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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纳米晶体管可直接探测细胞内部
成为用半导体设备进行细胞内检测全新方法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常丽君 发布时间：2010-08-14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英国《自然》杂志网站8月12日报道，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制造了一种最

新的V形纳米晶体管，外膜覆有一层磷脂双分子层，能非常容易地进入细胞内部进行检测，而不会对细胞造成任何可

见伤害。  

这种新设备称为纳米级场效应传感器或纳米FETs，在本周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也有详细描述。它比许多病毒

更小。人体细胞直径范围大约为从10微米左右的神经细胞到50微米的心脏细胞，而新型传感器能测量5微米直径的细

胞。纳米FETs有几种系列，整体小于50纳米的型号，其纳米线针直径仅有15纳米。 

当前用于记录神经细胞及其他细胞内电信号的玻璃吸液管只是微米级的，其上带有一个电极，把吸液管夹在细

胞膜上记录电信号。但这项技术远不理想，领导该研究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和哈佛大学化学家查尔斯·列勃说，吸液

管是笨重的，工作时经常损伤细胞。 

而纳米FETs的外表涂有一层磷脂双分子膜，这和细胞膜的组成是一样的，能通过细胞膜融合，毫不费力地进入

细胞内部，这和细胞吞噬病毒或细菌的过程相似。这意味着插入纳米FETs几乎不会留下任何伤口，它可以进入并停

留在细胞里面，持续不断地检测。 

纳米FETs有一个三维的灵活结构，有两个覆膜纳米线成V形60度角固定在顶端，与主体部分成120度角连接，工

作时有电流通过纳米晶体管。其可用于检测细胞内的离子变化和电子信号，尤其是神经细胞；还可固定在受体或配

体上，探测单细胞内部的生化过程。研究小组演示了纳米FETs的使用，用它刺入一个单个培养的胚胎鸡心脏细胞，

以2.3赫兹的频率记录下一系列电压峰值，和细胞跳动节律相一致。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10年内第一个在细胞内部用半导体设备进行检测的方法，是一种全新的细胞内研究方法。

他的小组已将设备用于神经细胞，同时正在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小组合作，研究和纳米线连结在一起的组织的生

长情况。 

列勃表示，他们的长期目标是将数字化和生物研究结合在一起，培养出人造组织，植入纳米线以加强医疗监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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