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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分子生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给医学影像学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细胞及分子水平无创地研究活体

疾病的分子事件使得影像医学迈进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开辟了影像医学新的学科分支，即分子影像学。随着更多的影

像科医生涉足于该领域的研究，影像学在将其从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临床实用方面必定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了解

与应用这些新的技术，应该对本研究领域内一些基本的概念有所理解，本文结合文献编译了这些基本词汇的释义，希望对

理解分子影像学有所裨益。

　　分子影像学（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是近年来兴起的影像学与

现代分子生物学及许多其它学科如化学、物理学、药学等交叉

形成的新的边缘学科，其主要通过无创性的手段在细胞和／或

分子水平检测活体分子过程的主要事件，了解体内特异性基因

或蛋白质表达的部位、水平、分布及持续时间，而并非其最终的

表型结果，开拓了放射学研究与应用的新前沿［１１０］。

Ａ

氨基 酸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具 有 同 一 结 构 ［ＲＣＨ（ＮＨ２）

ＣＯＯＨ］的分子。氨基酸可通过肽连接成蛋白。

扩增子（ａｍｐｌｉｃｏｎ）：是一短的ＤＮＡ序列，其多个拷贝是聚

合酶链反应扩增过程的产物。

螯合剂（ｃｈｅｌａｔｅ）：结合铁的交连剂。螯合剂用于祛除金属

铁的毒性，并将这些金属铁结合到靶向分子上。

癌基因（ｏｎｃｏｇｅｎｅ）：与癌发生有关的基因，正常情况下可指

导细胞生长，异常时可促进细胞过度生长或使其难以控制而发

生癌，参见原癌基因。

Ｂ

β半乳糖苷酶（β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ｄａｓｅ，βｇａｌ）：分子生物学中常用

的报告基因ＬａｃＺ编码的酶，可催化比色反应。

靶向分子（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ｍｏｌｅｃｕｌｅ）：在特定的解剖结构内含量

丰富的分子，可将放射活性药物、同位素、酶、荧光素或其它标

记转运到这些分子上，如抗体或受体。

靶向探针（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ｅ）：能与特异性配体结合的影像学

探针，这些探针无论其是否与靶结合均可检测到其信号，因此

信噪比比较低，需要经一段时间后，自由分布的探针从血循环

中清除，仅留下与靶结合的探针时其信噪比才可能有所增加，

可用于显示某一分子的结构与分布，是目前分子影像学中应用

最广泛的一类探针。

白介素（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ｓ）：由免疫系统细胞产生，调节淋巴细胞

及其它细胞的生长、活动及分化的一组细胞因子。

报告基因（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ｎｅ）：编码易于检测的蛋白质的基因，

如ＬａｃＺ用作组织学检测；而在分子影像学中报告基因指的是

其表达产物可与携带影像学标记物的分子探针特异性结合，从

而可为影像学设备所检测到的基因，如单纯疱疹病毒胸苷激酶

（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ｖｉｒｕｓ１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ＨＳＶ１ｔｋ）可用作

ＰＥＴ的报告基因。

胞嘧啶脱胺酶（ｃｙｔｏｓｉｎｅｄｅａｍｉｎａｓｅ）：用于ＰＥＴ、ＭＲＩ和磁

共振波谱（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ＭＲＳ）的一个报告

基因产物，能催化氟嘧啶前体激活转化为有毒的氟尿嘧啶。

胞吐作用（ｅｘｏｃｙｔｏｓｉｓ）：细胞外吐物质的过程。

胞运过程（ｔｒａｎｓｃｙｔｏｓｉｓ）：特异的大分子通过连续进入细

胞、经细胞转运及由细胞排出至间质液体中的这一系列跨细胞

上皮层的过程。影像学所用的对比剂可经该过程转运至间质

液体中。

标记（ｌａｂｅｌ）：靶向分子的化学修饰或同位素替换。

标记蛋白（ｍａｒｋｅｒｐｒｏｔｅｉｎ）：对疾病高度特异性的蛋白质，

可利用影像学技术或其它离体诊断学方法足够敏感地检测。

表达（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通过细胞机制合成基因产物的过程。

表达分析（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研究正常或有病细胞基因

表达。

表达载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用于转基因表达的多个基因

工程载体。

表位（ｅｐｉｔｏｐｅ）（抗原决定族）：抗原与特异抗体结合的位

点。

表型（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可观察到的生物体或生物体内细胞的特

征（如头发颜色、表面受体密度），与其基因表达模式有关。表

型是基因型及生物体发育环境以前和当前情况的共同结果。

分子影像学探针可特异靶向疾病的表型特征，如受体密度增

加，参见基因型。

Ｃ

Ｃａｓｐａｓｅ：凋亡期间涉及蛋白降解的一组半胱胺酸依赖性蛋

白酶。

Ｃｏｅｌｅｎｔｅｒａｚｉｎｅ：为一种广泛分布于海洋生物中的虫荧光

素，通过Ｒｅｎｉｌｌａ虫荧光素酶介导的（Ｒｌｕｃ）非钙敏感的氧化反应

或通过（水母体内的）发光蛋白质介导的钙依赖性氧化反应而

产生生物发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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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决定ＤＮＡ或ＲＮＡ核苷酸序列，也指提

取蛋白质内氨基酸的顺序。

磁共振波谱（ＭＲＳ）：为波谱测量技术，通过提供射频范围

的波谱可探测原子核与周围生化环境之间的磁性作用，在探察

足够小的组织容积时，ＭＲＳ可产生包含每个体素内波谱信息的

三维医学影像，即 ＭＲ波谱成像。

虫荧光素酶（ｌｕｃｉｆｅｒａｓｅ）：生物发光成像的关键酶。虫荧光

素酶由荧火虫、水母、真菌、深海鱼及发光虫等产生。

重组抗体（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ａｎｔｉｂｏｄｙ）：由基因工程产生的抗

体。

重组ＤＮＡ（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ＤＮＡ）：基因修改了的ＤＮＡ。

聪明探针（ｓｍａｒｔｐｒｏｂｅ）：或称智能探针，其在原始注射状

态几乎无信号，一旦为不同机制（物理或生化机制）激活可在作

用位点产生强烈的信号改变及高的信噪比，从而可由先进的影

像学设备检测到这些信号改变的分子探针，主要用于定位酶的

活性与功能。

Ｄ

ＤＮＡ芯片技术（ＤＮＡｃｈｉｐ）：是在固相支持物上原位合成

寡核苷酸或者直接将大量ＤＮＡ探针以显微打印方式有序地固

化于支持物表面，然后与标记样品杂交，通过对杂交信号的检

测分析可得出样品的遗传信息，主要有两大类ＤＮＡ芯片，即原

位合成芯片及ＤＮＡ微阵列。利用ＤＮＡ芯片可同时进行成千

种杂交实验，即同时分析成千个基因。

单纯疱疹病毒（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ｖｉｒｕｓ）：为ＤＮＡ病毒，单纯

疱疹病毒胸苷激酶可用于自杀基因治疗或用作影像学的报告

基因。

蛋白质（ｐｒｏｔｅｉｎ）：以特征型序列由氨基酸残基经肽链结合

而组成的大分子，生物体内的蛋白质有结构、酶和调节性功能。

蛋白质组学（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全面分析基因表达以证实、定量

及定性蛋白质的学科。

蛋白酶（ｐｒｏｔｅａｓｅ）：能催化蛋白质水解反应的酶，在其劈裂

底物，如聪明探针后可产生明显的影像学信号而为影像学设备

所检测，目前已应用于光学分子影像学（如基质金属蛋白酶、组

织蛋白酶Ｂ和Ｄ）和 ＭＲＩ（如βｇａｌ）中。

单克隆抗体（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ＭＡＢｓ）：由永生细胞

产生的抗体，其性质完全相同，与多克隆抗体相反。

单链抗体（ｓｉｎｇｌｅｃｈａｉ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ｓｃＡｂ）：基因工程产生的

抗体衍生物。对影像学而言，单链抗体较自然抗体有更好的药

物动力学。

凋亡（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细胞在自身基因调控下启动其内部机制，

主要是内源性核酸内切酶激活而发生的程序性细胞死亡。

对比剂（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ｇｅｎｔ）：传统意义上是所有注射的影像增

强剂，包括核染料、非特异性血流和灌注剂以及分子生物学为

基础的探针。参见分子探针、聪明探针。

多分支聚合体（ｄｅｎｄｒｉｍｅｒ）：沿着中央碳原子骨架以许多分

支和亚分支排列的原子构成的聚合体，也称为瀑布分子或层叠

分子（ｃａｓｃａｄ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多克隆抗体（ｐｏｌｙｃｌ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由实验室方法产生的，

可定位并能与癌细胞某一特征结合的蛋白质，可用于直接将药

物、毒素或放射活性药物传送到肿瘤。

多模式成像（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ｉｍａｇｉｎｇ）：利用２种或２种以上

医学影像学模式对同一物体进行成像以获得补充信息，可同时

提供解剖、功能、代谢或分子信息。

Ｆ

Ｆａｂ片断（Ｆａｂｆｒａｇｍｅｎｔ）：由酶消化后产生依然能结合抗原

的抗体片断。与以全部抗体为基础的对比剂相比，以Ｆａｂ片断

为基础的对比剂改善了对比剂的药物动力学。

翻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根据 ｍＲＮＡ所携带的氨基酸序列合成

细胞蛋白质的过程。

反义ＲＮＡ（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ＲＮＡ）：通过与互补序列杂交而抑制

特异ｍＲＮＡ翻译的ＲＮＡ分子。

反义治疗（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ｔｈｅｒａｐｙ）：通过注射以序列特异性方式

结合ｍＲＮＡ的反义ＲＮＡ而干扰疾病相关基因表达的疾病治

疗方法。

非病毒载体（ｎｏｎｖｉｒ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有助于携带ＤＮＡ通过细胞

膜而进入细胞的分子而非病毒。

分子靶评价（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ｔａｒｇｅ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用于决定某一

分子靶（如受体、酶）能否被一定的治疗药物影响的影像学或其

它技术。

分子全貌（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研究蛋白质、ＤＮＡ和／或ｍＲＮＡ的特

殊模式以及这些模式与个体的生理特征或疾病症状的相关性。

分子模型（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通过计算机化学及图形显

示方法获得分子结构三维显示的技术，分子模型可用于合理地

设计对比剂及药物。

分子探针（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ｒｏｂｅ）：在分子生物学中，是指用于检

测互补核酸序列的标记ＤＮＡ或ＲＮＡ。而在分子影像学中，是

指报告单个分子事件的高度特异的物质，由能和靶特异性结合

的物质（如配体或抗体等）与能产生影像学信号的物质（如同位

素、荧光素或顺磁性原子）通过特定的方法连接构成。

氟１８标记的氟脱氧葡萄糖（ｆｌｕｏｒｉｎｅ１８ｌａｂｅｌｅｄｆｌｕｏｒｏｄｅ

ｏｘｙｇｌｕｃｏｓｅ，１８ＦＦＤＧ）：发射正电子的同位素
１８Ｆ标记的２脱氧

葡萄糖用于ＰＥＴ成像，ＦＤＧ是葡萄糖衍生物，可在具有大量葡

萄糖转运子或己糖激酶Ⅱ活性的细胞和组织中聚集。己糖激

酶Ⅱ可磷酸化ＦＤＧ，导致其产物不能自由出入细胞从而被捕获

在细胞内。ＦＤＧ已用于肿瘤学、心脏病学及神经病学。

附加素Ⅴ（ａｎｎｅｘｉｎⅤ）：能与凋亡标记物（如磷脂酰丝胺

酸）高度结合的蛋白。目前可用核素、荧光素及磁性标记物标

记以进行凋亡的无创性成像。

辅酶（ｃｏｅｎｚｙｍｅ）：在一些酶促反应中可作为共同底物，在

随后的反应中可以再生。

Ｇ

钆（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用作 ＭＲ对比剂的顺磁性粒子（原子数等

于６４），具有高度的顺磁性运动，可改变质子的弛豫率，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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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ＭＲ信号，因为钆的毒性作用，其常是螯合的。

寡核苷酸（ｏｌｉｇ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短的单链核酸。

干细胞（ｓｔｅｍｃｅｌｌ）：可分化多种细胞类型的早期祖代细胞。

高通量筛查（ｈｉｇ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ＨＴＳ）：用于研究

大批量样本并有效分类新的化学制剂及靶之间相互作用的新

技术。

共聚焦显微镜（ｃｏｎｆｏ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一种光学显微镜，通

过它可以显示在聚焦平面的结构，而聚焦平面之外的结构则被

抑制。通过成像物体聚焦平面的扫描可以采集三维显微数据。

工程化的转铁蛋白受体：基因修饰的 ＭＲＩ报告酶，通过促

进单晶氧化铁微粒内化而改变靶细胞的弛豫率。

功能成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通过影像学方法活体诊断

生物体的生理学状态及动态过程，如代谢的方法。

功能基因组学（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ｏｍｉｃｓ）：研究单个基因的功能

及多群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解决相应生物学问题的学科。

光学成像（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活体诊断学的分支之一，其利

用紫外线到红外线，包括人眼可见的波长范围内的光子产生影

像。光通过组织的播散主要受组织本身对光的吸收和分散以

及荧光对比剂的影响。

Ｈ

核酸分子杂交（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指具

有互补序列的两条核酸单链在一定条件下按碱基配对原则形

成双链的过程。

核糖体酶（ｒｉｂｏｚｙｍｅ）：具有催化活性的ＲＮＡ分子。

核糖核酸（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ＲＮＡ）：由核苷酸构成的长的单

链分子，在胞核内由ＤＮＡ模板转录。ＲＮＡ有信使ＲＮＡ（ｍＲ

ＮＡ）、转运 ＲＮＡ（ｔＲＮＡ）、核糖体 ＲＮＡ（ｒＲＮＡ）及一些小的

ＲＮＡ。

核糖核酸聚合酶（Ｒ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根据ＤＮＡ模板合成

ＲＮＡ的酶。

核受体（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配体介导的基因表达调节蛋白，

如类固醇激素受体为核受体，可显像用对比剂标记的激素。

核酸（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ＤＮＡ或ＲＮＡ分子。

核苷酸（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由碱基（ＤＮＡ中的腺嘌呤、鸟嘌呤、胸

腺嘧啶和胞嘧啶，ＲＮＡ 中的腺嘌呤、鸟嘌呤、尿嘧啶和胞嘧

啶）、磷酸盐及糖分子（ＤＮＡ中的脱氧核糖，ＲＮＡ中的核糖）组

成的ＤＮＡ或ＲＮＡ亚单位。

后基因组时代（ｐｏｓｔｇｅｎｏｍｅｅｒａ）：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后

的时期，主要集中于对基因功能进行测序。

互补ＤＮＡ（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ＮＡ，ｃＤＮＡ）：以 ｍＲＮＡ为模

板经逆转录形式合成的ＤＮＡ分子。

坏死（ｎｅｃｒｏｓｉｓ）：与凋亡相反的、无序的、不受调控的细胞死

亡。因坏死组织吸收率低导致肿瘤组织缺乏信号对比。

活体显微镜（ｉｎｔｒａｖｉ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活体生物体（常为鼠）

的显微镜检查，可用腔室模型或利用共聚焦或双质子技术进

行。

Ｊ

碱基对（ｂａｓｅｐａｉｒ，ｂｐ）：在ＤＮＡ双螺旋中，腺嘌呤和胸腺

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通过杂交结合而相互作用。

基因（ｇｅｎｅ）：位于染色体某一位置编码有功能的蛋白质肽

链或ＲＮＡ所必需的有序核苷酸序列。基因是遗传的主要功能

单位。

基因表达（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指生物基因组中结构基因所

携带的遗传信息经过转录、翻译等一系列过程，合成特定的蛋

白质，进而发挥其特定的生物学功能和生物学效应的全过程。

基因治疗（ｇｅ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是在基因的水平上，把正常的基

因或序列导入生物体靶细胞，对产生疾病的基因进行修复、校

正和置换，通过纠正或补偿基因功能治疗人类疾病的方法。

基因芯片（ｇｅｎｅｃｈｉｐ）：参见微序列技术。

基因产物（ｇｅ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源于基因表达所产生的ＲＮＡ或

蛋白质。

基因靶向（ｇｅｎ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介导治疗性基因和／或报告基因

到病理结构，如肿瘤的机制。修改的病毒或脂质体通常用于基

因靶向。

基因转移（ｇ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通过一种方法将靶基因传送至

宿主细胞的过程。

基因密码（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ｄｅ）：为核苷酸序列，能以三连体密码

形式编码特异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基因工程化（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操

纵基因，导致所表达蛋白质功能改变的方法。

基因标记（ｇｅｎｅｍａｒｋｅｒ）：染色体上具有确切位置，且其遗

传性状可以继续的ＤＮＡ片断，标记可以是基因，也可以是一些

无已知功能的ＤＮＡ片段。

基因组（ｇｅｎｏｍｅ）：生物体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

基因组学（ｇｅｎｏｍｉｃｓ）：旨在对生物体基因组进行绘图及测

序的学科。

基因型（ｇｅｎｏｔｙｐｅ）：从祖代遗传并被编码在细胞或生物体

ＤＮＡ内的独特的基因蓝图。

激光捕获显微镜（ｌａｓｅｒｃａｐｔｕｒ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ＬＣＭ）：用于进

行组织样本显微解剖，用激光加热塑料胶片提取细胞样本进行

蛋白质、ＤＮＡ或ｍＲＮＡ分析的实验室器械操作方法。

激酶（ｋｉｎａｓｅ）：可磷酸化特殊蛋白质的酶。

基因敲入鼠（ｋｎｏｃｋｉｎｍｏｕｓｅ）：用互补基因进行基因工程

化而产生的鼠。

基因敲除鼠（ｋｎｏｃｋｏｕｔｍｏｕｓｅ）：用缺失或突变基因进行基

因工程化而产生的鼠。

胶粒（ｍｉｃｅｌｌｅ）：由播散在溶液中的两歧性分子构成的球形

聚集物，如脂质体或胶体。

交联的氧化铁（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ｉｒｏｎｏｘｉｄｅ，ＣＬＩＯ）：正在开发

中的一类新的对比剂，由可与交联剂（如制作葡聚糖粒子的氯

环氧丙烷）作用的单晶氧化铁超微粒组成，这些交联剂可以连

接铁核心周围的部分自由漂移的葡聚糖链，这些以交联的氧化

铁微粒为基础的对比剂已用于靶向受体、酶、整合素及凋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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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子事件。

近亲繁殖鼠（ｉｎｂｒｅｄｍｉｃｅ）：基因相同的鼠，基因繁殖的同一

性有利于繁殖动物试验。

聚合酶链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ｃｔｉｏｎ，ＰＣＲ）：利用聚合

酶及特异的寡核苷酸（即引物）进行ＤＮＡ序列的扩增，多次连

续循环导致所需序列快速特异性的扩增。实时定量ＰＣＲ利用

荧光素标记的寡核苷酸提供荧光信号，在ＰＣＲ过程中因扩增产

物形成其信号增加，这一荧光信号可实时提供与ＤＮＡ量有关

的信息。

近红外线荧光成像（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ＮＩＲＦ）：利用近红外线范围（６００～９００ｎｍ）荧光光子进行的成

像。这些低波长的光子激活荧光素后发射的激活光的波长略

长些。ＮＩＲＦ可以反射模式及体层摄影模式进行。

Ｋ

扩增（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分子生物学认为扩增是具体ＤＮＡ片

段拷贝量的增加，而分子影像学认为扩增是显像信号的增加。

抗生物素蛋白生物素系统（ａｖｄｉｎｂｉｏｔｉｎｓｙｓｔｅｍ）：生物学

中已知的两个能以最强亲和力作用的分子。分子影像学中用

于将靶向分子连接到标记物上或用于活体预靶向的成像。

扩散光学断层成像（ｄｉｆｆｕｓ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ＯＴ）：利

用光子密度波研究物体或组织的光学成像方法，光子源和探测

器被用在物体周围的多种几何结构中，假设光子已扩散数倍的

情况下，利用基于解扩散等式的数学重建算法可形成深层组织

的影像。

克隆（ｃｌｏｎｉｎｇ）：来自于单个祖先所有基因成分完全相同的

细胞的繁殖；也指单个基因或ＤＮＡ片段多个拷贝的繁殖。

Ｌ

量子点（ｑｕａｎｔｕｍｄｏｔｓ，ＱＤｓ）：是可制作成胶体粒子的半导

体微晶体，根据其构成及大小不同可吸收某一波长的光并发射

另一不同波长的光，不足之处在于其胶体不稳定、分布难以控

制及毒性。

韩蛙皮素（ｂｏｍｂｅｓｉｎ）：胃肠分泌肽受体拮抗剂的肽分子，放

射学标记的ＤＯＴＡ韩蛙皮素可用于很多癌症中绿荧光蛋白受

体过表达的成像。

绿荧光蛋白（ｇｒｅｅｎ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ＧＦＰ）：在水母中发

现的蛋白质，当暴露到蓝光时可发散波长３９５ｎｍ的绿色荧光，

单个和克隆的绿荧光蛋白基因可用作光学成像的报告基因。

裸鼠（ｎｕｄｅｍｏｕｓｅ）：易于耐受移植人体肿瘤的免疫系统严

重受限的基因工程鼠。同义词：无胸腺鼠。

酪胺酸激酶（ｔｙｒｏｓｉｎａｓｅ）：在黑色素合成中催化两个基本反

应的报告酶，为黑色素合成的限速酶。黑色素有高度结合铁的

能力，可导致表达酪胺酸激酶报告基因的细胞 ＭＲ信号强度增

加。

裸ＤＮＡ（ｎａｋｅｄＤＮＡ）：在一些基因治疗实验中所用的不包

含在病毒或脂质体内的ＤＮＡ。

Ｍ

酶（ｅｎｚｙｍｅ）：通过降低反应的激活能而作为催化剂的生物

大分子，酶可以是蛋白质或ＲＮＡ。

密码子（ｃｏｄｏｎ）：ＤＮＡ或 ＲＮＡ中编码特殊氨基酸的３个

核酸序列［１］。

免疫系统（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通过细胞和可溶性成分以击

退感染及肿瘤细胞生长的高效的调节系统。

目的基因（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ｇｅｎｅ）：是指已被分离或欲被分离、改

造、扩增和表达的特定基因或ＤＮＡ片段，能编码某一产物或某

一性状。亦即人们所要研究或感兴趣的基因，又称外源性基因

或外源ＤＮＡ。

Ｎ

内吞（ｅｎｄｏｃｙｔｏｓｉｓ）：细胞内化物质的过程，增强肿瘤细胞的

内吞作用可增加捕获一些对比剂。

内涵体（ｅｎｄｏｓｏｍｅ）：为细胞胞浆内较大的膜结合结构，在

内化后由几个囊泡融合而成。

纳米医学（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纳米粒子（即纳米技术），尤其是

用于医学诊断及疾病治疗的设计与控制的纳米技术。以碳为

基础的纳米粒子，如纳米管及布凯球被认为是纳米医学的候选

者。

Ｎｅｕ：为编码酪氨酸激酶受体的癌基因，与乳腺癌、卵巢癌

及胃癌有关。同义词为犲狉犫犅２，犺犲狉２。

逆转录（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从 ｍＲＮＡ合成ｃＤＮＡ的过

程。

逆转录病毒（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ｕｓ）：一组ＲＮＡ病毒，包括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基因治疗期间可利用这些病毒的基因修饰衍生物将治

疗性ＤＮＡ传送到靶细胞。

Ｐ

Ｐ５３：肿瘤抑制基因，在５０％以上的人类肿瘤该基因可发生

突变。

配体（ｌｉｇａｎｄ）：对单个大分子或受体位点而言，任何一个可

与大分子或位点结合的小分子或离子。

Ｑ

启动子（ｐｒｏｍｏｔｏｒ）：为脱氧糖核酸分子，ＲＮＡ聚合酶与其

结合可启动转录过程。

前体药物（ｐｒｏｄｒｕｇ）：无生理活性的药物前体，在活体可通

过酶转化为有活性的药物。

亲合力（ａｆｆｉｎｉｔｙ）：指两个分子间的结合能力，来自弱的分

子间作用的总和。

Ｒ

染色体（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由线性ＤＮＡ分子及各种相关蛋白

组成的基因组结构单位。

人类化（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非人类的蛋白质序列适应人类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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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氨基酸序列以减少其免疫源性，而无需改变其预期功能。

融合蛋白（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由两个或多个共价连接的蛋白

质组成的大分子，由杂交基因表达产生。

溶酶体（ｌｙｓｏｓｏｍｅ）：存在于胞浆内的含有水解酶的膜限制

性细胞器。

Ｓ

生物标记（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是在血液或其它体液及组织中出现

的物质，其出现、消失或异常浓度提示与损伤或疾病相关的异

常生理学状态。

生物发光（ｂｉ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通过荧光素酶与其底物相互

作用产生可见光的现象。

生物发光成像（ｂｉ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是正在浮现的生

物医学影像技术，利用高敏感的ＣＣＤ照相机可以捕获到这些

发射的光子。

噬菌体显示技术（ｐｈａｇｅｄｉｓｐｌａｙ）：从大量的基因工程病毒

中选择具有特异性结合特征的分子的组合生物学方法。

示踪剂（ｔｒａｃｅｒ）：可在体内示踪的放射活性物质。

双抗体（ｄｉａｂｏｄｙ）：由两个单链抗体连接在一起组成的重组

抗体。核素标记的双抗体可用作对比剂。

受体酶：报告基因的基因产物。

双光子显微镜（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通过同时吸收两

种低能红外线光子激活生光团的显微镜方法。只有光束聚集

的染料分子可被激活而聚焦层面以外的组织不被激活或暴露

至光学毒性中。

Ｔ

探针（ｐｒｏｂｅ）：在核酸分子杂交体系中已知的核酸序列称为

探针，通常要用核素或非核素物质进行示踪标记。

脱氧核酸（ｄｅｏｘｙ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ＤＮＡ）：通过其碱基序列

编码基因信息的双螺旋分子，决定细胞的结构、功能及行为。

羰花青（ｃａｒｂｏｃｙａｎｉｎｅｓ）：一种因其明显的光化学特性（高的

吸收效率和高的荧光量子场）和低的光敏感性（如靛青绿、花青

５）而用于光学成像中的对比剂荧光染料。

突变（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ＤＮＡ序列遗传性质的改变。

肽拟态（ｐｅｐｔｉｄｏｍｉｍｅｔｉｃｓ）：生物工程复合体，与自然生成的

肽行为类似（有相似的结合亲和力），但一般在血流内可维持较

长时间，较自然生成的肽更稳定，因此可用作对比剂。

肽核酸（ｐｅｐｔｉｄｅ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ＰＮＡ）：ＤＮＡ双螺旋类似物，

其框架为肽而非核糖，肽核酸在核酸复制方面与ＤＮＡ相同，肽

核酸分子有更强的结合力，因此较ＤＮＡ更稳定，肽核酸是生物

仿形实体的例子。

Ｗ

胃泌素释放肽受体（ｇａｓｔｒ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ＲＰ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在增殖的癌细胞中常发现过表达的受体，使其成为影

像对比剂的潜在靶。

微序列技术（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研究大量基因之间相

互作用，即细胞调控网络如何同时控制大量基因的新方法。该

方法利用机器人将小量的功能 ＤＮＡ样本准确打印在载玻片

上，之后研究者将荧光标记附加于待研究的ＤＮＡ上，标记探针

可在载玻片上与互补ＤＮＡ链结合，将该载玻片放到扫描电镜

下可测量每个荧光点的亮度，其明亮程度显示特异ＤＮＡ片断

出现的程度，作为其活性的指示剂。

微泡（ｍｉｃｒｏｂｕｂｂｌｅ）：含有气体的脂性球体，可作为超声对

比剂。加工处理的微泡在聚焦超声中崩裂可传送对比剂或药

物到体内的特异位置。

Ｘ

细胞因子（ｃｙｔｏｋｉｎｅ）：介导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可溶性因

子。

腺病毒（ａｄｅｎｏｖｉｒｕｓ）：一种ＤＮＡ病毒，该病毒基因修改的

衍生物在基因治疗期间可用于传送治疗性ＤＮＡ。

细胞表面受体（ｃｅ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位于细胞表面可进行

细胞之间通讯的蛋白或多糖，可特异性结合作为分子信使的复

合体，如激素、神经递质及药物等。

显微解剖（ｍｉｃｒｏ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从显微镜下不均匀的组织样本

中提取所选择的细胞。显微解剖可用于证实癌或癌前细胞基

因构成的差异。激光捕获显微镜最常用于显微解剖。

显微成像（ｍｉｃｒｏｉｍａｇｉｎｇ）：对完整小动物的高分辨力成像

以显示研究动物的细微特征，显微 ＭＲＩ、显微ＣＴ、显微ＰＥＴ和

显微ＳＰＥＣＴ是用于小动物成像的专门设备，其分辨力高于用

于人类成像同类设备的分辨力。

小动物成像（ｓｍａｌｌａｎｉｍ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能最佳显示鼠的大小

及几何构象的影像学技术。核医学、ＭＲＩ、ＣＴ、ＵＳ及光学成像

技术可用于小动物成像。与用于人的同类影像学系统相比，其

成像设备有更高的空间分辨力、良好的信噪比及低的费用。

信使ＲＮＡ（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ＲＮＡ）：为ＤＮＡ的ＲＮＡ拷贝，其携

带从ＤＮＡ到细胞蛋白质合成的遗传信息并可作为模板。

信号转导（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涉及到细胞内胞外信号传

递及扩增的分子间作用的结果，亦即针对外源信息所发生的细

胞应答反应的全过程。

胸苷激酶（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能磷酸化胸苷及其相关药物

（如阿昔洛韦）的酶，此外，与放射性核素标记的阿昔洛韦结合

可用作报告酶。

限制酶（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ｎｚｙｍｅ）：在特异性序列上切断ＤＮＡ的

酶，这些识别位点是短的回文序列。同义词：限制型内切酶。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ＶＥＧＦ）：可与上皮细胞的受体结合并促进其生长、刺激血管生

成、增加内皮通透性的蛋白质。

Ｙ

荧光素（ｆｌｕｏｒｏｃｈｒｏｍｅ）：能产生荧光的染料，可用于标记靶

向分子以显示靶向分子与靶结合后分子、细胞或组织的荧光。

荧光原位杂交（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ｕ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ＳＨ）：

通过荧光标记分子探针技术显示染色体上基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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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介导体层成像（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用

于聪明荧光探针活体成像而开发的体层成像重建方法。

叶酸盐受体（ｆｏｌａｔ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维生素叶酸盐受体，常在卵

巢、脑及其它癌组织中过度表达。标记的叶酸盐在叶酸盐受体

过度表达的病例可用于靶向诊断和治疗。

移植共聚物（ｇｒａｆｔ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由两个互相移植的聚合物

类型组成的大分子，这些大分子被用于传送载体或血池对比

剂。

氧化铁粒子（ｉｒｏｎｏｘｉｄ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具有高度磁矩的微粒，可

产生强的局部磁敏感性及局部磁场不均匀性，因此产生ＭＲＩ强

的Ｔ２ 及Ｔ２
效应。

远亲繁殖鼠（ｏｕｔｂｒｅｄｍｉｃｅ）：远亲交配而产生的鼠，因此其

基因成分有最大程度的不同，与近亲繁殖鼠正好相反。

药物基因组学（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ｇｅｎｏｍｉｃｓ）：研究个体基因差异对

药物治疗反应的学科，可用于以基因组为基础的药物或对比剂

开发。

预靶向技术（ｐｒ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将对比剂和药物进行靶向传送

的两部程序。

原癌基因（ｐｒｏｔｏｏｎｃｏｇｅｎｅ）：通过功能获得性突变可突变为

肿瘤促进基因，即癌基因的基因。原癌基因涉及到细胞生长或

分化的控制。

Ｚ

杂交（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将两个互补的 ＤＮＡ 链或 ＤＮＡ 和

ＲＮＡ结合以形成双链螺旋分子的过程。

载体（ｖｅｃｔｏｒ）：是携带靶ＤＮＡ片段进入宿主细胞内进行扩

增和表达的工具（如病毒、脂质体）。

致变剂（ｍｕｔａｇｅｎ）：引起ＤＮＡ序列遗传性质改变的化学物

质或辐射。

质粒（ｐｌａｓｍｉｄ）：与细菌基因组不同的环形染色体之外的

ＤＮＡ，多个基因工程质粒可用于克隆及表达载体。

脂质体（ｌｉｐｏｓｏｍｅ）：人工合成的用于包装药物、基因或对比

剂以将其引入细胞的、由脂质双层包裹的胶粒。

肿瘤标记（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可在体液或组织中测量的特异

的生物分子，如抗原或酶，当其水平异常时提示出现恶性肿瘤。

肿瘤抑制基因（ｔｕｍｏ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ｇｅｎｅｓ）：编码抑制细胞周

期生长蛋白质的基因。

肿瘤相关抗原（ｔｕｍ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ｎｔｉｇｅｎ，ＴＡＡ）：主要在肿

瘤细胞表面显示的抗原或由肿瘤细胞释放的抗原。

肿瘤形成（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通过获得一些突变而从正常细

胞变为肿瘤细胞的过程。伴随肿瘤生长的是支持性的血管生

成及逃避凋亡、侵袭组织及形成转移的机制。

转导（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指由噬菌体和病毒介导的遗传信息转

移的过程。

转染（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ｉｏｎ）：是指真核细胞主动摄取或被动导入外

源性ＤＮＡ片段而获得新表型的过程。

转录（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以ＤＮＡ为模板在 ＲＮＡ聚合酶的作

用下合成ＲＮＡ的过程。

转运ＲＮ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ＮＡ）：从可溶性氨基酸池到蛋白质合

成器的氨基酸携带体。

转化（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指的是细胞永生的过程和转基因进

入细胞的过程。

转基因（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通过转化而从一个生物体传送到另一

个生物体的基因。

转基因生物（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是指用人工方法将外

源性基因导入或整合到基因组内并能稳定传代的一类动物。

转铁蛋白受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是一种位于细胞膜的

跨膜糖蛋白，由两个相同亚基以两个二硫键连接而成的二聚

体，其主要功能是实现铁自细胞外向细胞内转运。由于大多数

肿瘤细胞转铁蛋白受体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因此可作为分子

影像学的一个报告基因。

自杀基因治疗（ｓｕｉｃｉｄｅｇｅ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基于无毒性前体药物

通过转基因方式经酶转化后而成为有毒性药物的基因治疗方

法。

祖代细胞（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能自我更新和分化的未成熟细

胞，如造血干细胞可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及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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