA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该复合物膜结合 MWNT、纳米

TiO2 和 Ag 纳米粒子三者的优点，纳米粒子间的协同效应极大地提高了 DNA 探针的固定量，从而可以

高灵敏地检测 DNA 杂交。采用循环伏安法跟踪了 MWNT /Ag-TiO2 纳米复合膜的制备并以电化学交流

阻抗谱对 DNA 在修饰电极上的固定和杂交进行了表征。以电化学交流阻抗谱法对转基因玉米外源

PAT 基因片段进行了检测。该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重现性和再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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