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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芯片（微阵列）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建立的一种高通量、大规模分析技术，经过近20年
的发展，该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研究、药物开发、临床检验等领域，对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生物芯片在不同领域研究应用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多，但是相关的专著较少，早期的专著主要集中在生
物芯片的制备、生物芯片的实验方法等方面，近期出版的一些专著也主要集中在各自的应用领域。
生物芯片的快速发展已经渗透到生命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进行几乎
所有物种的全基因组分析”，而分析如此大规模的实验数据所需要的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工具也得到
了发展。
本书内容丰富，技术和应用介绍全面，是近期出版的有关DNA生物芯片书籍中难得的一本参考书，我
们组织研究人员翻译了本书，为中国的渎者提供参考。
　　本书共分13章，从实验设计、芯片的制备方法到生物芯片的数据分析和数据存储，对生物芯片实
验技术方法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和详细讨论，并以生物芯片在医学中的应用作为重点，阐述了生物
芯片技术的应用，同时对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型生物芯片技术如蛋白质芯片、细胞和组织芯片、叠瓦
芯片等进行了介绍，供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参考。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组织完成，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有张春秀博士
（前言、第二章、第三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二章）、武雪梅（第四章、第五章、第十章）、华
友佳博士（第六章、第七章）、刘寒梢博士（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全书由肖华胜博士统
一审核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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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位作者引用了大量的研究文献，阐述了生物芯片技术的最新进展，比较全面地
覆盖了生物芯片的各个领域，使这项前沿技术不再神秘。
    本书概括总结了生物芯片的实验基础、设计和制备、用于生物芯片实验的样本采集和标记、生物芯
片杂交等最新实验方法。
    详细讨论了生物芯片实验技术所产生的大量数据的分析方法，以及利用生物芯片所产生的数据进行
差异分析、聚类和分类的科学方法。
    对使用比较广泛的几种生物芯片，如基因组生物芯片、外显子生物芯片、叠瓦生物芯片等，进行了
有关探针设计和实验方法的详细介绍。
    以生物芯片在医学上的应用为重点，论述了不同种类的生物芯片在疾病研究、基因分型、药物开发
等领域的应用。
    介绍了蛋白质芯片、细胞芯片和组织芯片等多种新型生物芯片的制备和应用。
    本书适用于生物芯片研发应用以及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食品安全检测等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学生、教学科研人员参考使用，也
可供生物技术企业的研发者和决策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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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3.2信号点检测和图像分割　　栅格定位之后要进行图像分割，图像分割是图像分析中的一个术
语，指将感兴趣的目标与图像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在生物芯片中指从背景中识别出信号点像素。
常规假设是探针所在区域与无探针的非信号点区域相比有不同的亮度，将前景信号值从背景中分离出
来看似简单，但实际是很复杂的，因为生物芯片图像本身不那么完美。
例如，很多芯片图像中出现的圆环状的点，在环中心没有杂交，这对信号检测也是一个挑战：在最后
的信号点强度计算时把这些未杂交像素包括进去，还是鉴定后滤掉只保留好像素呢？
在图像的自动识别和强度读取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分割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新的分割方法不停地出现。
因此不可能详细介绍每种方法，我们只举几个例子阐述目前信号点定位方法的基本原则。
这个领域已有Qin等进行了很好的综述（Qineta1.，2005）。
　　5.3.3 固定圆分割法　　这种分割算法是最先应用到芯片图像分析中的方法之一，它假设芯片上所
有的点都是圆形且直径相同。
划格后，在每个点的位置画一个固定直径的圆，圆内的像素是信号前景，圆外的是背景。
一些点定位软件中这个算法作为可选项，由于前面所描述的可变性因素，这一方法有些粗糙，需要进
行大量的手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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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分13章，从实验设计、芯片的制备方法到生物芯片的数据分析和数据存储，对生物芯片实
验技术方法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和详细讨论，并以生物芯片在医学中的应用作为重点，阐述了生物
芯片技术的应用，同时对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型生物芯片技术如蛋白质芯片、细胞和组织芯片、叠瓦
芯片等进行了介绍，供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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