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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会议，重点基金项目“模拟生物膜体系的生物电化

学研究”通过结题验收。 

  

   以俞汝勤院士为组长的验收专家组认真听取了项目负责人长春应化所汪尔康院士、董绍俊研究员的项目总结报

告，经过专家讨论一致认为，该项目研究内容丰富，瞄准当前学科发展前沿，注重学科交叉，四年来取得了突出的

成绩：发展并成功制备多种模拟生物膜包括非只撑平板双成磷脂膜(BLM)以及基于不同基底的多种模拟生物膜；建

立了表征模拟生物膜的多种谱学及电化学现场观测方法，发展了从分子水平上跟踪观测膜的动态变化的现场扫描探

针显微技术；较系统的研究了模拟生物膜的功能与特性，对蛋白质和酶在模拟生物膜上的行为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在自组装单层和多层膜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开拓了在玻璃基底上用重氮盐还原和和阳离子自由基制备前

体膜及自组装单层和多层膜底新方法，提出了测定自组装膜的表面覆盖度、表面酸解离数等的有效方法，用自组

装、溶胶-凝胶法成功的制备了生物传感器。 

  

   特别是该项目在纳米Au单晶和壳纳米金属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种SPR响应基片的湿化学制备方法，和一种纳米金

单晶岛阵列薄膜及电极的制备方法，首次报道了表面糙化的核-壳双金属纳米粒子在水和空气界面的介面介观分形

聚集现象；在研究纳米金属粒子界面电化学方面，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且高度可控的纳米阵列电极的制备方

法；发现在玻璃基质上碘诱导纳米金融合、裂分和聚集，以及碘连接构筑的纳米组装体。这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源性成果在Angew.Chem.(影响因子8.547)上已发表论文两篇。 

  

   该项目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5篇(标注率88%)，其中SCI源刊物96篇，影响因子3。0以上的33篇，在4.5

以上的10篇，项目负责人之一获9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论文引用奖；申请发明专利11项；培养博士生18人，硕

士生9人，博士后4人，其中两人获“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奖，两人获中科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10人获各冠名奖，

1人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后”称号；鉴定国际合作协议4项，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及特邀报告17次。 

  

   该项目综合评价结果为A类。专家组一致认为，用生物电化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进行模拟生物膜功能的研究是

认识生命活动最直接和明确的途径，已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其成果对生物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纳米技术等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专家组建议基金委对该项目中有原始创新的成果新苗头继续给予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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