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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实验和理论上研究了人血液的荧光光谱，对荧光光谱的结构特征、变化规律

及其发光机理进行了探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了408啪的LED光诱导不同浓度人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包括研究了血液的

自吸收对其荧光光谱结构产生的影响；分析了血液的荧光光谱随其浓度增加出现红移的

现象；提出了556m谱峰不是某一荧光团所产生的特征峰，而是由吸收所造成的假峰的

观点；讨论了激励光散射中心波长偏离激励光中心波长现象的原因。

用不同波长的LED光诱导了不同浓度的人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研究了人血液荧

光光谱随血液浓度的增加而红移的现象及其规律，结果表明：光谱峰值随血液浓度的增

加按e指数规律向长波方向移动；从能量转移的角度，分析了血液中各荧光团之间在不

同浓度下、不同荧光区域所具有的不同能量吸收机制；得出吸收是产生红移的主要原因

的结论。

对波长为457nm的LED光、波长为457．9m的A什激光和波长为632．8枷的

He．Ne激光诱导下的人全血溶液荧光光谱的特性与机理进行了研究。指出用激光光源激

发可以显现血液荧光光谱的部分精细结构，说明血细胞中的荧光团对激发光波长具有一

定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是由其自身的能级结构和状态所决定的。

用408nm的LED偏振光诱导了不同浓度人全血溶液的静态荧光偏振光谱，讨论了

其光谱的结构特征和红移现象并给出了机理解释；检测了荧光偏振光谱中各主要荧光区

的偏振度并研究了偏振度随浓度的变化规律，用能量转移理论分析了在不同荧光区、不

同浓度下，血液中各荧光团之间的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及偏振度的变化现象。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研究光与血液相互作用的机理，借助血液自体荧光进行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以及研究血液生物大分子的构象与结构特点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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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光谱学是通过物质对光的吸收和发射，来研究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通过

研究原子和分子光谱，可以对物质结构作出分析，因此在物理、化学、生物、地质、考

古、天文等许多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荧光光谱分析是光谱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于荧光分析的灵敏度很高，并且在物质吸收光后发生荧光这很短的时间内会发生许多分

子过程，会影响到荧光物质的光谱特征，所以荧光分析在生物化学、医学、工业和化学

等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1．1课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生命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然而癌症作为人类生命的主要杀手之一，仍然在世界

范围内威胁着许多人的生命健康。因此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成了全人类关心的话题。随着

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癌症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必须是在早期发现并及时

治疗)，但是癌症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癌症的治疗效果与其早期诊断有很大的关系。依

靠现有的治疗手段，大部分早期肿瘤能得到根治，而晚期肿瘤只能得到症状改善的姑息

治疗效果川。由于尚缺乏成熟有效的治疗手段，所以对癌症的治愈率还是很低的。资料

表明，晚期癌症病人手术切除后的五年存活率在10％以下，而早期癌症病人手术切除后

五年存活率在80％以上【2，3】。因此，提高癌症患者的存活率的关键是早期的诊断和治疗。

现有的癌症诊断方法有很多ⅢI，如采用肿瘤标志物、x射线、CT、磁共振、放射

性核素、超声等多种技术，它们多数都是利用组织的形态特性进行诊断，但是检查过程

中接受的辐射和检查所需服用的药剂常常对身体有害，有些诊断费用还很高。而且对怀

疑对象最终仍然需要取样活检通过最权威的病理学证实。活检是对取样活组织标本进行

病理组织切片检查分析，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但活检存在许多不；一叮克服的缺点，如：

微小病变和较深层病变易被漏检：活检取样时主观随意性较大，往往因随机取位不准而

误诊；需花费较长的时间和代价在体外进行，存在一定风险，不能“实时诊断”，易延

误治疗；活检不准的问题也尤为突出。因此，人们一直在致力于寻找种能正确指导或辅

助活检的诊断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非损伤性的、诊断率较高的早期癌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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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手段应用于临床，因此找到一种方便、快捷、有效的早期诊断方法无疑意义重大。

利用生物组织的光学特性来判别组织性质是许多应运而生的研究方法中最为突出

的一类，其中最有研究前景的就是利用人体组织受激辐射产生的荧光来进行辅助诊断。

人体内各种化学成分的含量及其变化能真实地反映新陈代谢的情况，是评价人体健

康状况的重要信息，也是多种疾病诊断与疗效判定的重要指标。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一样，

也有自己特殊的代谢活动，在血液、淋巴液及组织中必然潜藏着机体细胞开始癌变的信

息。在人体组织细胞和体液内，存在大量能够产生荧光的生物大分子，如胶原、核黄素、

色氨酸等，被光激发后能够发射荧光【6】。但是由于正常人和恶性肿瘤患者体内，所含有

的可发荧光的生物分子和有机大分子的种类和浓度可能存在差异，而且细胞的功能和代

谢状态，化学结构和形态，以及微观环境等因素的不同都可能对其荧光光谱的结构产生

影响，从而使健康人和癌症患者以及正常组织与肿瘤组织有完全不同的荧光光谱【7】，根

据这些差异，就可能实现癌症的鉴别、筛查和诊断。该方法不需要服用光敏剂，直接反

映组织的内部结构以及物理、化学特性变化，并能够由此发现识别肿瘤的特征光谱或数

学判据。该方法的突出优点在于它无损伤、无副作用，有实时快速的发现早期病变的潜

力。

由于血液在人体内是无所不在的，因而在研究光与人体组织相互作用时，不可避免

地要涉及到光与血细胞的相互作用问题。虽然关于血液的流变学和生物化学等性质的研

究已很多，但从物理学或光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报道并不多见。光谱学方法是研究

光与血液相互作用过程的有效方法之一，当光照射到血液，会发生散射、吸收和发射等

现象。通过检测和分析血液的散射光谱、吸收光谱和发射光谱，能够获得一些反映血液

状态和内部物质构成情况的信息【81，以及光子与血液相互作用过程的有关信息。它对于

用光诱导人体组织荧光光谱进行早期癌症的诊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搞清诊断

机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1．2荧光光谱学在医学中的应用

光谱技术用于癌症诊断的一种主要方式是使用适当波长的光激发被检测物的荧光，

根据其荧光光谱特征进行癌症的诊断。而根据被检测物的荧光物质的不同，光谱检测技

术用于癌症诊断可分为两类： “敏化荧光法”和“自体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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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敏化荧光法

由于大多数细胞的主要有机成分在可见光的波长范围内没有明显吸收，所以对可见

光反应不敏感。但当有适当的光敏剂时，有机体、细胞及许多类型的在生物上有重要意

义的分子都能受到光的破坏。由于在些生物系统中的光敏化过程大都有分子氧参加，使

得这些生物系统为之所敏化，所以生物系统中的这种反应被称为“光动力学作用”或“光

动力学反应”。光敏荧光法就是利用某些荧光物质在恶变组织中比在正常组织中滞留能

力大，形成很大浓度反差的特性，通过对患者注射这种荧光物质，并用适当波长的光激

发使其产生荧光，从而实现恶性肿瘤的定位和诊断的方法。

目前临床使用和研究中最常见的光敏剂主要有：血卟琳衍生物(HpD)、荧光素钠等

光敏剂。

1960年，Lipson和Baldes发现血卟琳衍生物(HpD)【9】，经Dougheny研究证明癌

组织对HpD等光敏剂具有特殊的亲和作用，提出HpD可用于癌症的光谱诊断。1973年，

Kyriazis，Balin和“pson用汞灯作光源，使用光纤束、滤光片，用肉眼观察HpD荧光，

对20例宫颈病变患者做了宫颈癌检查，检查结果与病理切片结果比较，符合率为

80％【l o】。该方法能检测到较微小的病变和较深层病变，克服了活检的一些缺点，所以受

到许多国家学者的关注，之后尤其是近年来，用敏化荧光法对肿瘤的诊断和定位方面的

应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令人振奋的结果【¨q51。

总的来说，敏化荧光法诊断癌症，灵敏度高，因为用来做肿瘤定位的荧光物质的荧

光光谱是已知的且光谱特征好，容易识别，又有较高的荧光效率，容易检测。但由于被

检测者必须注射光敏药物，而目前大多数光敏药物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如使用最多的血

卟琳衍生物，接受注射的患者必须避光三周，否则将会使正常皮肤产生光敏性皮炎，所

以学者们一直在寻找高效、低毒的光敏剂。但是在找到新的对癌细胞选择性强，对正常

组织无毒副作用的光敏药物之前，此种方法难以成为一种癌症早期诊断和普查的方法。

1．2．2自体荧光法

为了克服敏化荧光法在诊断中的缺点，不使用任何光敏物质，直接使用激光诱导组

织自体荧光的“自体荧光法”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自体荧光来源于生物组织中的某些生

物分子被激发后产生的荧光。这些能够产生荧光的物质又叫荧光团或生荧团，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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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广泛存在于人的组织和体液中。在恶变组织中，由于肿瘤在发生及代谢方面的特殊

性，导致某些物质的变化，使所含的可发荧光的生物分子和有机大分子的种类和浓度与

正常组织相比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可能对荧光产生影响，从而使其自体荧光光谱与正常

组织的荧光光谱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荧光强度和波形有改变【I“。利用这些差异可与正

常组织作出区别，提供了对诊断癌变有用的信息，所以人们能够用自体荧光光谱进行癌

症诊断。

国外这方面的起步较早，1924年，Policard首次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肿瘤组织的自体

荧光，认为是受细菌感染在肿瘤中形成的内源性卟琳所致，并在特定光激发下产生【l”。

但自体荧光应用于癌症诊断却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0年，日本学者畸田隆夫

用波长514IlⅡl的氢离子激光照射胃癌组织，经滤光片在570～580m范围内观察到较强

的黄色荧光，而良性组织中观察不到【18】。1984年Okuda，shigem等成功的利用内窥镜拍

摄了被488nm的激光激励的胃癌组织的自体荧光【19】。R．R．越如∞等研究了人体J下常和

癌变的乳腺组织和肺组织的荧光光谱，发现与正常组织相比，肿瘤组织的荧光峰发生了

蓝移，并且形状平坦，指出根据这一结果可以对乳癌和肺癌进行诊断【20．2”。1990年，Palcic，

B．等用蓝色激光诱导正常和癌组织的自体荧光，在两个不同的波长处用图像增强

(image．intens墒ed)ccD对其进行测量，测得的自体荧光数据用计算机进行处理后，

能够在没有使用药物的情况下清晰地区分出早期肺癌。并用由此方法发展起来的检查仪

器用于临床实验，发现了用常规方法不能定位的隐避癌变【22】。德国人Sroka，Ronald等

对恶性病变时的内卟琳进行了激光辅助检测123】，结果表明内卟琳的含量依赖于肿瘤的发

展程度。

1991年，Das，B．B．等利用紫外荧光光谱技术进行了乳腺、卵巢、子宫和宫颈癌的诊

断研究【241，指出在340nnl到440nm波段对荧光强度比进行比较的方法能够有效的从非

癌组织中区分出癌组织来。Arendt，J．T．等用自体荧光和反射光谱研究了膀肤粘膜组织的

早期癌变【25】，在研究了37¨400nrn波段范围内的激励光后，发现400呲的激励光能将

各组更好的区分开来。位于46011IIl的发射峰值随疾病的严重程度而减小。应用460m

的发射能将浸润性癌与良胜粘膜组织区分开来，而使用标准化了的635眦的发射峰能将

浸润性癌与cIs(原发性癌)区分开来。同时指出，荧光团主要为胶原和卟琳。Koji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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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za_wa等使用404nm激发波长研究了口腔鳞状细胞癌(scC)的红色荧光的光谱特性

口6J，发现随着恶变程度的增加，光谱谱线的峰值在634m和672姗处增加，在520和

582nm处减少，其中582mn处荧光强度的减小和634岫处荧光强度增加在一般的实验

和临床中均可被观察到，而582m和634啪处荧光强度的比率在所有的标本中均存在。

认为红色荧光是由卟琳发射的，并且随着恶变程度的增加，卟琳在scc内部或癌组织

表面积累量有所增加。Asima Pramlall等使用平面偏振的48811fIl激光激发皮肤样品，研

究了正常和病变皮肤组织的荧光【27】，发现癌变皮肤组织的偏振化的荧光光谱与正常人的

有所不同，正常和癌变人组织的光谱最大值分别大约位于540蛐和530舢处，在不同

波长处计算各向异性表明癌组织与正常的相应组织相比，其偏振度的值更高。

总之，二十多年来，人们用不同的激发波长，通过光谱或成像等方法，对动物和人

体内、外肿瘤组织和体液受激产生的自体荧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观察，初步发现了肿

瘤患者与健康人荧光的不同特征，并对光谱差别的来源做了一些探索。然而，分析以上

类似的光谱法研究，发现各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大的差别，还不能形成一种共识和具

体的诊断标准。这可能是由于各研究工作使用的仪器不同，提取的特征参数不同，判据

的计算也各有不同，其结果造成诸多结果之间难以进行比较，更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

尤其是对它们荧光差异产生的机制，现有的实验结果并没有在这个方面给出令人满意的

证据，目前的荧光诊断技术仅仅反映了肿瘤的整体效应，还不能解释生物机体内在基本

分子结构上的差异。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了通过荧光光谱法实现癌症诊断的可能性，另

一方面也证明该方法尚未成熟，提示了应该从更多角度进行较大规模的试验与理论研

究。

1．3血液光谱学的研究现状

光谱学方法是研究光与血液相互作用过程的有效方法之一，当光照射到血液，会发

生散射、吸收和发射等现象。通过检测和分析血液的散射光谱、吸收光谱和发射光谱，

能够获得一些反映血液状态和内部物质构成情况的信息【2吼，以及光子与血液相互作用过

程的有关信息。

血液的吸收光谱表示血液对于光的吸收随波长的变化情况，吸收曲线上各峰值的位

置和相对强度能够反映血液中生物分子的部分能级结构【29】；血液的荧光光谱则可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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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血液分子吸收光子能量以后所发生的能量转移情况。分析研究这些谱线的结构，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激光与血液的相互作用机理。

1．3．1血液的散射光谱研究

血液是一种强散射介质。当一束光作用于血液时会发生散射现象，如Raylei曲散射、

Mie散射或Tyndall散射和Ramall散射，其中Rayleigll散射、Mie散射或T细dall散射属

弹性散射，散射光与入射光的频率相同；Raman散射是非弹性碰撞，散射光的频率相对

入射光的频率有位移‘301。关于血液或血细胞的散射特性，国内外研究的已比较多【31q引，

这方面的理论相对比较成熟。所以根据血细胞的散射特性理论制成的血细胞计数器【”碰】

己成功用于临床。

毋
d

鲁
兽

尝

Wavelen甜ho

图1．1 各种血液成分的共振散射光谱

a．全血稀释400倍： b．红细胞稀释500倍

c．自细胞稀释500倍； d．血清稀释lOo倍

在血细胞的共振散射光谱研究方面，蒋治良等人利用u．3400型紫外一可见光分光

光度计获得了人的血液、红细胞、白细胞和血清的共振散射光谱，如图ltl所示[36】。由

图可知全血和红细胞均在310 nm、470 m、560姗、600衄处产生四个共振散射蜂．白

细胞和血清均在310衄、470 nm处产二个共振散射峰；但共振散射峰强度较弱。全血

的共振散射谱图是由红细胞、自细胞、血清的共振散射光谱图组合而成，垴值跟颗粒的

大小和数量有关。其中470砌处的共振峰主要是红细胞的贡献。而白细胞的贡献相对

较小；560姗和600 mn处的共振峰可以认为是红细胞的特征峰．血清对图1．1各峰的

贡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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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血液的吸收光谱研究

在生物组织中，主要的吸收光的生色团是水分子以及如蛋白质和色素的大分子。在

红外波段的吸收主要是由水分子引起的，而蛋白质和色素主要吸收光谱在紫外和可见光

范围。

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全血的吸收光谱曲线与红细胞的吸收光谱曲线分布情况基本上

一致。陈祖林等人的实验(1994)表明㈣，在波长为24∞800 Illll范围内，全血与红细胞

均在波长为342 IⅡn，416 m，540珊和578 nm处附近存在吸收蜂，在波长为416 m

WaveIen甜h nm

图1．2全血和红细胞的吸收光谱

(1)全血，(2)红细胞

附近的吸收最强，如图1．2所示。只是红细胞在波长为278 nm处未见吸收峰(如图1．2

中(2))。全血与红细胞的吸收光谱曲线(图1．2)又与Boulnois(1986)给出的血红蛋白

的吸收光谱曲线(图1_3)很相似口踟。由此可见，血液的吸收光谱主要来源于血红蛋白

的吸收。

根据GS．nomas等人对卟啉环作的光谱分析嗍，其特征吸收峰位于波长为415衄，

540 rm，578 nm处。因为血液的主要成分是血红蛋白，其主要化学结构为血卟啉环，因此

也可以认为血液吸收光谱中在这三个波长附近的峰是由血红蛋白中的血卟啉环所为。

s．B．Brown(1980)研究了血红蛋白在波长为500～900 nm所吸收光谱po】，如图1．4所

示。其中，虚线是氧合血红蛋白(Hb02)的吸收光谱曲线；实线是脱氧血红蛋白(Hb)

的吸收光谱曲线。在波长为540—580 nm之间，两条曲线都有比较强的吸收峰。当波长

大于波长为600啪附近，两条曲线都迅速下降，但两条曲线的下降程度有所差别。H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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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约在波长为670衄处下降到最低点；而Hb曲线则在波长为720 nIn处才下降到最

低点。

W“eIength n”

图1．3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的吸收光谱

骆晓森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4”，在生理温度下，与周围环境达到平衡的生物分子按

能量呈玻尔兹曼分布，即大多数生物分子都处于电子基态的最低振动能级，这些处于最

低振动能级的大多数分子对吸收曲线的峰值部分做出主要贡献；而处于较高振动能级的

少数分子则对吸收曲线的“斜坡”部分做出贡献。血液中，氧合血红蛋白与脱氧血红蛋白

通常同时存在，并且静脉中脱氧血红蛋白的含量显著高于动脉中脱氧血红蛋白的含量。

波长为600~670 nm的红光波段正处于血红蛋白的～个吸收峰的“斜坡”区域(图1．4)，

因此，当波长为600～670眦的红色激光照射到血液，总会发生引起电子跃迁的吸收过

程，尽管其吸收率比较小。通过吸收的累积作用，也能够产生可观的生物刺激效应。

Wavelen掣h nm

图1．4血红蛋白在波长为500曲00 nm波段的吸收光谱

j．日茸目o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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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血液的荧光光谱研究

国外在对生物组织的荧光光谱的方面研究中间接地提到血液或血细胞的影响【42143】，

且对血浆的研究报道略多些[44】。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血液及其组分的荧光光谱研究较

多一些。例如，陈荣等人H51对用He．Ne激光激发血液产生的荧光光谱的初步分析后给

出：A、B、O和AB型血液在波长为632．8衄He-Ne激光诱导下所产生的荧光光谱形

状相似，荧光光谱曲线都具3个峰值，分别位于波长为670呦，730砌(有的血型出现

的峰位在波长为780 m)和波长为981蛳处，荧光强度的差异主要是由样品的浓度造成

的。降雨强等人【46J用波长为532 nm的激光作激发光源，分别测量正常人血液及其组分

(血浆、血小板、红细胞)的荧光光谱。结果显示，全血在630哪及710 nnl附近出现

荧光峰值，其各组分的荧光光谱有明显差异，其中血浆的荧光光谱最强，且谱线较为丰

富，故而临床诊断应用时血浆的荧光光谱更为合适。另外，比较正常人及已型肝炎患者

血浆标本的荧光光谱发现，其738 m处的峰值强度有显著差异。

宋峰等人【4”用Ar+激光诱导血液和红细胞与血清的混合体产生的荧光光谱，并指出

在人体动脉的LIT光谱中红细胞对荧光的吸收作用。在500～700衄波段中，这种吸收

是不均匀的，在547 m和58l nm处有最强的吸收，这样导致了凹陷的产生。此外，在

530舯附近，红细胞的吸收作用较大，这样，当血清中掺入红细胞时，就出现了荧光光

谱蓝移和变窄的现象。

骆晓森等人【48^49]研究了中心波长为502咖的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溴钨灯经DTB530

带通滤波片后的光以及波长为632．8 nm的He．Ne激光诱导下的1％的全血溶液的光谱。

结果表明530 nm波长光照射血液会产生比较强的荧光发射，这提示530 m光对血液有

比较强的生物学作用；502 nm波长光照射血液也会产生荧光发射，但其荧光强度比530

nm波长光照射血液所产生的荧光弱很多，这一结果与血液对502 m波长光的吸收率小

于对530啪波长光的吸收率的情况相一致：He_Ne激光(632．8啪)照射血液，在散射光

中可观察到有波长不同于原激发光波长的光谱分布，并且在原激发光波长两侧都有分

布，只是其强度很微弱。这表明，He-Ne激光能在血液中引发一定程度的物理和化学的

变化，进一步研究这些变化，有可能为理解激光血液疗法的治疗机理提供一定依据；用

上述三种波长光照射仅含肝素的生理盐水，未观察到有不同于原激发光波长的发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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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表明，前面三种情况中所检测到的不同于原激发光波长的发射光谱是由血液发

射的；光诱发的自由基和自由基反应在光照射血液所产生的生物效应中起重要作用，进

一步研究光量子引发血液中的自由基反应过程及特点对于阐明激光血管内照射疗法的

治疗机理具有一定意义。

然而以上学者对血液的荧光光谱的研究都只是某一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而对影响

荧光光谱产生的条件并未给予重视和系统研究，如浓度、激发光强度和波长以及样品的

新鲜程度等，所以得到的结果差异较大，尚未得到明显的规律。

， 为了系统的研究地研究光与血液相互作用的光谱学特性，高淑梅等人[5q511在用可见

光波段的、不同波长的LED光和Ar+激光诱导实验小白鼠的全血、红细胞和血红蛋白

荧光光谱实验研究基础上，对用不同波长的LED光和Ar+激光诱导的血细胞荧光光谱随

浓度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并就上述两种光源激发的荧光光谱进行了

比较研究。通过改变激发光波长和血细胞浓度，获得了LED光诱导全血、红细胞和血

红蛋白产生的荧光光谱，其光谱覆盖了430000 m波段，且光谱强度和峰值位置均与

溶液浓度有较强的依赖关系。

1．4课题来源及关键技术

基于用光诱导人体组织荧光光谱进行早期癌症诊断的研究背景，在杨坤涛教授的指

导下，本人主持申报了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光诱导人血液及其组分荧光

光谱的机理和应用研究”和徐州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LED诱导人血液荧光

光谱研究”。在两项基金的资助下，进行了本课题的研究工作。

本文主要从实验和理论上研究人血液的荧光光谱，对荧光光谱的结构特征、变化规

律及其发光机理进行探讨，关键技术如下：

(1)研究408眦的LED光诱导不同浓度人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对荧光光谱的结

构特征、变化规律及其发光机理进行探讨。

(2)分别用407nnl、475 nm和508啪的LED光诱导不同浓度的人全血溶液的荧

光光谱，研究人血液荧光光谱随血液浓度的增加而红移的现象及其变化规律。

(3)对波长为457m的LED光、波长为457．9砌的A什激光和波长为632．8 nm

的He．Ne激光诱导下的人全血溶液荧光光谱的结构特征与机理进行研究。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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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408nrn的LED偏振光诱导不同浓度人仝血溶液的静态荧光偏振光谱，讨论

其光谱的结构特征和红移现象并给出机理解释；检测荧光偏振光谱中各主要荧光区的偏

振度并研究偏振度随浓度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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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分子的荧光光谱

生物体内含有多种生物大分子，受到光照射时，会发射出荧光。不同的分子其能级

结构不同，吸收光和发射的荧光也就不同，同一种物质当其含量不同，所处的物理、化

学环境不同，发射的荧光也相应的会有差异。当人体发生病变时，体内的生物分子、代

谢以及微环境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导致其荧光光谱的变化，因此可以利用光谱仪

器探测生物分子的光谱，通过对其光谱特征的分析实现对疾病的探测。本章对生物分子

荧光涉及的基本理论进行简单的介绍。

2．1分子荧光的产生

分子荧光是分子的较高能级对较低能级的自发跃迁辐射。分子的总能量可以表示为

电子能量E。、振动能量E，-b和转动能量E。。三部分之和，其中振动能量和转动能量是迭

加在电子能级之上的。因此，一个分子的激发态要具体考虑它的电子态、振动态和转动

态。

处于激发态的分子是不稳定的，它可能通过辐射跃迁和非辐射跃迁等分子内的去活

化过程或经由分子间的作用过程损失能量而返回基态。非辐射跃迁包括内转换(intemal

conversion)和交叉驰豫(cross relaxation)，前一种过程指的是相同态体系之间的跃迁(如

单重态间的跃迁和三重态间的跃迁)，而后一种过程则指的是不同态体系间的跃迁(如

单重态与三单态问的跃迁)。非辐射跃迁的去活化过程使电子激发能转化为振动能或转

动能。辐射跃迁的去活化过程发生光子发射，并伴随着荧光或磷光现象。分子内部的光

物理过程可由图2—1来说明‘28】：分子吸收辐射后被激发到单重态的第一电子激发态(s1)

或更高电子激发态(S2、S3等)的振动能级上，处于较高振动能级上的分子，很快(约

10-12—10_14s)发生振动弛豫，将多余的能量传递给介质而降落到该电子态的最低振动能

级(V=O)。对高于s1的S2、S3等电子态，此后又经由内转换及振动弛豫而降落到Sl

电子态的最低振动能级，如图2．1所示。处于Sl最低振动态的分子，其分子内的去活化

作用有如下几种途径：(1)发生s．一so的辐射跃迁而伴随荧光现象；(2)发生sl—so

的内转换过程；(3)发生sl—Tl的交叉驰豫。而处于Tl态的最低振动能级的分子，则

可能发生E—So的辐射跃迁而伴随磷光现象，也可能发生T】一So的交叉驰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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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分子内的光物理过程

(A：吸收F：荧光P：磷光Ic：内转换Isc：交叉驰豫vR：振动弛豫)

2．2荧光的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

任何荧光化合物，都具有两种特征的光谱：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

2．2．1荧光激发光谱

荧光激发光谱，就是通过测量荧光体的发光通量随激发光波长变化而获得的光谱，

它反映了不同波长激发光引起荧光的相对效率。激发光谱的具体测绘办法，是通过扫描

激发单色器以使不同波长的入射光激发荧光体，然后让所产生的荧光通过固定波长的发

射单色器而照射到检侧器上，由检测器检测相应的荧光强度，最后通过记录仪记录荧光

强度相对应激发光波长的关系曲线，即为激发光谱。激发光谱可供鉴别荧光物质，在进

行荧光测定时供选择适宜的激发波长。

2．2．2荧光发射光谱

荧光发射光谱，又称荧光光谱。如使激发光的波长和强度保持不变，而让荧光物质

所产生的荧光通过发射单色器后照射于检测器上，扫描发射单色器并检测各种波长下相

应的荧光强度，然后通过记录仪记录荧光强度对发射波长的关系曲线，所得到的谱图称

为荧光光谱。荧光光谱表示在所发射的荧光中各波长组分的相对强度。荧光光谱可供鉴

别荧光物质，并作为在荧光测定时选择适当的测定波长或滤光片的根据。它具有如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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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123】

(1)斯托克斯位移

相对于吸收光谱，荧光光谱向光波长区方向移动，从能量的观点来看，斯托克斯位

移反映了激发光子和发射光子之间存在一定的能量损失。这种能量损失是激发态的部分

能量通过非辐射弛豫变为分子的振动动能，在溶液情况下，溶剂分子与受激分子之间的

碰撞也会引起能量的流失。

(2)发射光谱的形状与激发波长无关

． 不论用何种波长激发，荧光光谱均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荧光发射是从第一电子激发

态的基振动态向基电子态的跃迁，不论最初分子被激发到哪个电子态，随着内转换和振

动弛豫过程，它们都将迅速弛豫到第一电子激发态的基振动态。所以分予中很难出现共

振荧光。

(3)吸收光谱的镜像关系

荧光光谱和它的吸收光谱之间存在着镜像关系。分子荧光光谱和吸收光谱都是分子

内部能级结构和特征的反映，但荧光光谱是激发分子从第一电子激发单重态的最低振动

能级辐射跃迁到基态的各个不同振动能级所形成的，其形状与基态中振动能级的分布有

关；而吸收光谱中第一吸收带的形成是由于基态分子被激发到第一电子激发单重态的各

不同振动能级所引起的，由于基态分子在通常情况下处于最低振动能级，因而第一吸收

带的形状与第一电子激发单重态中振动能级的分布情况有关。而一般情况下，基态和第

一电子激发单重态中振动能级的分布情况是相似的，所以分子荧光光谱和吸收光谱常常

互为镜像。

2．2．3荧光与分子结构

能够产生荧光的有机分子很少，只有具有如下结构的体系的分子才能产生强荧光

【28，53】：

(1)荧光物质分子都具有较大的共扼双键(石键)。共扼关系越大，离域玎电子越

容易激发，荧光越易产生。因此大部分荧光物质都有芳环或者杂环，芳环越大，荧光峰

越向长波方向移动，且荧光强度也较强。

(2)荧光物质分子多为平面构型且具有一定刚性。

14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具有最低的单线电子激发态sl为厅一才型，即万一才跃迁，它属于电子自旋

允许的跃迁，荧光强度大。

(4)取代基团为给电子取代基，如．NH2，．NHR，·OH等，且取代基的位置为邻位

和对位时可增强荧光。

2．3荧光偏振光谱

偏振光谱指的是粘性溶液中荧光体的偏振度P(或各向异性，，)对激发波长所作的

谱图。荧光的偏振也是荧光的一种参量，用荧光的偏振可以反应分子的结构状况，以及

分子的运动状况。

光是一种电磁波，而电磁场的振动方向互相垂直。若只考虑电场，则自然光中含有

各方向的电场，分布均匀。经过一块偏振片后，只有某一平面内的电场可以通过，故称

为平面偏振光(或线偏振光，迎着光线前进方向观察，电场变化方向在一直线内)。若

某一平面内光强度占优势，其它方向较弱，则称为部分偏振光。用平面偏振光激发分子

后，若分子在发射前方向不变，则所发射荧光是偏振的；著分子有转动，则测出的荧光

是部分偏振光。因此荧光偏振也称为荧光去偏振。

荧光偏振程度的大小用荧光偏振度P表示，其定义为

口：丘尘 (2．1)
3

I H+I L

式中：助为起偏器与检偏器平行时测出的荧光强度，这时入射光和荧光的振动方向都与

这两束光线所在的水平面垂直；n则为检偏器转动900后即与起偏器垂直时测得的荧光

强度。

P值和分子排列的有序性及分子在介质中旋转运动有关，因而可通过测定P值来了

解这一性质。

荧光偏振的另一表述是各向异性，用y表示，则有

y：&=生 (2．2)
j

l{七2l L

通常是在稳定条件下测量偏振度及各向异性，即人射光是恒定的，这时观察到的P

与，，是体系的平均运动。若光源用ns脉冲偏振光，则可测量随时间变化的助与L，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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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可探测不同时间的运动，称为时间分辨技术。

2．4能量转移的基本理论

能量从已激发的粒子向末激发的粒子转移，或在激发的粒子问转移的过程称为能量

转移过程，这里指的粒子可以是原子、离子、基团或分子。

能量转移可发生在分子间和分子内。对分子间能量转移来说，它既可以发生在不同

的分子间，也可以发生在相同的分子间。而分子内能量转移则是指同一分子中的两个或

几个发色团间的能量转移。同样，这些发色团既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是不同的。

能量转移可分为两大类，即辐射转移和无辐射转移152】。

(1)辆射能量转

辐射能量转移是一个两步过程，可简单表示为：

D‘哼D+^P (2．3)

厅y+A斗A+ (2．4)

即第一步为被激发的给体D+发射一个光子(^l，)，第二步是受体A吸收光子而处于激发

态A+。

辐射型能量转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涉及给体与受体间的直接相互作用。由于这种

转移的几率随给体～受体的距离变化较其他机理的转移(如无辐射转移)的变化慢．因而

在稀溶液中它可能占主导地位。一般说来，居于这种转移的给体一受体间距离约为

50~100A左右。

辐射型转移的第三个特点是转移的几率与激发态给体D’发射的量子产率、受体A

的浓度和吸收系数、以及D+的发射光谱与A的吸收光谱的重叠程度有关。

此外，通过辐射机理发生的能量转移，给体发射寿命不改变，而且与介质的黏度无关。

(2)无辐射能量转移

相对作为两步过程的辐射型能量转移来说可简单表示为：无辐射能量转移过程是

D++A—÷D+A+ (2．5)

无辐射能量转移必须遵循体系总能量守恒定律，这就要求D+呻D和A斗A+的能量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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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旋守恒与否是能量转移速率的重要决定因素。根据wigner-witrner自旋守

恒定则，在反应体系中，体系的总自旋必须守恒。但由于选择定则与能量守恒定律不同，

在它推导过程中己采用一系列近似。因而选择定则只是在这些近似成立的条件下才遵

循，也即它本身不是严格的。就拿自旋守恒定则来说，它是以自旋多重度对状态分类成

立为前提的。但严格说，自旋角动量及其分量在非线性分子中不是运动常量。因此，这

种分类本身就是一种近似。自旋一轨道偶合的存在，使体系所有的电子状态均不是纯自

旋态，因而违背自旋守恒定则的能量转移过程仍有可能发生，只是几率大小不同。再进

_-步说，由于能量转移过程效率取决于转移速率与给体分子内去活的速率之比，因此受

体自旋守恒比给体的更重要。

无辐射能量转移过程是受不同的机理支配的。它们是：库仑转移机理、交换转移和

通过键的超交换转移机理、以及激子转移机理。

对于一个两电子体系，在给体与受体间相互作用很弱的条件下，设体系的总

Hamiltoniall为：

H=Hq+y

式中，H0为未扰动的Hamiltonian，并有：

凰蚧=置¨

H删E=E彬P

(2．6)

(2．7)

其中，％和作为体系的始态和终态波函数。考虑到电子是费米子，因此波函数应是反

对称的。由此得出方程(2．7)的解为：

妒。=击k【1)¨2)一吩(2)¨1)】 (2．8)

炸2击pD(1)蚧(2)一嘣2)蚧(1)】
式中‰和妒。。分别为给体分子基态和激发态波函数，％和‰．分别为受体分子基态和

激发态波函数。对应的能量为：

E=民．+取 (2．9)

E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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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I满足：战妒，=El妒，(f=D‘，D，A‘，A)

(2．6)式中的V代表给体(D)与受体(A)间的电子相互作用能。并有：

V=P2／矾2 (2．10)

其中，蜀：为两个电子间的距离，占为介质的介电常数。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体

系与Bom-0ppenheimer近似的偏离和无辐射跃迁的产生。

根据量子力学的微扰理论可知，跃迁几率与跃迁矩阵元V矗的平方成正比。跃迁矩

阵元表示为：

j vE，=(y。JVk) (2．11)

将(2．8)式代入(2．11)式得到：

VET=V玉+ⅥT (2．12)

其中

V玉=(≯，D。(1)y。(2)。JVIPo(1)yA．(2)) (2．13)

即库仑相互作用能。

睚，=(】}frD．(1)_；f，。(2)。}V抄。(2)l；f，A．(1)) (2．14)

即交换相互作用能。

这两种相互作用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无辐射能量转移机理，常称之为库仑机理和交换

机理。

能量转移问题的研究也像其他科学问题的研究一样，可分成实验和理论研究两大

类，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们对能量转移这一动力学过程的中心问题的认识。实验

是研究的基础，而理论则有助于揭示实验现象的本质，并可作为实验研究的一种补充，

提供某些实验无法提供的信息。

能量转移的实验研究方法包括：稳态光谱法和时间分辨光谱法，而稳态光谱法是能

量转移定性研究的重要手段。常用的有：吸收光谱、荧光发射和偏振光谱、线二色及圆

二色谱等。

能量转移现象最初就是从荧光敏化实验中发现的，能量转移的结果是作为能量给体

的发射被作为能量受体的发射所取代，所以说荧光光谱实验是获得能量转移信息的最直

观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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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简便而直观的能量转移实验研究手段是荧光佣振光谱，众所周知，随机取向

分子于体系的一股偏振度公式为：

P=等等 忆㈣
COS。F十j

式中目是吸收与发射偶极矩间的夹角。由(2．15)式可知，JP值的范围是一1／3到+l／2。

当吸收与发射偶极矩互相平行时(口=O)，P值最大(=1／2)；而互相垂直时(口；90)，

P值最小(一1／3)。由于发生能量转移的激发分子与获得能量的分子有不同的空间位

罩．它们的振子轴成一定角度，因而能量转移必与偏振度降低相伴随，偏振度变化是体

系中存在能量转移的直观表现。

当两发色团均能吸收与发射时，并经能量转移而交换激发的体系Demidov导出了荧

光骗振度的修正公式，对稳定激发：

P：!!!塑二!±型 (2．16)
cOs‘口+3+4且

式中

一：型±垒!±虹±生立型
峨l+忍2

口=吒(气)／吼(气)

，=呷：矗(^)q／编_(氐)f：

其中，t是孤立发射团的荧光寿命，砖．是从发射团f到』的能量转移速率，q和工分别

是发射团f的吸收和荧光光谱，五。和矗分别是激发和荧光波长，叩是荧光量子产率，占

为两发射团偶极矩之间的夹角。

比较这两种，的计算公式可知，(2．16)式显含能量转移速率参数，而当吒(以。)=O，

吼=O时，即当第一个发射团只吸收光，第二个发射团只发射光时，A=O，两式等同。

对含有多个发色团的复合体系，除了要确定体系中是否存在能量转移外，常常还希

望具体指定各发色团在能量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及能量转移的历程。而这时整个体系的稳

态光谱往往由于谱线问的重叠而形成无结构的宽谱。如要对这种复合光谱进行分解，解

析出属于各发色团的谱带，则要采用解卷积(deconvol面on)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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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生物体内的发光源

荧光物质广泛存在于人体的组织和体液中。在生物大分子中存在着大量不同能量量

子态的分裂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原子中的电子可以相互作用，同时和一个以上的原子核

发生作用，如果使原来的能级劈裂成大量的亚能级，原予间的相对运动、振动和转动能

使皿能级进一步劈裂而形成能带，能带反映了生物组织内部相互作用的详尽而复杂的信

息。

生物医学中比较重要的天然荧光分子(荧光团)常常是分子庞大而机构复杂的有机

化合物，多数具有共扼双键的系统，如维生素、核酸、氨基酸、蛋白质、胺类、酶、辅

酶和卟琳等生物大分子以及许多有机芳香族化合物，在一定波长光的激发下，生荧团能

发射特定波段范围内的荧光。

(1)蛋白质的荧光

蛋白质的荧光来源于色氨酸、络氨酸和苯丙氨酸。它们的相对荧光强度为100：9：5。

当蛋白溶液为中性时，采用波长为280nm的光激发，发射波长范围位于340Iln卜350m

波段。如果蛋白质中不含色氨酸，只含络氨酸和苯丙氨酸，则荧光光谱主要表现络氨酸

的特征，最大发射波长约为340啪。对于含有色氨酸的蛋白质，荧光光谱则主要表现色

氨酸的特征，最大荧光发射波长位于320nrn～350m之间。

(2)天然色素的荧光

维生素大多含有芳香环结构，本身具有较强的荧光。植物、藻类或光和细菌中含有

各种色素和辅助色素分子，它们都含有荧光团。根据它们的荧光激发谱和荧光发射谱可

用来鉴定色素的存在及含量，也可以用来分析光合作用过程中能量的吸收与传递。

(3)生物体的自体荧光

生物组织中的胆红索、核黄素、卟琳、VB6等均为内源性荧光物质。其中卟琳是一

类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天然色素。广泛存在于血红蛋白、细胞色素、植物卟绿索等生物

组织中。

自体荧光光谱能反映分子的化学结构和所处的微观环境的状态信息，可以直接通过

测量其荧光来确定其存在、分布及数量，从而在生物分子、医药和临床分析中具有广泛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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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物组织由于分子结构不同，相对于正常组织而言，肿瘤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由

于代谢等生理活动的特殊性，会导致某些荧光物质相对量的变化，从而导致光诱导荧光

光谱的变化，可表现为荧光强度和谱线形状的改变。因此利用组织自体荧光光谱的改变

在相当程度上可表现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的生化构成差异。又由于光谱分析法具有高灵

敏度，能够灵敏的反映一般组织学不能反映的特点，达到诊断的目的。

但是在人体与动物组织中能发射荧光的物质很多。每一种荧光物质存在一定的浓度

和特定的吸收光谱及荧光发射光谱，组织荧光来源于组织中多种荧光物质的组合。对于

某一波长的激光，能被直接激发的生物分子是很多的，由于生物系统的复杂性，激发能

的转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荧光物质的发射光谱都具有一定的宽度，多种荧光物

质的光谱组合后，彼此会有重叠，因此生物荧光光谱也相当复杂，难以独立的反应组织

中某一类物质组分的特征，目前还没有研究出能够将各种成分的含量对荧光光谱的分量

贡献建立直接的数学关系，这也是荧光技术在组织诊断应用中的局限性。

2．6环境因素对荧光光谱的影响

通常荧光参数很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53J，如溶剂、温度、PH值等，了解和利

用这些因素，可以提高荧光分析的灵敏度和选择性，以下讨论一些较重要的环境因素对

荧光光谱的影响。

(1)溶剂的影响

同一种荧光体在不同的溶剂中，其荧光光谱的位置和强度都可能会有显著的差别。

许多荧光体，尤其是那些在芳环上含有极性取代基的荧光体，它们的荧光光谱易受到溶

剂的影响。溶剂的影响可以分为一般的溶剂效应和特殊的溶剂效应两类，前者指的是溶

剂的折射率n和介电常数￡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后者指的是荧光体和溶剂分子间的

特殊化学作用，如氢键的生成和配合作用，决定于溶剂和荧光体的化学结构。特殊的溶

剂效应所引起荧光光谱的移动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溶剂效应所引起的。

折射率n和介电常数￡对斯托克斯位移的影响是相对立的，增大n值将使能量的损

失减小，由于折射率增大，溶剂分子内部电子的运动使荧光体的基态和激发态瞬即稳定，

这种电子的重排导致基态和激发态之间能量差减小。介电常数增大也将导致基态和激发

态的稳定作用，不过，激发态的能量下降，只发生于溶剂的偶极重新定向之后，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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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要整个溶剂分子发生运动。结果，与介电常数有关的荧光体的基态和激发态的稳定

作用与时间有关，其速率与溶剂的温度及粘度有关。所以，在溶剂的重新定向的时间范

围内，激发态移到更低的能量。

荧光强度也随溶剂发生变化，不过情况非常复杂，规律性不明显。

(2)温度的影响

温度对于溶液的荧光强度有着显著的影响，通常随着温度降低，荧光物质的荧光量

子产率和荧光强度将增大。这是因为，随着溶液温度的增加，介质的粘度减小，从而使

荧光分子与溶剂分子的碰撞碎灭机会增大：温度上升导致荧光强度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原

因是分子的内部能量发生了转化，当激发分子接受到额外热能时，激发能转换为基态的

振动能量，随后又通过振动弛豫而丧失振动能量。

(3)pH值的影响

当荧光物质是一种弱酸或弱碱时，溶液的pH值的改变将对荧光光谱和荧光的强弱

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多数含有酸性或碱性基团的芳族化合物的荧光光谱，对于溶剂的DH

值和氢键能力是非常敏感的。

当分子由基态被激发到较高的电子激发态时，其偶极矩也将发生变化。由于激发态

与基态两者的电荷分布情况不同，因而它们的化学性质也会有所差别，溶液的pH值改

变将会影响到基态分子或激发态分子的酸碱性质。

(4)氢键的影响

荧光物质和溶剂或其它溶质之间发生的氢键作用，对于荧光物质的荧光光谱和荧光

强度有着显著的影响。荧光物质与溶剂或其它溶质之间所发生的分子间氢键可能有两种

情况：一种是在激发之前基态的荧光物质便与溶剂或其它溶质分子产生氢键配合物。这种

情况下荧光物质的吸收光谱和荧光光谱都将由于与溶剂或其它溶质分子形成氢键配合

物而受到影响；另一种是在激发之后由激发态的荧光物质与溶剂或其它溶质分子产生的

激发态的氢键配合物。这种情况下，由于只在激发之后才形成激发态的氢键配合物，因

而只有荧光光谱才受到氢键作用的影响。

(5)重原子效应

有一类溶剂效应可能影响到溶质的荧光强度和磷光强度，但对跃迁的频率没有可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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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影响。这一类溶剂效应，既不是由于溶剂的极性，也不是由于溶剂的氢键性质所引

起的，而是由于溶剂分子中含有高原子序的原子所造成的。这种效应称为“外重原子效

应”。

芳族化合物分子中的重原子取代基团，同样会引起荧光强度减弱、磷光强度增强的

现象，这种重原子效应通常称为“内重原子效应”。

(6)表面活性剂的影响

表面活性剂是一种两性分子，由极性的首基连接着长链的尾部所组成，具有明显的

亲水部和疏水部。根据首基的性质，表面活性剂可分为阳离子、阴离子、非离子和两性

的表面活性剂。

在低浓度的水溶液中，表面活性剂绝大部分被分散为单体，也可能有少数的二聚体

和三聚体等形式存在。当表面活剂的浓度达到临界胶柬浓度时，表面活剂分子便会动态

地缔合形成聚集体一一胶束。胶束在荧光测定中的主要应用是：提高测定的灵敏度；在

胶束溶液中会增强某些有机荧光化合物的荧光强度；在胶束溶液中进行荧光测定时，可

减小干扰离子的影响：胶束对荧光质点有保护作用，减小了碎灭效应，延长了荧光寿命。

(7)光解作用

当激发光为强紫外光或可见光时，会引起某些光化合物发生光化学变化(如光解作

用)而受到破坏，结果使荧光强度的测量信号随着光照时间的而逐渐下降。这种光化分

解作用所造成的影响，对于某些光活性物质及在稀溶液情况下尤为严重。在实际工作中

应采取适当的措旌来减小光分解作用的影响，如：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长波长的激

发光；尽量缩短激发光的照射时间：适当降低入射光的强度，并提高检测器的灵敏度等。

(8)光互变异构现象

在某些具有多功能团的分子中，尤其那些至少含一个碱性的质子受体基团和一个酸

性的质子供体基团的分子，在激发后，可能使受体基团的碱性和供体基团的酸性都变得

足够强，以致在供体基团丧失质子的同时为受体基团所获得，这种现象就是激发态时的

互变异构现象，即光互变异构现象。光互变异构对荧光光谱有着显著的影响，光互变异

构现象是在吸收过程之后才发生的，在荧光光谱中很容易观察出来。如果光互变异构作

用包含某个质子受体基团的质子化作用和某个供体基团的离解作用，那么由其引起的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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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峰向长波方向的移动接近于由质子化作用和离解作用个别引起的频率移动的总和。

(9)散射光和拉曼光的影响

在荧光分析中，常遇到溶剂的瑞利散射光、溶器表面的散射光、胶料的散射光(丁

铎尔效应)及溶剂的拉曼光的干扰。前三种散射光的波长与激发光的波长一致，只要选

取适当的测定波长，便可排除或大大降低其干扰。

产生拉曼光的激发光并不限定一定的波长，而拉曼光也不具有固定的波长，其波长

随激发光的波长而改变。拉曼光发生的时间比荧光发生的时间约快一千万倍，但拉曼光

的强度很弱，仅及荧光强度的数千分之一。拉曼散射光虽没有固定的波长，但它的频率

与激发光频率的频差是一定的，相当于分子的振动一一转动频率，对于给定的物质，其

值固定，与激发光的频率无关。检测时，可采用改变激发波长的方法使拉曼峰与荧光峰

分离，或采用适当的激发波长检测出拉曼峰，然后对荧光光谱进行修正的方法来减小拉

曼峰的干扰。当采用前种方法时，应注意，当激发波长离开荧光物质的最佳激发波长时，

荧光强度会大大下降。

(10)其它溶质的影响

有机分子的荧光，不仅由于溶剂效应而受到影响，也会因为与其它溶质的相互作用

而受到影响。这主要包括芳族配位体与金属离子发生配合作用之后对配位体的荧光光谱

和强度的影响。至于荧光体可能与其它溶质发生的化学反应、能量转移、电荷转移或碰

撞作用等等过程，通常会导致荧光体的荧光淬灭现象，这些作用的大小同时还和温度等

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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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D光诱导人血液荧光光谱特性

利用光诱导荧光光谱技术(uFST)了解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或诊断生物组织病变，

近十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光子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特别是激光诱导生物组织

自体荧光(UAF)诊断技术‘8，541，以其快速、无损被广泛应用在早期癌等病症的诊断和

治疗上，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另一方面，低功率激光照射疗法(LLu’)的疗效也已得

到众多专家的认可，LIFsT、LIAF和LLLT所对应的物理机理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

的热点问题，已有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尚未得到较为完

善的理论体系。因此而严重地影响该治疗方法的推广应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血液的

流变学和生物化学等性质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在物理学、光学方面研究较少。

由于人体组织的复杂性，即使是同一个健康组织，在不同的物化条件下发出的荧光

光谱结构特征也会有较大变化，使得我们实际所测的荧光光谱，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组织

内部荧光团的内源性荧光光谱的结构特征。然而，目前多数都是根据对有限数量的正常

与病变组织样品进行荧光光谱测定，从光谱图上找出它们结构特征差异进行诊断【55，561。

因此，对于荧光光谱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深入研究，可为正确区分正常与病变组

织的荧光光谱提供理论依据。

由于激光的线宽极窄，它对生物组织中的荧光团有较强的选择性，造成荧光强度太

弱。作为探索实验研究，我们选用了发光二极管(LED)作为激励光源。LED的线宽虽

有几十纳米，但仍可视为单色光源，因而可使血液中更多的荧光团产生荧光，获得较强

的荧光光谱，从而提高荧光测定的灵敏度。

由于LED是自发辐射非相干光的固体发光器，与其它发光器相比，它具有体积小、

功耗低、响应速度快、发光单色性好、可靠性高、易集成、寿命长等优点，探索它在生

物领域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提高荧光效率，LED中心波长选在血液强吸收区域，其波长为408啪处。根

据我们以此波段的LED光激励鼠血的研究结果显示[5l，57】：此时所产生的荧光光谱强度

大，特征结构明显。因此，本章主要研究408nm的LED光诱导不同浓度人全血溶液的

荧光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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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血液的吸收光谱与荧光光谱

3．1．1实验器材

日本津岛公司生产的uv-2201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天津港东公司生产的WGD一8

型多功能光栅光谱仪，其中的光电转换器是日本H哪amatsu公司生产的R955型光电倍

增管，由计算机控制光谱扫描及光信号的处理。激发光源采用峰值波长为408nm

(△h，2“18flIll)、功率为5mw的LED。

3．1．2实验样品

取30岁健康男子的鲜血2ml，加5％的肝素抗凝获得全血溶液，再加适量的NacI

溶液，配制成浓度分别为O．3％～10％全血溶液作为实验用样品。

3．1．3获得光谱的方法

将配制好的2ml全血溶液样品装入一个石英比色皿内，在另一相同的比色皿内装入

同量的NaCl溶液作为空白，用Uv_2201分光光度计描绘出230～800nm的全血溶液的吸

收光谱。

用WGD一8型光栅光谱仪扫描装入比色皿内的全血溶液，激发光源系波长为408nm

的LED，扫描步长0．1nTn、扫描范围350m一800衄，得到相应的全血溶液荧光光谱。

整个实验过程均在室温下进行。

3．1．4血液的吸收光谱

图3．1是浓度分别为0．3％、O．5％、0．8％的全血溶液在230nn卜800 nm波段问吸收光

谱的实验结果。在这一波长范围内吸收光

谱有五个明显的吸收峰，分别位于波长为 2 o

272啪、340衄、417脚、540m和576姗。 ：1—5
它们的位置与血液浓度没有关系，但吸收 言1 o

岳
峰强度却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从整个吸 羔o 5

收光谱来看，在短波区吸收较强，尤其是 o o

位于波长417蛳处的吸收峰很大，在长波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WaVelength nm

图3．1不同浓度全血溶液的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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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吸收较弱，在波长大于600 nm的区域吸收很小。

3．1．5血液的荧光光谱

图3．2是波长为408姗的LED激发不同浓度的全血溶液位于350砌～800nm波段的

荧光光谱。谱线似乎以556姗为中心的W底分成了大致相等的两个荧光区域，w的两

个底位置几乎不随浓度发生变化，分别位于540m和576nm处。整个荧光光谱呈现出

一种宽谱带的结构特征。我们曾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健康人血液做了该项实验，实验结

果基本相同，图3．2的荧光光谱曲线具有代表性。

i
∞

X
=
∞
C

旦
三篓◆

WaVelength nm

图3．2不同浓度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

3．2血液荧光光谱的结构及其机理

(1)为了单纯的获得400nm～800nm区域内的荧光光谱，最好选择远离400m的紫

外光作为激励光，以避免激励光散射对该区域荧光光谱产生的影响。我们之所以选择

408衄作为激励光，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血液在417 m处有强吸收，在该处附近选

择激励光，血液吸收强，荧光效率高；二是408衄几乎是LED中最短的可见光，由于

LED是自发辐射非相干光的固体发光器，与其它发光器相比，它具有体积小、功耗低、

响应速度快、发光单色性好、可靠性高、易集成、寿命长等优点，探索它在生物领域中

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由于在光谱中出现了408砌激励光的散射光谱，进行这种

由散射光和荧光构成的光谱研究，对于象光谱中含有激励光的二级衍射光谱的研究，以

及现在盛行的共振散射光谱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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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3．2中以小峰556啪为中心的w的两个底，恰好对应吸收光谱(图3．1)的

两个吸收峰540 nm和576 nm，显然556m的谱蜂主要是由于其两边的光谱被吸收而形

成的。因此可以说：峰值位置在556啪处的波峰并不是由荧光团所产生的特征峰，而是

因吸收造成的假象。

(3)在波长为35011In～540啪区域内有两个明显的谱峰，对于浓度为0．3％的谱线l

而言，这两个峰值位置分别位于397nm和439mn处，且最大峰值位置k。随浓度的增

加出现红移，而两峰的强度均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而减小。

400啪附近近似正态曲线的大谱峰，主要是由408nnl的激励光的散射形成的。随

着血液浓度的增加，溶液对激励光的吸收增大，致使散射光强度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而

减小。从图3．2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血液浓度为10％的散射波峰位恰为激励光的中

心波长408m，其它各峰位均随着血液浓度的减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蓝移。对浓度为

0．3％的谱线1而言，峰值位置竟蓝移了1l衄，这显然是因血液在417蛳处有一个强

吸收造成的，此吸收中心恰在408mn散射峰右侧的斜面上，吸收使右侧斜面深度下凹，

将峰的最高点推向左侧而形成蓝移。

在51 011m附近有一小蜂，由于该峰和439nm峰(谱线1的峰值位置)的强度对血

液浓度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低浓度时它几乎显现不出来，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439姗峰

的强度迅速减小，5lOm峰明显地表现出来，之后又随浓度的进一步增加开始减小，直

至为零。

(4)在576nn卜80011111波段内有两个荧光峰，其中在波长为613啪附近波峰的强度

较强：相比较而言，在波长为695砌附近的波峰强度要小得多。而在血液浓度小于4％

时，荧光强度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在浓度大于4％时，荧光强度随浓度的增加而减小。

两谱峰的峰值位置k。均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出现红移。大峰的红移较明显，小峰的红移

很小。

血液的荧光光谱的峰值位置h。随浓度的增加而出现红移的现象，可以从血液吸收

的角度给予解释：从图3．2中可以看出，由于576m处的吸收使各种浓度的血液都在该

点产生荧光猝灭，对于峰值位置位于600衄~630m区域内的大荧光峰，峰的左侧相对

右侧要陡峭的多，致使曲线1、2、3、4的峰顶依次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几乎沿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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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侧面向上延升，峰顶越高，k。越往长波方向移动。我们认为，血液对波长为576nm

的光强吸收是造成k。随浓度的增加出现了红移的主要原因．至少对于4％以下浓度是

这样。对于血液浓度大于4％的荧光曲线5、6的‰。的红移可以这样理解：设想将曲线

5、6向上平移，使它们的左侧面近可能地与曲线4的左侧面重合，曲线5、6的峰顶与

曲线4相比会依次增高，实际的曲线5、6由于高浓度出现的宽区域的背底强吸收，使

它们的曲线基底减去了厚厚的一层(层厚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结果它们的强度反而

减小了，但kax的红移并不会受到影响。由此可见，576m处的吸收峰所产生的荧光猝

灭，以及其长波区域近似均匀的背底吸收，是造成600珊～630Ilrn区域内的k。随浓度

的增加出现红移的主要原因。

(5)在人的血液中存在着大量的血卟啉(原卟啉和锌卟啉)。原卟啉吸收光子后，

发射630nIn和690nm的荧光，相应的能级跃迁为1S1，o_oso。o和1sl，o_oSl，o，锌卟啉吸收

光予后，发射590nm的荧光，相应的能级跃迁为1s1．o—≯so．o【8，5引。由于在电子的能级态

上存在着不同的振动能级，这些荧光的波长和强度又会因血液所处的物理、化学环境而

有所变化，且在血液生物大分子中存在着多种荧光团，这样就形成了荧光光谱的宽谱带

结构特征。图3．2中613Ilnl附近的大峰主要是锌卟啉发射的590m荧光和原卟啉发射

630啪的荧光二者叠加形成的。695m的小峰主要是原卟啉1s1．o—osl．o能级跃迁所产生。

3．3血液荧光光谱的红移规律

图3．3是浓度为O．8％的全血溶液位于350nm～800砌波段的荧光光谱和吸收光谱。

其中曲线1是波长为407 Iun的LED光激发的荧光光谱，曲线2是该溶液的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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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3全血溶液的吸收光谱和荧光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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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是波长为407nm的LED光激发的不同浓度的全血溶液位于570nⅡ卜800nm波

段的荧光光谱。

500 65U 70(】 ，§U 800

VVaveIength nm

图3．4不同浓度全血溶液荧光光谱的红移现象

从实验结果图3．4中可以看出，对于同一激发光激发的不同浓度的血液荧光光谱，

在位于570nm～800nm波段间的荧光主峰的位置会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而向长波方向移

动，即红移。通过对同一波长的LED光激发的不同浓度的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峰位的

多次测定，利用曲线拟合的方法可以得出：荧光光谱峰位随血液浓度的增加按照e指数

规律向长波方向移动，曲线方程为y：儿+爿。exp坚型。实验表明；改变激发光的波
lI

长，荧光光谱峰位随血液浓度的增加仍按照e指数规律向长波方向移动，只是曲线方程

的参数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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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5 407nm光激发的荧光光谱峰位随浓度的变化规律

图3．5给出了407nm的LED光激发的浓度从O．3％一15％荧光光谱峰位随浓度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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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

图3．6给出了570m的LED光激发的浓度从O．3％一15％荧光光谱峰位随浓度的变

化规律。从两个图中可以看出，尽管两条曲线的方程均为e指数方程，但方程的参数并

不一样。

O 3 6 9 12 15

COncent旧tion ％

图3．6 570nm光激发的荧光光谱峰位随浓度的变化规律

图3．7是波长为407nm的LED光激发的浓度从O．3％一50％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的

主峰位与血液浓度的关系。可以看出，当血液浓度达到15％左右时，随着血液浓度的增

加红移现象基本消失，我们不妨用ce表示该浓度值。进一步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不

同的激发光激发的荧光光谱这样一个浓度值ce是不同的，激发光的波长约短ce的值小；

激发光的波长约大ce的值大，从图3．5和图3．6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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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血液浓度达到某一值附近红移现象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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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血液荧光光谱的红移机理

血液的荧光光谱的峰值位置随血液浓度的增加而出现红移的现象，可以从血液吸收

的角度给予解释【5⋯。从图3．3可以看出，吸收光谱(曲线1)在短波区吸收较强，尤其

是位于波长417 nm处的吸收峰很大，在长波区吸收较弱，在波长大于600 m的区域吸

收很小。血液的吸收光谱与荧光光谱在较大范围内是重叠的，由于血液内存在多种荧光

团，各荧光团之间的能量转移就不可避免，有～部分的荧光会被它自身的基态分子所吸

收，这是一种能量由激发态分子转移到同一种物质的基态分子的辐射能量转移过程。随

着血液浓度的增加，自吸收现象会加剧。当血液浓度较小时，吸收小，荧光峰位偏向短

波；当血液浓度较大时，吸收大，荧光峰位偏向长波【59】；当血液浓度达到或超过一值

ce时，吸收达到饱和，因此，荧光峰位基本不再向长波方向移动。

从图3．8的实验结果显示，当用407珊、475 nm和508啪的LED光分别激发浓度

为3％的全血溶液时，主荧光光谱的峰位是不同的。激发波长越短，荧光峰位偏向长波；

激发波长越长，荧光峰位偏向短波。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当激发光较短时，在大于

激发光波长区域形成的荧光被二次吸收，相当于一个线宽很宽的光源再次激发，形成二

次荧光。因此提高了荧光效率，这与增加血液浓度来提高荧光效率是等价的。也就是说，

当激发光波长一定时，增加血液浓度荧光峰位会出现红移；当血液浓度一定时，减小激

发光的波长荧光峰位同样会出现红移。这进一步证明了：吸收是产生红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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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用不同波长的激发光激发同一浓度的血液其荧光光谱的峰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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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光诱导人血液荧光光谱特性

4．1实验材料与方法

4，1．1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4．1所示。采用天津港东公司生产的wGD．3型多功能光栅光谱仪

得到血液的荧光光谱，其中的分光元件采用每毫米1200刻线的闪耀光栅。光电转换

器件是日本Hamamatsu公司生产的R955型光电倍增管(PM)，其输出端与计算机连

接。

图4．1获得荧光光谱的实验装置示意图

仪器的波长扫描范围为160～900衄，由于本节实验所涉及的光谱在波长为

160叫30 nm和750—900nIn范围内未见任何光谱峰，为了突出重点和便于比较，仅给

出了430～750 nm波段的光谱图。实验中选择的仪器参数为每一采集点采集500个数

据进行平均，作为该数据点的测量值，也即500次／点。但为了将每一波长激发的荧光

能显示出来，同时又不使荧光光谱处于饱和状态，每一项的测量光栅光谱仪参数是不

确定的。

4．1．2样品制备

实验所用的人的全血血液样品取自30岁健康男子，静脉取血，5％的肝素抗凝，再

加适量的生理盐水，配制成浓度分别为10％，8％，4％，2％，O．8％，0．4％的全血溶液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备用。

4．1．3激励光源

(1)LED光：中心波长为457 m(△A1，2—39啪)；功率密度约为4．3 mw触n2

(2)Ar+激光：由美国spectra．Physics Lasers公司生产，型号为Be锄L0k 2060～5s。

实验中所选择Ar+激光中心波长为457．9nm，功率密度为25．7 mw／cm2

(3)He-Ne激光：由北京大学物理系生产，型号为HN一120。中心波长为632．8衄，

输出功率约为30mw

4．1．4样品配制

实验所用的人的全血样品取自30岁健康男子，静脉取血，5％的肝素抗凝，加适量

的生理盐水配制成浓度为6％的全血溶液备用。

4．2实验结果

不同类型的激励光诱导下的浓度为6％的人全血荧光光谱如图4．2所示。

由图4．2a可知，波长为457 m的LED光激励下，人全血能够发射出较强的荧光，

其荧光光谱范围主要为550~900 IⅡn；其主要的荧光宽峰范围为580～873蛳，中心波长

位于620 m处。在此荧光宽峰的下降沿，有一荧光次峰，中心波长位于704啪处。此

外，在波长540～580 IlIIl范围内有一弱峰，其中心波长位于556呦。

由图4．2b可知，在波长为457．9 nrn的Ar+激光激发下，人全血的荧光光谱范围与

LED光诱导下的荧光光谱范围相同，主要为550～900岫，但谱峰形状相对比较复杂，

存在诸多较为细锐的谱峰，其中心波长分别位于616 nm，666 nm，706 IlIn，739衄，752

nm，764 nm，800nm，812nm，829I吼，和842 nm处。其中以波长为666nm的荧光峰最

强。

由图4．2c可知，在波长为632．8 nm的He-Ne激光激发下，人全血的荧光光谱范围

为700~900啪，其光谱主要有波长范围为78曲885 nm的荧光宽峰和两个相对细锐的荧

光峰组成，中心波长分别位于833 nm、746珊和894帆。与UD光和A，激光诱导

的荧光光谱相比较，He悄e激光激发的全血的荧光强度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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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不同激励光诱导下的全血荧光光谱图

(a)中心波长为457nm的LED光；

(b)中心波长为457．9mAr+激光；
(c)中心波长为632_8 nm He-Ne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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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分析与讨论

通过比较波长LED光心+激光和He-Ne激光诱导下的浓度为6％的人全血荧光光

谱，并对荧光特性与产生机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中心波长相近的LED光和Ar+激光所激发的血液荧光光谱范围相似，主要为

550~900 m，但两者的荧光光谱谱线形状差异很大：LED光激发的血液荧光光谱是连续

的、宽阔的谱线；而Ar+激光所激发的荧光光谱相对复杂，存在诸多较为细锐的谱峰。

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血细胞中存在众多的可发射波长长于540 I皿荧光的荧光团，但

其是否能在外来光的激励下产生能级间的跃迁尚具有不确定性。影响这一过程的首要因

素是血细胞对激发光的波长有一定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是由其自生的能级结构和状态

(如荧光团的极性)所决定的。每一个荧光团都有它特有的能级结构，只有在其能级中

存在可以与激发光波长相对应的能级，且从基态到该能级又是允许的跃迁时，入射光波

中的光子才可能被其吸收，并跃迁到激发态。因吸收了光子而处于激发态的荧光团，总

要从较高的能级返回到第一激发态的最低振动能级上，再从该能级跃迁回到基态各振动

能级，并发出荧光。所以说，粒子从基态跃迁到某一激发态的概率越大，与此能级对应

的荧光越强。当然，这里的荧光转换效率还与其他因素如溶液中其它物质的猝灭特性有

关。而激光光源的谱带宽度比LED窄得多，所以激光比LED所能激发的荧光团相对较

少，因而形成了较为锐利的谱峰。因此可以说，用激光激发的血液荧光光谱，可在一定

程度上将一些混杂在一起的荧光团各自发出的特征荧光谱分开。同时，这也说明了性能

优异的激光光源可将其激发的相关光谱中精细结构显现出来1601。

尽管激光激发的荧光光谱谱峰较多，但几乎被LED激发的荧光光谱所包络。这是

激光与LED激发血液荧光光谱的共同之处。我们认为其原因也与激发光源的线宽有关。

(2)LED光激励的峰值位于620蛐的荧光峰和m+激光激励的峰值位于616 nIn和

666 nm的荧光峰应该是来源于同类的卟啉类荧光团。

由于卟啉类光敏性物质通常具有在600000砌波长范围内发射荧光的特性，如原

卟啉吸收光子后发射630 f11T1和690 nm的荧光，相应的能级跃迁为1sI o_o％o，和

1S o寸oS o，而锌卟啉的最大荧光发射峰位于594 nm，相应的能级跃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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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斗os。。【61'621。由于在电子能级态上存在着不同的振动能级，这些荧光的波长和强度

又会因血液所处的物理、化学环境而有所变化，据此我们认为LED光激励的峰值位于

620 nm的荧光峰和Ar+激光激励的峰值位于616 nrn和666蛳的荧光峰应该是来源于

同类的卟啉类荧光团，但是否来源于同～荧光团尚待研究。

(3)He-Ne激光激励下的荧光光谱范围主要在730曲00 m，包含有～个宽峰和两个

相对细锐的谱峰。与LED光和Ar十激光所激发的血液荧光光谱相比，该荧光光谱强度

要弱得多。由国内外学者研究报道的全血、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等的吸收光谱曲线(如图

r．2，1．3所示)可知，波长为400～500 m的范围是血液的～个强吸收波段，而当波长

大于600啪，血液的吸收率迅速下降，据此我们认为造成He．Ne激光激励下的荧光强

度比LED光和Ar+激光所激发的血液荧光强度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血液在波长为632．8

m处的吸收率比波长为457 nm处的要小得多，荧光转化率也相应的少得多。因此在在

弱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ILLLIT)的临床应用中，He．Ne激光引起的光生物效应较小。

由于弱激光的生物效应具有双相性和可累积性等特点，因此用红色激光做血管内照射治

疗，比较容易控制其照射剂量与作用效果，更为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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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D光诱导人血液静态荧光偏振光谱特性

1926年perrin首次提出了荧光偏振理论(简称TFP)．1953年w曲er成功地将该理

论的应用范围由最初的球形分子拓展到非球形分子，此后，荧光偏振分析方法的基础研

究与实际应用均取得了进展。对于有机大分子或生物分子如蛋白质、核酸、碳水化合物、

类脂和药物等均能提供快速、可靠的成键平衡分析、分子降解测定等‘“。近年荧光偏振

分析方法在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药物化学和医学(特别是诊断学)等领域

的应用得到了快速发展。在uAF诊断技术中，荧光光谱一般为偏振光谱，通过对其偏

振性的研究可以了解血液内各荧光团之『自l的能量转移情况，借助内源或外源性的发光与

发光分子的能级结构分析，阐明溶液状态下生物大分子的构象以及相应的生物活性，从

而搞清荧光团的发光机理，并对血液内生物大分子进行荧光标识，为最终搞清LlAF诊

断和治疗机理提供依据。然而，国内外对血液荧光偏振性的研究少见报道，本文给出了

我们在这方面研究的初步成果。

在LIAF诊断技术中，依据的是组织自体荧光光谱的本征特性，但由于激光的线

宽极窄，它对生物组织中的荧光团有较强的选择性．造成荧光强度太弱。作为探索实

验研究，我们选用了发光二极管(LED)与偏振器作为激励偏振光源。LED的线宽虽

有几十纳米，但仍可视为单色光源，因而可使血液中更多的荧光团产生荧光，从而获

得较强的荧光光谱。为了提高荧光效率，I．ED中心波长选在血液强吸收区域的波长为

40811IIl处。

5．1实验器材与方法

5．1．1实验器材

日本津岛公司生产的uv-2201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英国爱丁堡公司生产的FLs920

多功能稳态、时间分辩荧光光谱仪，激发光源采用峰值波长为408nm(△^1庐18rlrrL)、

功率为5mw的LED。

51．2实验样品

取30岁健康男子的鲜血2ml，加5％的肝素抗凝获得全血溶液，再加适量的Nacl

取30岁健康男子的鲜血2ml，加5％的肝素抗凝获得全血溶液，再加适量的Nacl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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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配制成不同浓度的全血溶液作为实验用样品。

5．1．3实验方法

将配制好的2m1全血溶液样品装入一个石英比色皿内，在另一相同的比色皿内装入

相应的Nacl溶液作为空白，在二比色皿与光源之间各放一个偏振片，使它们的偏振方

向相同，用uv．2201分光光度计描绘出230～800m的全血溶液的吸收光谱。

用FLs920多功能稳态、时间分辫荧光光谱仪，分别扫描装入比色皿内的不同浓度

的全血溶液样品，在样品与光源间放一偏振器作为起偏器，激发光波长为408砌的LED，

扫描步长O．1胁、范围350rⅡn～800nm，扫描得到相应的全血溶液的静态荧光偏振光谱。

再在样品与光谱仪间放入另一偏振器作为检偏器，分别选择检偏器与起偏器相互平行与

垂直，扫描获得平行静态荧光偏振光谱和垂直静态荧光偏振光谱。整个实验过程均在室

温下进行。

5．2血液对偏振光的吸收光谱及荧光偏振光谱

图5．1是浓度分别为0．3％、0．5％、O．8％的全血溶液在230nn卜800 nrn波段间对偏

振光的吸收光谱。在这一波长范围内吸收光谱有五个明显的吸收峰，分别位于波长为

272m、340nnl、417姗、540nm和576 nm。它们的位置与血液浓度没有关系，但吸收

峰强度却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从整个吸收光谱来看，在短波区吸收较强，尤其是位于

波长417蛳处的吸收峰很大，在长波区吸收较弱，在波长大于600蛳的区域吸收很小。

2．0

O．O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VVaveIength nm

图5．1不同浓度全血溶液对偏振光的吸收光谱

由于血液在417衄处有较强吸收，我们在该处附近选择408IlrIl的激励光，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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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荧光效率。图5．2是波长为408m‘的LED偏振光激发不同浓度的全血溶液位于

350rlIll～800nm波段的荧光偏振光谱。谱线似乎以556衄为中心的w底分成了大致相等

的两个荧光区域，w的两个底位置几乎不随浓度发生变化，分别位于540帆和576nm

处。整个荧光偏振光谱呈现出一种宽谱带的结构特征。我们曾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健康

人血液做了该项实验，实验结果基本相同，图5．2的荧光偏振光谱具有代表性。

i
仍

圣
‘荔
C

旦
三薹◆

图5．2不同浓度全血溶液的荧光偏振光谱

(1)图5．2中以小峰556nm为中心的w的两个底，恰好对应吸收光谱(图5．1)

的硒个吸收峰540眦和576 nrn，显然556衄的谱峰主要是由于其两边的光谱被吸收而

形成的。因此可以说：峰值位置在556m处的波峰并不是由荧光团所产生的特征峰，而

是因吸收造成的假象。

(2)在波长为350珊～540nm区域内有两个明显的谱峰，对于浓度为0．3％的谱线1

而言，这两个峰值位置分别位于39711111和439nm处，且最大峰值位置九。。随浓度的增

加出现红移，而两峰的强度均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而减小。

400珊附近近似正态曲线的大谱峰，主要是由408衄的激励光的散射形成的。随

着血液浓度的增加，溶液对激励光的吸收增大，致使散射光强度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而

减小。从图5．2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血液浓度为10％的散射波峰位恰为激励光的中

心波长408m，其它各峰位均随着血液浓度的减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蓝移。对浓度为

O．3％的谱线l而言，峰值位置竟蓝移了11蛳，这显然是因血液在417 m处有一个强

吸收造成的，此吸收中心恰在408m散射峰右侧的斜面上，吸收使右侧斜面深度下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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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峰的最高点推向左侧而形成蓝移。

在510m附近有一小峰，由于该峰和439m峰(谱线1的峰值位置)的强度对血

液浓度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低浓度时它几乎显现不出来，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439nrn峰

的强度迅速减小，510nm峰明显地表现出来，之后又随浓度的进一步增加开始减小，直

至为零

(3)在576nn卜800nm波段内有两个荧光峰，其中在波长为613舯附近波峰的强

度较强；相比较而言，在波长为695nrn附近的波峰强度要小得多。而在血液浓度小于

4％时，荧光强度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在浓度大于4％时，荧光强度随浓度的增加而减

小。两谱峰的峰值位置^。。均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出现红移。大峰的红移较明显，小峰的

红移很小。

(4)在人的血液中存在着大量的血卟啉(原卟啉和锌卟啉)。原卟啉吸收光子后，

发射630m和690衄的荧光，相应的能级跃迁为1sl，o—oso，o和1sl，o—osl，o，锌卟啉吸收

光子后，发射590m的荧光，相应的能级跃迁为1s1．o—oso．o【龇。由于在电子的能级态上

存在着不同的振动能级，这些荧光的波长和强度又会因血液所处的物理、化学环境而有

所变化，且在血液生物大分子中存在着多种荧光团，这样就形成了荧光偏振光谱的宽谱

带结构特征。图5．2中613岫附近的大峰主要是锌卟啉发射的59011111荧光和原卟啉发

射630nm的荧光二者叠加形成的。69511111的小峰主要是原卟啉1sJ．o—oSl．o能级跃迁所产

生。

5．3血液荧光偏振光谱的偏振度

图5．3是浓度为1．3％的全血溶液荧光偏振光谱。曲线l为仅有起偏器时由偏振光激

发的血液荧光光谱五，曲线2为起偏器与检偏器都存在且二者偏振方向相同时血液的荧

光光谱矗，曲线3为起偏器与检偏器相互垂直时的血液荧光光谱／：L。显然，它们在I、

Il的荧光强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难看出曲线l的两个荧光区域I和II(以下简称荧

光峰I和荧光峰II)具有不同的偏振度。根据所测的荧光强度厶、，l，利用偏振度公式

r ，

口=生L二土 (5．1)
j|f+1 L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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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1偏振光激发的荧光光谱2平行检偏的荧光光谱3垂直检偏荧光光谱

可计算出曲线1的荧光峰I和峰II的荧光偏振度分别为O．4731和O．4023。

(1)当用偏振光激发荧光系统时，样品发射的荧光也是偏振的，这是由于分子的荧

光发色团按它与激发光偏振方向的相对取向进行光选择的结果．在如图5．4所示的实验

图5．4荧光偏振光谱的^和，．检测光路

装置中，偏振光沿z轴偏振，从x轴入射并在y轴检测^和J．，分子取向以吸收跃迁偶

极矩与发射跃迁偶极矩描述。经分析计算可得到激发分子取向在护+d口及伊+d妒之间的

几率为

以以妒)d棚妒=(3／4石)cos2口sin贷甜妒

发射团发射的沿z轴方向偏振的荧光几率正比于k·砰，∥为发射团吸收跃迁偶极矩矢

量，k为z轴的单位矢量，于是发射几率正比于cos“。将激发分子的取向分布w(目，计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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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射几率并对所有的方向积分，得沿z轴偏振的荧光相对强度^

^*f4如rd&。s2鼬(口，纠=(3，4冗)f4d妒r∞c。s4扫sin口=3／5 (5-2)

发射团发射的沿x轴方向偏振的荧光几率正比于I∥·f』2，f为x轴的单位矢量，因而发射

机率正比于(sin口cos妒)2，得沿z轴偏振的荧光相对强度，。

，上ocr”却rd曰sm2陡。s2缈(口，尹)=(3／4Ⅻf4d妒c。s2妒r抬c。s2锱n3口=1／5(5．3)
将^和，．代入偏振度公式得偏振度P=o．5。可见对于随机取向分子的样品被偏振光

激发时，所发射荧光偏振度的最大值只有激发光偏振度(P=1)的一半，我们的试验

结果较接近这一理论值，显然，这种偏振主要是发射荧光团记忆了激发光的偏振信息的

结果。

(2)荧光的偏振度P=0．5，是当荧光体的分子不发生旋转以及分子闯无能量转移

的情况下的极限偏振值。当处在激发态的分子受到旋转布朗运动的影响，改变了受激发

时的原有方位时，它将部分地丧失记忆能力，表现出去偏振的结果。荧光的偏振度与分

子的旋转驰豫时间f成正比[63】

f=377y胆r (5．4)

其中，7为粘度，y为分子体积，R为普适常量，r为绝对温度．若叩、y、r均为常数，

则分子的旋转驰豫时间与其分子体积成正比，分子体积越大，分子的旋转驰豫时间便越

长，因而分子的荧光偏光就越大．当考虑旋转时荧光的偏振度为‘64】

P= !!旦￡童二! (5．5)
cos2毒+fF／r+3

其中，{为发射跃迁偶极矩与吸收跃迁偶极矩之间的夹角，砟为观察的荧光衰变时问。

显然，当善=0，砟<<r时，P=O．5。对于我们所研究的血液生物大分子可估算出f约

为几个nS，而血液中的主要发光物质血卟啉的荧光荧光衰变时间f，约在ps的数量级，因

此分子因旋转布朗运动所产生的去偏振可以忽略不计。

荧光峰I的波长较接近激发光波长，吸收跃迁与发射跃迁在相同能级间进行的几率

较大，吸收跃迁偶极矩与发射跃迁偶极矩可以近似看作平行，f辛0，f的去偏振效果

也就不明显了。荧光峰II相对荧光峰I远离激发光波长，不同能级之间的吸收跃迁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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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吉不再为零，其去偏振的效果将部分地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是造成荧光

峰II的偏振度小于荧光峰I的偏振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3)血液的吸收光谱与发射光谱在较大范围内是重叠的，由于血液内存在多种荧光

团，各荧光团之间的能量转移不可避免，能量转移必伴随着偏振度的降低。Demidov研

究了两个发射团均能吸收与发射，并经能量转移而交换激发的体系，给出了荧光偏振度

的计算公式【52】

P：!!!暨二!±塑 (5．6)
cos4毒+3+44

式中

爿：型±生止《±生立型
础2l+咖12

口=毋(五。)／q(气)

，=欢^(矗)_／破Z(^)乇

其中，‘是孤立发射团的荧光寿命，‰是从发射团j至0．，的能量转移速率，q和一

分别是发射团f的吸收和荧光光谱，以，和^分别是激发和荧光波长，妒是荧光量子产率，

f为两发射团偶极矩之间的夹角。显然，当孝=O，盯：(以。)=0，氟=0时，即当第一个

发射团只吸收光，第二个发射团只发射光时，爿=0，荧光偏振度尸=0．5，只要不是这样，

当两发射团有能量转移时必导致荧光偏振度的减小，我们的试验就属于这种情况，即，

发射荧光峰II的荧光团部分的吸收了荧光峰I的荧光，形成激发再发射(也有可能出现

无辐射的能量转移)，由于荧光峰I的荧光的偏振度已降到O．5以下，由它所激发的二次

荧光其偏振度会更小，这是造成荧光Il的偏振度小于荧光峰I的偏振度的另一重要原

因。

5．4血液荧光偏振光谱的偏振度随其浓度的变化

表5．1给出了不同浓度的血液荧光偏振光谱的荧光峰I和荧光峰II的偏振度的实验

值，同时给出了同一浓度下荧光峰II的偏振度与荧光的偏振度之比。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5．1不同浓度的血液荧光偏振光谱的荧光峰I和荧光峰II的偏振度

从表中可以看出：荧光的偏振度随血液浓度的增加而减小，在相同浓度下荧光峰II

的偏振度总是小于荧光峰I的偏振度，并且，荧光峰II的偏振度与荧光峰I的偏振度之

比晶／盛随血液浓度的增加而减小，也就是说荧光峰1I的偏振度比荧光峰1的偏振度随

浓度的增加衰减的更快。

结合图5．2中荧光偏振光谱强度随浓度的变化规律，我们发现，尽管两荧光的偏振

度均随浓度增加而减小，但它们的荧光强度随浓度的变化却有很大不同，荧光峰I的强

度随浓度增加而单调减小，荧光峰II的强度却随浓度增加出现先增加然后再减小的现

象。可见，两荧光峰偏振度减小的机理可能不同。

对于荧光峰I来讲，由于血液的吸收光谱和发射光谱有较大的重叠，有一部分的荧

光会被它自身的基态分子所吸收，这是一种能量由激发态分子转移到同一种物质的基态

分子的辐射能量转移过程。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自吸收现象的加剧，荧光峰l中部分

地吸收偏振度较低的荧光而再发射的二次荧光比例加大，导致了其偏振度随浓度增加而

减小。由于荧光效率通常小于1，基态分子吸收荧光后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再发射，所以

自吸收的结果使荧光峰I的强度随浓度增加而单调减小。

对于荧光峰II来讲，由于其荧光团的发射能级小于荧光峰I的荧光团的发射能级，

荧光团II会作为受体接受来自于荧光团I供体的能量，出现共振能量转移。当浓度较

低时，两荧光团之间的分子间距，大于临界转移距离民，由于在凡的距离下，从供体到

受体的能量转移几率，等于供体的衰变几率，在r>R。时，共振能量转移效率很低，去

偏振能力较差，荧光有较大的偏振度。这时的荧光峰II主要是靠荧光团直接吸收激励光

而产生的，这一效率也很低，因此荧光强度较弱。随着血液浓度的增加，两种荧光团之

间的分子距离在减小，共振能量转移效率提高，特别是当，<凰时，荧光团Ⅱ的能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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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来自于荧光峰I发射的荧光，导致荧光峰II偏振度减小，荧光强度增大，荧光峰I

的强度减小。随着血液浓度的进一步增加，荧光峰1的荧光几乎被荧光团II全部吸收，

其强度几乎为零，荧光峰II的强度达到最大。血液浓度再增加，荧光团Ⅱ来自于荧光峰

I发射的荧光达到吸收饱和，荧光峰II的强度不再增大，与此同时，荧光峰II的自吸收

机制开始出现，导致进一步的去偏振以及降低荧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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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结

6．1总结

本文主要从实验和理论上研究了LED光诱导下的人血液的荧光光谱，对荧光光谱

的结构特征、变化规律及其发光机理进行了探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LED的体积小、功耗低、寿命长、响应速度快、发光单色性好、可靠性高、

成本低、易集成等优点，探索了它在生光诱导人体组织荧光光谱进行早期癌症诊断方面

的应用。实验结果表明：LED光诱导的人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灵敏度、结构特明显，可

以预见它在生物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2)用峰值波长为408姗(△九l，2*18m、P=5mw)的LED光，诱导了浓度分别为0．3

％一10％人全血溶液在350nm～800脚波段的荧光光谱：分析了它们的结构特征；研究了

血液的自吸收对其荧光光谱结构产生的影响；解释了血液的荧光光谱随其浓度增加出现

红移的现象；提出了556nm谱峰不是某一荧光团所产生的特征峰，而是由吸收所造成的

假峰的观点：讨论了激励光散射中心波长偏离激励光中心波长现象的原因。

(3)分别用407nrn和470 m的LED光诱导了不同浓度的人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

研究了人血液荧光光谱随血液浓度的增加而红移的现象及其规律，得出了光谱峰值随血

液浓度的增加按照e指数方程y：蜘+爿。exp掣向长波方向移动的规律：从能量转
f，

移的角度，分析了血液中各荧光团之间在不同浓度下、不同荧光区域所具有的不同能量

吸收机制：得出吸收是产生红移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4)实验研究了波长为457蛳的LED光、波长为457．9 nm的Ar}激光和波长为

632．8啪的He．Ne激光诱导下的人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对它们结构特性与形成机理

进行了研究。指出用激光光源激发可以显现血液荧光光谱的部分精细结构，说明血细胞

中的荧光团对激发光波长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是由其自身的能级结构和状态所

决定的。

(5)用408啪的LED偏振光诱导了不同浓度人全血溶液在350m～800nm波段的静

态荧光偏振光谱，讨论了其光谱的结构特征和红移现象并给出了机理解释；检测了荧光

偏振光谱中各主要荧光区的偏振度并研究了偏振度随浓度的变化规律，用能量转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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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在不同荧光区、不同浓度下，血液中各荧光团之间的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及偏振度

的变化现象。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研究光与血液相互作用的机理，借助血液自体荧光进行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以及研究血液生物大分子的构象与结构特点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6．2展望

光与生物组织相互作用涉及内容极其广泛，本文只是针对其中的一小部分进行了基

础性理论与实验的探讨，而这几部分也尚有许多问题和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分

析和解决。这里只列出一些亟待解决问题和研究内容，其中也包括作者及其所在课题组

今后将要进行的研究工作。

(1)目前，我们所研究的是健康人全血溶液的荧光光谱，如果要真正搞清光谱机理，

必须对血液中各组分的荧光光谱进行研究。

(2)我们所研究的是离体健康血液的荧光光谱，离体与在体血液荧光光谱是否存在差

异，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3)进一步研究健康血液与不同病变血液的荧光光谱的差异，这对于利用血液自体荧

光进行疾病的诊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4)选用不同的激励光源实验研究以上内容，从理论上对其结果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搞

清光诊断疾病的机理。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杨坤涛教授，他在百忙之中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建议。他以学术

上的丰富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开拓创新的意识，给予了我多方面

的指导，特别是对论文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指导意见，使得我的工作得以按时顺利完

成，受益非浅。

感谢在求学过程中给我诸多有益指导的廖兆曙、陈海清、李红、吴裕斌、曾延安和

李汉菊等老师，在本人几年的学习过程中，老师们认真负责、严谨治学的态度、高度的

敬业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是他们谆谆教导和帮助，才使得我不断进步。

在本论文完成过程中，我还要特别感谢徐州师范大学教师刘莹博士、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教师兰秀风博士，她们对我论文的完成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父母，由于他们大力的支持和关心，我的论文才得

以顺利完成。

感谢一切关心和支持我的人，但愿今后能以此为起点作出点成绩，以告慰每一个关

爱我的人。

49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2】

[3】

[8】

【9】

[10】

[11】

[12]

【13]

[14】

林其榕．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在激光一荧光法肺癌定位中的作用．激光与光电子进

展，1996，(4)：36～38

A．Edward Pro如．Laser EXcited Fluorescence of Hematoporphyrin DefiVative for

Diagnosis ofCanceL IEEE J Quallt啪ElectrDnics，1984，20(12)：1502～1506
O．J．Balchum，et a1．Fluorescence Bronchoscopy for Localizing Ea订y Bronchial Cancer

aIld Carcinoma in Situ．Results in CaIlcer Research，1982，82：97～120

宋家明，郝建军．癌症的早期发现与早期诊断．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杜，1995，3

高忠显，许树旭．现代肿瘤诊断治疗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3

J．R．LakOwicz．Principle of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Plen啪Press，1 983

B．Chance．Cell Stmcture and FlHlction by Microspectronuorome仃y．Academic Press，

1989．53～69

Markolf H．Niemz．Laser-Tissue Interactions Fund锄entals and Applications．Berlin：

Springer—Vbrlag Berlin Heidelbe唱，1 996

Richard L．LipsOn，Hematoporphyrin derivatiVe：a new aid for endoscopic detection of

malignant disease．J Thoracic and Cardiovas Su唱，1962，42：623～629

G A．K”iazis，H．Balin and R．L Lipson，Am．J．Obstet．Gynecol，1973，117(5)：375

Shuichi KINOSHITA，Tian血Liu，T￡Lkahim SEKI，Takashi KUSHIDA．Fluorescem

Pr叩erties of Hematoporphyrin DeriVatiVe in S01utions aIld Bi0109ical Cells．Joumal of

Luminescence，1988，40：58l～582

M．Sinaas印pel，Sterenborg，H．J．C．M．Quamification of the hematoporphyrin

deriVatiVe by fluorescence measurement using dual、vaveleng廿1 exci协廿on 趾d

dual、vavelength detection．Applied Optics，1993，32(4)：54l～548

V．Sokolov，victor，et a1．Clinical nuorescence diagnostics in the course ofphotodynamic

therj印y of cancer with the photosensitizer PH01DGEM．Proceedings of SPIE·The

Intematioml society for O州cal Enginee咖g Photod”锄ic Ther印y of callcer II，2325，

1995

at￡Klimeberg，F．Claes，et a1．Laser-induced nuorescence diagnostics of basal cell

carcinomas of the skin following topical ALA application．Proceedings of SPIE-The

嗍嘲吲吲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Intem撕onal Socie够for 0ptical Biopsies aIld Microsc叩ic Techniques，2926，1996

[15】朱菁，徐键，杨远龙等．小剂量血叶琳OMA系统荧光诊断肿瘤．中国激光，2000，

27(6)：572～575

【16]

[17】

【18】

[19】

[20]

【21]

[22】

刘蔚东，张阳德，唐贵林等．结肠癌自体荧光内镜诊断系统研究II：肿瘤组织与正

常组织自体荧光机制研究．中国内镜杂志，2000，6(2)：1~4

A．Policard，A．Leulier．Emde sur les aspects o妊brts par des t啪eurs experimentales

examinees a la lumiere de Wood．CRAcad．Sci．Soc．Bi01．1924．91：1423～1424

奇田隆夫．激光照射胃癌组织光谱研究．科学朝闩，1980．10：25

Okuda Shigeru，Mimura Seishiro，lchii Makoto．Diagnosis 811d Treatrr屺nt Umizing

Laser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t J印aJlese Jo啪a1 of Medical Electomcs a11d Biological

Engineering，1984，22：40^4l

R．R．A1f’觚o，G C．T’觚吕A．Pradhan．F1uorescence Spec仃H舶m CaIlcer a11d Nomlal

Human Breast aIld Lung Tissue．IEEE Journal of Quam啪EIectronics，1987，23(10)：
806～1811

R．R．A1f抽o，A．Pradhan，G C．Thng．Optical Spectroscopic Diagnosis of Cancer in

NorIIlal andBreast Tissue．JOptic SocAmB，1989，6：1015～1023

Palcic，B．Jaggi，B．Pon，A1舶d Fengler，Jollll L锄，S．Devel叩ment of a llnlg imag啦
nuorcscence endoscope．Proceedings of the A皿ual conference on En西Ileering in

Medicine andBi0109y ptI，1990，1：196～197

[23】Sroka Ronald，R．Ba啪ganner，A．Buser，et a1．Laser_assis把d detection of endogenous

porph”insinmalignalltdiseases．SPIE，1992，1641：99～106

[24]B．B．Das，Glassman，w sha，et a1．uV nuorescence spectroscopic tecllnique in也e

diagnosis ofbreast，ovariaIl，utems柚d ceⅣix callceL SPIE．1991，1427：368～373

【25¨Tl甜endt，H．S．LeVin，E．A，Klein，et a1．Investigation of early c舭cerous changes in

bladder tissue by autofluorescence．Annual Intemational Confbrence of the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rld Biology—Proceedings，1997，5：2290～2293

【26]Kojiro Onizawa，Naomichi Okam啪，Hideo Saginoya，Hiroshi YUsa，T0mⅥmagawa，

Hiroshi Yoshida Analysis of Fluorcscence iIl oraJ squ蛐ous cell c耵cinoma．0ral

Oncology，2002，38：343—348

[27]Asima PradhaIl，Sidllanha S．Jena，B．V LaXmi，et a1．Fluorescence depolarization of

5l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no啪al and diseaSed skin tissues．SPIE，1998．3250：78～82

[28】陈国珍等．荧光分析方法．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29]S．xu，S．Lin，R．Chen．Absorption SpectrIHn of B100d Componems in H啪aIl alld

Rabbit．SPIE，1998，3344：212～220

【30】程光煦编著．拉曼-布里渊散射一原理及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3 1】Pedersen，G．D．，Mccomick，N．J．，Reynolds，L．o．1lansport calculations for light

sca船ring in b100d．Biophys．J．1976，16：199之07

[32】Rcynolds，L．O．，Fohnson，C．C．Is王limam，et a1．Di髓se renectallce劬m a finite blood

medi啪：applications to the modeling of肋er optice cameters．Appl．opt．1976，15：

2059～2067

【33]杨明媚，蒋治良．兔红细胞的共振散射光谱研究．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02，22(2)：

204～208

【34】杨晔，张镇西，蒋大宗．激光散射技术在血细胞计数及分类中的应用．激光技术，1997，

21(4)：23 1~236

【35]杨晔，张镇西，蒋犬宗．血细胞计数分类的弹性光散射．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1997，

14(2)：170～175

[36】谢济运，蒋治良，钟福新，冯忠伟，郭秀娇．血细胞的光谱特性研究．分析测试技

术与仪器，2000，6(3)

【37]陈祖林，续正瑞，聂慧芳．血液成分对光吸收规律的实验研究．中国激光．1994，

A21(1)：7弘80

[3 8】H．L．Boulnois，et a1．Photophysical processes in recent medicallascr developments：a

review．Lasers med．sci．1．1986：47~66

【39]Thomas G．spiro，J．Michael Burke．Protein con廿ol of porphyrin conf0衄ation．

Comparison of resonace r锄a11 spec仃a of heme proteins、vim mesopOrphyrin analogIles．

Jo啪al oftlle Americall Chcmical Socie何1976，98(18)：5482～5489

[40】S．B．Brown．All Introduction to Spectroscopy for Biochenlists．London：Academic Press，

1980

【41]骆晓森．弱激光照射疗法治疗机理与过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理工大

学。2002．58～61

f42】Yu，P．Silliclll(jn，s．R．utz，A．H．Mavljutou et a1．In ViVo nuorcscence spectroscopy of

—————————————●——-——●——————————-———————_——————-—_———————————-———_——●————_—————————_————一

52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t11e h啪a11 skin：experiments and models．Jounlal of Biomedical 0ptics，1998，3(2)：

201～2ll

【43】Y碱P．sinjcllkin，utz R．M．D．Se唱ei，Pavel M．Yudin，et a1．Investigation of follIlation

and dynamics of human skin erythema and pigmentation by in vivo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SPIE，1995，2324：259～268

【44]S．S．Ganesan，Madhuri，P_S．Aruna，et a1．Native fluorescence characterization of

h啪a11 1iVer abno皿alities．SPl E'1999，3599：20～24

[45]陈荣，杨艳娇，杨文琴等．激光照射血液荧光光谱的初步研究．激光生物学报．1999，

一 8(1)：6265

[46】降雨强，李昌勇，周源等．人血液及其组分的荧光光谱研究．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2001，(5)：23~26

[47】宋峰，王振亚，姜芸芸等．血液对人体动脉组织的加+激光诱导荧光光谱的影响．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11(2)：183～186

【48】骆晓森，倪晓武，陆建等．不同波长光照射血液诱发的荧光光谱研究．中国激光，

2003，30(1)：9306

【49】Xiaosen．Luo，Chunkall Tao，Shurnei Gao，et a1．Investigation on fluorescent spectra of

blood induced by lights ofdifrerem wavelengllls．SPIE，2003，5254：399～401

[501 Gao Sh啪ei，Liu Ying， Lu Ji趾，Ni xiaowu．Analysis of 407啪li出·induced
erymroc”e nuorescence spectra red Shined mechanism谢m me concentration increase．

光子学报，32(3)：261~263，2003

【5 1]Shumei Gao，Xiufeng L柚，Ⅵng Liu，et aI．cImacteristics ofblood nuorescence spectra

using 10w—leVel，457．9砌excitation f如m Ar+laSeL Chines 0ptics Letters，2004，2(3)：

16l～162

【52]樊美公等．光化学基本原理与光子学材料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53】陆同兴，陆佚群．激光光谱技术原理及应用．安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9

[54】Rochkind s，Nissan M，Shamir M et a1．Efrects oflaser in．adjation 0n t11e spinal cord for

me regeneration of arushed peripheral nerve in rats．Lascrs Surg Med，200l，28(3)：

216～219

【55】R．R．Alfallo，D．B．Tata，J．Cordero，et a1．Lascr Induced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丘om NatiVe Cancerous a11d No咖al Tissue．IEEE Joum8l ofQualltum ElectroIlics，1984，

5’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1507～1511

[56】wang wei， Sun Yu—e， Zhou Na-kaIl舀 et a1． Laser-induced Autonuorescence

Spectroscopy of Nom谢hmg，Normal bronchus and L11ng Cancer．Chin J Laser Med

Su唱，2000，9(3)：137～140

【57]Shumei Gao，xiaosen Luo，et a1．Analyzing LED一曲duced haemal nuorescem spec仃a on

laboratory small albino rat．SPIE，2001，4536：119～122

[58】Chen Li-na，Gao Zhi—wen，Li Kong—ning．Study on the Fluorescence Spectmm of

Hematoporphyrin in HⅧnan’s Whole Blood．Joumal of Harbin Med Universtty，1995，

． 29(1)：l～3

【59]Peng Chang—de，et a1．Investigation of LED-induced F1uorescent Spectra from Hum趴

Blood S01ution．A~pplied LaseL 2003，(4)：232~235

[60】丘冠英，彭银祥．生物物理学．第1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61】D．Kessel，T‘J。Dou曲e啊．Porphyrin phomsensitizatioll-PlenuIIl Press：New York，1983

[62]彭长德，高淑梅，刘莹等．LED诱导人血液荧光光谱研究．应用激光，2003，23(4)：

232—234

[63】宋乐新，柯晓康，郭子建．荧光标识的环糊精二聚体与小肽衍生物之间的包合行为

研究．化学学报，2002，60(8)：1419～142

【64]李庆国．分子生物物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l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2】

[3】

[4】

Peng Changde，“u Ying，et a1．The mechaIlism researching on the red—shifted nlle of

bumanblood nuorescent spectra．SPIE，2004，5630：926～931(已被EI收录)

彭长德，刘莹等．血液静态荧光偏振光谱研究．光学学报，2006，11(EI源期刊)

Gao Shumei，Peng Chan酣e，LiuⅥng．study on ultraviolet light-excitated blood

fluorescence spec仃a charactcristics．SPIE，2004，5630：553～557(已被EI收录)

刘莹，彭长德等．乙醇和水分子形成配合物与荧光光谱特性研究．物理学报，2005．

54(11)：5455～546l(已被SCI收录)

55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

[3】

附录2攻读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主持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光诱导人血液及其组分荧光光谱的机理和应

用研究，04I(JDl40197，2004~2006

主持完成徐州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LED诱导人血液荧光光谱研究，

03XLA05．2003—2005

主持完成徐州师范大学教学研究项目：基于提高物理系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实

验教学方案与实施，E04088，2004～2005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独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1绪论
	2生物分子的荧光光谱
	3LED光诱导人血液荧光光谱特性
	4不同光诱导人血液荧光光谱特性
	5LED光诱导人血液静态荧光偏振光谱特性
	6总结
	致谢
	参考文献
	附录1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附录2攻读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