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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色素修饰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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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相硅烷化方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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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V.

$组装在石

英表面!在基底表面修饰上氨基为末端的单层膜!并进一步在这种功能化的单层膜基底上组装金纳米粒子

得到金纳米粒子*
8CV.

*石英的纳米复合结构"以制备的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修饰石英为基底及
>D-

半胱胺

酸为中介!利用桑色素#

S&296

$和
>D-

半胱胺酸的化学吸附作用!将桑色素间接组装在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

修饰石英基底表面!所构建的桑色素修饰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对三苯基锡有灵敏的荧光识别作用"文章着

重研究了桑色素修饰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的制备以及组装条件对其荧光行为的影响!探讨了膜的响应特性

及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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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锡广泛用作塑料稳定剂和防污油漆的生物杀灭剂及

催化剂!但三取代基有机锡#如三丁基锡
PNP

及三苯基锡

PC?P

$的毒性即使在低浓度水平时也是很大的!因此对这类

产品及环境中有机锡的分析颇受关注(

#

)

"目前对有机锡的分

析!已有气相色谱原子吸收联用法(

!

)和荧光检测法(

<

)

"前者

发挥了色谱的高效分离性能及原子光谱检测的特效性功能!

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存在气相色谱多步骤的前处理以及液相色

谱要专用柱子的麻烦&后者方便简单!但目前有关桑色素荧

光法检测有机锡的研究主要在液相中进行!而基于自组装膜

在固*液界面进行的桑色素荧光识别的则少有报道"由于分

子自组装技术具有特殊的界面分子识别功能!基于分子自组

装技术的固*液界面分析通过对自组分子的设计!控制表面

组成%结构及其功能!可提高分析检测的选择性"通过自组

装膜表面识别位点密集而对被识别物种-富集.致密!可大大

提高分析检测的灵敏度!因此和纯液相分析相比!基于自组

装膜的界面分析在提高选择性和灵敏度上有独特的优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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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水相硅烷化方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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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V.

$组装在石英表面!在基底

表面修饰上氨基为末端的单层膜!并进一步在这种功能化的

单层膜基底上组装金纳米粒子!得到金纳米粒子*
8CV.

*石

英的纳米复合结构"以
>D-

半胱胺酸为中介!利用桑色素和

>D-

半胱胺酸的化学吸附作用!将荧光试剂间接组装在金纳

米粒子自组装膜修饰石英基底表面!制备有荧光性的自组装

多层膜!并用于对溶液中三苯基锡的测定!方法简单%快速%

准确"

#

!

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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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分光光度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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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清洗仪#上海超声波

仪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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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

$金胶的合成'单分散金溶胶的制备采用
X2/63

的方

法(

G

)

"快速且准确称取
$($#

@

氯金酸于
#$$ED

二次水中!

然后将溶液加热至沸腾!并剧烈搅拌!在这种状态下快速加

入
#k

#

#

$的柠檬酸三钠水溶液
!ED

!

#,E96

后停止加热和

搅拌!自然冷却至室温!溶液呈酒红色"

#

!

$

>D-

半胱胺酸 #曹杨第二中学化工厂$&桑色素#

X'A-

_50?/E9_5

瑞士$&三苯基锡#东京化工业株式会社$&

0

Z

氨

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上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其余试剂均

为分析纯!所用水为
S9''-K

高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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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装膜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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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修饰石英基底的制备

将石英片切割成
#0Eh#0E

的方片!然后按如下步骤

处理'#

#

$依次在甲苯%丙酮%超纯水中超声清洗
!E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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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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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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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E96

!超纯水清洗!高纯氮气吹干(

"

)

"经上述处理

的石英放入
#k

#

'

$

8CV.

水溶液中
<?

!以便在基底表面修

饰上氨基为末端的单层膜!取出石英片后用超纯水清洗!高

纯氮气吹干(

"

)

"再浸入金溶胶中
#!?

!金纳米粒子则在基底

表面吸附!随吸附时间的增长在基底表面逐渐形成单层膜!

重复上述过程!可以增加纳米粒子在表面上的饱和吸附密

度(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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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色素#
>D-

半胱胺酸#金纳米粒子#石英自组装膜制

备

先将金纳米粒子修饰石英基底置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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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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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

半胱胺酸浸泡
G?

!然后用二次水冲洗干净!用
)

!

吹干后将组装有半胱胺酸的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置入
$($$#

E&'

/

D

Z#的桑色素*乙醇溶液中浸泡
!H?

!取出用二次水冲

洗干净后!用
)

!

吹干!即得桑色素自组装膜!组装机理如

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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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色素修饰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荧光光谱测定

将上述制得的桑色素修饰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在美国

%5295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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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荧光光谱仪上测绘荧光光谱"调整膜的

位置!使其表面与入射光夹角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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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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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6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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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膜表面进行荧光光谱测定"

!

!

实验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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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修饰石英基底的紫外
;

可见吸收光

谱和荧光显微镜表征

研究发现!荷电胶体在特定固体表面上的吸附!由于粒

子间的库仑排斥作用!即使饱和吸附也只能得到粒子在表面

上随机分布的亚单层粒子膜!无法实现二维或三维密堆排

列(

#$

!

##

)

"本研究预先在基底表面修饰上氨基为末端的单层

膜!进一步浸入金溶胶中
#!?

!金纳米粒子在修饰后的基底

表面逐渐形成单层膜!重复上述过程!则可以增加纳米粒子

在表面上的饱和吸附密度"

PA2_/B90?

(

#!

)等发现!金胶体在粒径小于
<<6E

时!吸

收峰都在
,!!6E

!当粒径超过
<<6E

时!吸收峰将逐渐红

移"将合成的金胶在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测定!在
,!!

6E

处有一个强吸收峰!是金胶体的典型吸收光谱(如图
!

#

5

$

所示)"分别测定组装不同次数金纳米粒子的石英片表面吸

收光谱(如图
!

#

;

$所示)!结果表明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的紫

外
-

可见吸收峰的强度随组装金纳米粒子层数的增加而不断

增强"但与金溶胶的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相比较!自组装金纳

米粒子薄膜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吸收峰出现了明显的红

移(

#<

)

!峰形增宽!这是由于金纳米粒子固体薄膜的表面等离

子体共振吸收与其周围的介质%粒子的大小和间距有关(

#H

)

"

由于纳米尺度的贵金属颗粒具有量子效应和小尺寸效

应!使得金纳米颗粒具有较为丰富的能级结构(

#,

)

"激发光可

能使处于低能态的电子跃迁到不同的高能态!由于高能态不

稳定!电子将再次落回到不同的低能态或基态!于是产生了

频率不同的荧光发射(

#G

!

#"

)

"由于金纳米薄膜中存在着多重

散射并形成了环状谐振腔!在荧光发射光谱中!发射峰的数

目和强度随薄膜层数及激励光强度变化!随着金纳米粒子自

组装次数的增加!荧光发射光谱的长波波段和短波波段都出

现了新的发射峰(

#L

)

!本实验重复浸泡金溶胶
,

次以提高表面

粒子密度并避免自组装次数过多而产生的发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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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修饰石英基底

#如图
<

所示$!粒子在基底表面呈较均匀的分布!观察同一

样品的不同区域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结果!在整个照片所示

范围内!没有发现表面粒子密度异常的区域!进一步证明相

对于金纳米粒子单次自组装!金纳米粒子多次自组装能够有

效的提高表面粒子密度和改善表面粒子堆积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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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色素%
$#;

半胱胺酸%金纳米粒子%石英自组装条件的

选择

!(!(#

!

>D-

半胱胺酸的浓度$浸泡时间和
*

J

的选择

巯基与金基底的键合反应与链状分子间力共同作用!可

以形成比较稳定的
8A

,

.

键"由于半胱胺酸的等电点是
*

J

,("

!在等电点附近!半胱胺酸膜相对较均匀致密!膜与桑色

素的作用较强"将组装金纳米的石英片置于
$($#E&'

/

D

Z#

*

J,("

的半胱胺酸溶液浸泡
G?

!通过巯基与金纳米粒子间

较强的相互作用!半胱胺酸就会在金纳米粒子表面吸附!并

定向排列形成末端含活性基团的单分子层"

!(!(!

!

桑色素浓度和浸泡时间的选择

通过分子的自组装可以实现单分子有序排列!但组装物

质浓度的选择非常重要"若组装物质浓度太高!会使组装在

膜上的物质杂乱无章而影响组装效果&若浓度太低!修饰物

荧光强度低!影响检测灵敏度"选择不同浓度的桑色素*乙

醇溶液进行组装后的荧光检测显示!当浓度较低时!荧光强

度随着桑色素*乙醇溶液的浓度的增加而增大!但是当浓度

增加到
$($$#E&'

/

D

Z#以后!再增加其浓度荧光强度的变化

不明显!因此实验中选用浓度为
$($$#E&'

/

D

Z#的桑色素*

乙醇溶液进行组装"

将半胱胺酸修饰的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浸泡在荧光试剂

溶液中并改变浸泡时间!实验结果显示浸泡
!H?

时组装效

果最佳"

!(!(<

!

桑色素
*

J

值的选择

分别选用不同
*

J

值的桑色素进行组装"当桑色素的

*

JH("

时组装效果最好"桑色素在
*

J

$

<

的
,$k

乙醇溶液

中!几乎无荧光"在
*

JH

时出现绿色荧光!随着溶液的
*

J

值增大!直至
*

JL

#

+

!绿色荧光逐渐转变为黄绿光(

#+

)

"当

*

J

$

H("

时!荧光强度随
*

J

的增大而增加!在
*

JH("

时

达到最大值&

*

J

#

H("

后!荧光强度随
*

J

的增大而降低"

在碱性溶液中!荧光峰变差甚至完全消失"因此!桑色素的

*

J

以选
H("

左右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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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色素修饰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荧光光谱

桑色素属羟基黄酮类试剂!是一种五元酸#

J

!

R

$!

S&2-

96

分子中含有醌基活性基团!具有发射长波荧光的性质"在

"/F

YH$$6E

!

.'91Y,

*

,6E

条件下!对桑色素修饰金纳米粒

子自组装膜表面进行荧光光谱测定#如图
H

所示$!在
HL$6E

附近出现荧光峰"和桑色素乙醇溶液的荧光光谱比较!发射

峰位置出现蓝移!说明桑色素在膜表面处于低极性环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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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色素%
$#;

半胱胺酸%金纳米粒子%石英自组装多层膜

对三苯基锡"

*"+*

#的荧光识别

在
*

JH

#

,

的
J80-)580

缓冲溶液中!三苯基锡可与

桑色素形成具有强发射荧光性质的络合物!用等摩尔连续变

化法测定络合物的组成!络合比为
#i#

"由于三苯基锡及桑

色素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以桑色素作荧光试剂测定三苯基

锡的检出限较高!我们采用
P291&6\-#$$

胶束体系增敏测定

痕量三苯基锡以降低方法检出限"

溶液中的
P291&6\-#$$

胶束!对三苯基锡及桑色素有强

烈的增容作用!使反应物在胶束体系中高度分散!大大提高

了荧光络合物的生成率!同时!增容在胶束体系中的荧光络

合物!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水分子的争夺!提高了荧光络合物

的稳定性"测定不同浓度的
P291&6\-#$$

对
S&296-PC?P

体

系荧光强度的影响!随着
P291&6\-#$$

加入量的增加!体系

的荧光强度明显增强!当
P291&6\-#$$

的浓度为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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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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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时体系的荧光强度达到最大"在
S&296-P291&6

\-#$$-PC?P

体系中!由于
P291&6\-#$$

的增敏作用荧光大

大增强!三苯基锡的含量在
!($#h#$

Z"

E&'

/

D

Z#

#

#(!h

#$

ZG

E&'

/

D

Z#范围内与荧光强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检出

限为
,($<<h#$

ZL

E&'

/

D

Z#

"

从桑色素的响应特性可以推测'荧光增强机理是桑色素

分子中的醌基氧和处在邻位上的羰基氧与三苯基锡生成具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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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环结构的配合物"该配合物具有强发射荧光的性质!能 发射出比桑色素本身更强的荧光"反应过程如
.0?/E/#

!

B1+,@,)

!

V,51.&3723/@0D5

!!

基于液相中桑色素对三苯基锡的线性响应特性以及自组

装膜的界面分析在提高选择性和灵敏度上具有的独特优越

性!将制备的桑色素修饰金纳米粒子多层自组装膜!在无表

面活性剂存在的条件下!用于溶液中三苯基锡的测定"固定

桑色素修饰金纳米粒子多层自组装膜于比色皿中!使其表面

与入射光保持夹角在
,$l

!以保证最强发射和最小干扰!在

$($,E&'

/

D

Z#

J80-)580

底液中!测定桑色素修饰金纳米

粒子多层自组装膜与不同浓度三苯基锡溶液作用的荧光光

谱"结果显示'桑色素修饰自组装多层膜的荧光强度随着三

苯基锡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三苯基锡的浓度和自组装多层膜

的荧光强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方程为
OY"G+(H",[

#("<$2

!其中!

O

为相对荧光强度!

2

为三苯基锡的浓度!线

性相关系数
SY$(+++

#

-YG

$!检测下限为
#(!+"h#$

ZL

E&'

/

D

Z#

!与液相中
S&296-P291&6\-#$$-PC?P

体系的检测

下限
,($<<h#$

ZL

E&'

/

D

Z#相比!灵敏度有所提高!表明基

于自组装膜的界面荧光分析能提高分析的灵敏度!在无表面

活性剂存在的条件下仍可用于痕量三苯基锡的检测"

<

!

结
!

论

!!

本文提出利用半胱胺酸的中介作用将桑色素间接组装在

金纳米粒子自组装膜修饰石英基底表面!形成桑色素*
>D-

半

胱胺酸*金纳米粒子*石英的纳米复合结构!并对多层膜的性

能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该多层膜对三苯基锡的荧光响应特性

及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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