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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鹤课题组利用小分子组装体抑制大肠杆菌生长 

日期：2013-07-16 13:01 

碳水化合物、核酸，蛋白质，和脂类是四个基本生物分子，在生命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细胞表面的低聚糖可以控制并

介导多种生物过程，包括调节细胞生长，分化，粘连，肿瘤细胞的转移，细胞运输以及由细菌和病毒的炎症和免疫反应。大自然利用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种具有高度特异性的相互作用(carbohydrate-protein interactions)来调整一系列生物过程。因此，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相互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单糖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力往往是很弱的。为了进一步提高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

间的相互作用力，利用簇效应和多重相互作用力可以明显提高糖与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化学家们通过合适的

连接基团把合成寡糖接到多价支架上，如肽，聚合物，核苷酸，富勒烯，杯芳烃，树枝状聚合物和纳米粒子。但这些方法存在着很大

的缺陷，如合成这类多糖步骤很长，分离提纯非常困难。非共价键相互作用力驱动的超分子自组装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这个缺点，因

为这些组装基元的合成是非常简单的。通过氢键、亲疏水、π-π堆积、静电及电荷转移相互作用，构筑基元可以自组装形成各种形貌的

组装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引入不同的官能团，组装体的形貌、尺寸和功能都可以进行调控。 

黄飞鹤课题组近来利用柱[5]芳烃骨架合成了含有生物相容性基团—半乳糖的两亲性大环分子。通过范德华力和氢键相互作用，这

些两亲性分子可以在水中自组装形成囊泡，进一步形成结构规整的纳米管。这些纳米管外壁上的半乳糖可以与大肠杆菌表面的受体形

成多重相互作用，使得大肠杆菌的运动及生长受到抑制。研究证明，简单的组装基元通过非共价键相互作用形成的超分子自组装体，

可以作为用于捕获溶液中活菌的独特化学工具，而且组装体的长度对大肠杆菌的聚集能力起着决定作用。研究成果发表在化学类顶级

期刊《美国化学会志》上(J. Am. Chem. Soc., http://pubs.acs.org/doi/pdfplus/10.1021/ja40523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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