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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型全分析系统”通过对生物化学分析设备的微型化和集成化，最大限度地实现常规生物化学
分析设备乃至整个分析实验室的功能。
是融微电子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为一体的高度交叉的新技术。
　　微流控聚合物PCR（聚合酶链式反应）芯片是采用先进的MEMS技术发展起来的一种单片微型结
构、高效廉价的微全分析系统，具有微型化、分析速度快、成本低、易与其他装置集成等特点。
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新药物开发、分子生物学、生命科学、工农生产、军事、刑侦、环境科学等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背景。
　　作者根据自己多年微流控聚合物PcR芯片的研究，在书中详细地叙述了集成微流控聚合物PCR芯
片功能单元的设计、芯片微加工工艺、芯片的流体驱动与温度控制系统、PCR扩增试验等内容，本书
是作者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的总结。
　　该书可供从事MEMS技术，生物芯片研究及应用的科技人员和高等学校相关专业教师阅读参考，
也可以作为机电一体化、仪器仪表、微流控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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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流控芯片（micro）fhJdic：chips）是当前霻AS（微型全分析系统，miniallurizedtotal analysis
systems）研究的发展前沿，将生物化学分析系统缩微成单独一个完整的微芯片，集中地体现了将分析
实验室的功能转移到芯片上的思想。
《集成微流控聚合物PCR芯片》详尽阐述了单片微型结构的高效廉价的集成微流控聚合物PCR（聚合
酶链式反应）芯片的设计、制造、控制和试验技术。
书中所研究的技术将会促进PCR生物芯片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新药物开发、分子生物学、生命科学、
工业生产、农业、军事和刑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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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 芯片材料选择　　微流控芯片的基片材料与工程材料的选择不同，目前大多采用非金属材料
，常见的有硅和玻璃。
硅导热性很好，加工易于控制，但是硅对生物反应，如PCR反应有影响。
同硅相比，玻璃透明，有较好的导热性和较高的机械强度。
但是，玻璃对蛋白质有吸附作用，也需要进行表面改性；玻璃的加工需要刻蚀，工艺比较复杂。
　　与此同时，以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为基底的微流芯片正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
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兼容性、良好的表面电特性、低荧光背景，使得大部分的生化分析
可以成功进行。
聚合物材料价格低廉，易于大批量生产，所以聚合物芯片正在被广泛的研究。
　　聚二甲基硅氧烷（Polydimethylsiloxane，PI）MS）是一种常用的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与传统的硅
、玻璃等材料相比，PDMS有以下优点：价格便宜；工艺简单，易于制备；容易封装；可重复使用；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良好的绝缘性和热稳定性，已经成为此项研究的热点材料。
　　PDMS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即树脂和固化剂。
PDMS通过有机金属的催化剂进行交联反应固化。
PDMS树脂和固化剂的比例一般为10：1，增加固化剂使交联的结构增多，导致形成的弹性体硬度增大
，减少固化剂的作用，则相反。
通过加热可以加速交联反应，经过固化过程，形成的弹性体体积会有所减小。
　　PDMS具有优异的物理和化学性能，生物相容性好，可以用于制作生化分析器件。
而且绝缘性好，在用于电泳芯片的时候，可以施加高的电场强度。
另外的一个优点是，PDMS可以发生可逆变形，因此可以制作不规则形状的器件。
PDMS同时易于脱模。
另外，PDMS表面与很多材料表面有很好的亲和力，这使H）MS微通道与其自身或其他材料很容易实
现可逆封装，在外力的作用下可以将PI）MS揭开。
　　但是PDMS导热系数小，散热性差，而且很难沉积金属材料，这些因素都不利于热反应如PCR反
应的进行。
玻璃的热传导性能好，且散热性能优良，通过lift-off（刻蚀一剥离）工艺可以在玻璃基片上很容易的
制作各种形状的金属薄膜。
在本设计中，采用PDMS与玻璃的混合芯片结构，与纯高分子材料芯片相比，引入了玻璃基片，可以
很大程度地改善PcR芯片的热传导，散热和光学性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成微流控聚合物PCR芯片>>

编辑推荐

　　《集成微流控聚合物PCR芯片》适合从事微流体系统、生物芯片研究及其应用的科技人员和高等
学校有关专业教师阅读参考，也适于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本科高年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科研参
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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