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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以核酸或蛋白质为研究对象的原理称为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技术也为大众所认可，备受关注。它不仅加速

了基因研究的进展，为活体遗传信息提供了多样化的可

能性，也为结构细胞学、血肿、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

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分子生物技术

也用于现代医学，重点讨论临床实验中的分子生物学技

术研究。

1　分子生物技术中的常见技术

由于分子生物技术的关键，多环链反应（PCR）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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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扩增过程中所需时间较短。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也

产生了许多新的 PCR 扩增技术，如场外基因扩增、链式

扩增技术、NASCAR、LCR、TAS 等。此外，核酸探针技

术、SelEX 技术、生化工程、核分析技术、生物传感器等

多项技术的检测技术也得到了提高。这些实验技术的改

进可以直接解释生命规律，促进长期临床诊疗。

2　分子生物学技术

在当今的生物实验中，分子生物技术载体有很多种。

其中包括生物过滤器和转换器，它们以复合复合材料和

分子过滤器的形式使用生物识别技术。同时，可视产品

专门与生物传感器集成。审稿人然后把里 [1] 面的艺术定

义，然后用符号发送定义的分子。信号分为电信号和电

信号。一些需要测试的项目会通过更多的程序进行适当

的测试，然后进行测试和审查。分子生物传感器可以发

现溶液中的少量蛋白质、小分子和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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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前诊断技术所包含的专业知识极其复杂，

可以作为医师诊断和诊断测试的重要依据。分析设备使

用肌肉 - 分子疼痛。生物传感器对参与医师的诊断和治

疗非常有帮助。

3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简述

在生物实验、评价和分析中，我们经常接触到各种

形式的分子生物技术，包括分子生物传感器，它是基于

分子生物学的固态技术。该技术将生物特征与传感器相

结合，待测物体（样品）与生物传感器形成特定反应。

此外，分子生物传感器对被测对象进行内部技术识别，

并将被识别和识别的分子以信号的形式传输，包括光信

号和电信号 21。剩余的待测物质将进行定性测试和彻底

分析。方法。在液体产品的检测中，小分子、蛋白质和

核酸以小分子为主，但可以通过分子生物传感器进行检

测。同时，现代临床试验技术相当复杂，可以为 [2] 临床

疾病评估和患者状态评估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而基于

核酸生化的分子生物学可以为医生提供新的检测方法，

进一步提高临床诊断水平和分析条件。

4　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临床的影响

（1）与传统的免疫测定和培养鉴定相比，生物芯片

技术与 PCR 相结合具有灵敏度高、时间短、在生物检测

和传统病原体鉴定等方面应用广泛的特点。将分子生物

学应用到病原微生物的临床检测中，可以提高疾病检测

的效率。PCR 可用于检测液体。它们可能在检测溶液中

含有痕量蛋白质、小分子、核酸和其他小分子。分子生

物技术可用于检测这些物质。致病性医疗器械的体积非

常小，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检测的难度。利用分子生物学，

我们可以从大量死细菌中消灭活细菌。通过向反应管中

添加特定物质，可以识别多个或单个 PCR 病原体。结果

的准确性不影响大量死菌或微生物和混合样品的生长时

间。基于强大的灵敏度和高性能，生物芯片技术可以同

时检测数百种病原微生物，高效寻找临床耐药基因。其

技术最大的优点是不受流体中其他微生物的干扰，可以

找到确切的原因并进行治疗。

（2）癌症和遗传疾病是在检查各自疾病的诊断后确

认的。这两类疾病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的遗传缺陷。它

们的准确诊断可以通过基因与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

关位点以及有效的基因级关系来成功诊断。P53 抑癌基

因突变可以通过基因系统进行评估，肿瘤特异性标志物

可以通过生物传感器、分子蛋白质组学和流式细胞术成

功诊断。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识别遗传疾病中患病家族

基因中的特定多态性。单带构象、DNA 片段多态性长度

分析、酶基因调控、原位荧光杂交染色体分析、微块技

术等被广泛应用。

（3）解释调控基因水平是免疫系统疾病诊断的关键

环节。分子生物学可用于诊断免疫系统疾病。诊断免疫

系统的关键是找出一个基因片段是否正常。应该使用分

子生物学来检测人体免疫系统中的基因片段。在免疫系

统疾病的临床试验中，检测的最终目的是使用特定的激

活酶和标记物来检测 DNA 的完整性。有许多类型的免疫

系统疾病需要使用精确的分子技术进行 [2] 检测和识别。

例如，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研究使用磁性修饰和免疫

测定来检测基于抗体的免疫材料，例如纳米磁性微球特

异性抗体和生物分子纳米技术通过捕获荧光物质、酶和

同位素，自动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 型和 2 型抗体，为

有效防控人类病毒提供坚实基础。

5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临床中的具体应用

5.1 分子生物芯片技术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

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对疾病过程认

识的逐渐加深，以前的生物技术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对微

量、准确、快速医学检测的需求。分子生物芯片技术实

际上是指将大量分子固定在一个载体上，用自动控制仪

器对样品的杂交过程和反应信号进行样品标记和检测，

以评估样品中分子的数量。我们以致病菌为例。由于大部

分病原菌的基因和序列都经过了检测，但它们对医疗的贡

献是不可磨灭的，所以一般的操作原理是将代表各种微生

物的特殊基因整合到芯片中，对照仪器可以检测样本是否

被感染，从而评估患者的感染情况，并确定感染源。

5.2 分子生物纳米技术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

检测生物活性物质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以抗体为基

础的生物技术是临床检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人们确定

磁性纳米球表面的特异性抗原，然后以荧光物质和放射性

同位素为检测依据，与传统的检查技术相比，已验证 [3] 该

类纳米技术在临床检查中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操作性。因

此，这项新技术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人们

利用分子纳米技术检查人体内各种化学成分的状态特性，

可以用来评估人体是否处于正常的元素供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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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分子生物技术在分子蛋白质组检测中的应用

分子蛋白质组研究建立了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之后人们在此基础上对疾病的进化过程进行了更准确的分

析，同时在靶向治疗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该应用存

在一定的不足，即受制于太多致癌物，导致该技术停滞不

前。事实上，分子蛋白质组技术是一种更接近生命本质的

技术，因此相信分子蛋白质组检测技术在未来的发展路上

将打破现有的尴尬局面，在未来的临床试验中站稳脚跟。

5.4 分子生物传感器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

生物特征元素，例如抗体、受体、酶、蛋白质和动

物组织，使用化学或生物固定技术连接到换能器。在生

物识别元素中使用特定物质会产生特定的反应。同时将

结果信息通过能量转换器转换成光、电信号，并将转换

后的信号输出，从而通过转换输出信号或光信号实现检

测物质的定性和定量测定。达到高效检查的目的。

分子生物传感器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可以获取流体

中小分子有机物质、微量蛋白质、核酸等物质的特定信

息，保证临床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植入生物传感

器后，可连续进行动态手术，对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测试

和反馈，以达到对重症监护患者进行有效监测的目的。

5.5 聚合酶链式反应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也称为无细胞克隆或聚合

酶链式反应。PCR 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丰富的、全新的

样本靶 DNA 序列缺陷，改变传统的检测、诊断和科学

研究。在临床分子生物学中，PCR 技术广泛应用 [2] 于食

品实验、出境检查、寄生虫学、免疫学和基因治疗等领

域。PCR 技术也已广泛应用于微生物学、肿瘤学和免疫

学。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 分析和 PCR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

态性是 PCR 的进化延伸，可以准确识别基因型，该物种

可以检测与特定酶消化位点相关的突变。此外，它还包

括定量实时荧光 PCR 和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可以对目

标 DNA 进行定量，更合适、更准确；单个 PCT 的构象多

态性可以检测产物的序列内多态性。

6　分子生物学技术存在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

6.1 技术复杂，仪器要求高

分子生物技术是一种新的临床检测技术，还有许多

挑战需要改进。检测分子生物学的技术过于复杂。此外，

对测试仪器的质量也有非常高的要求。用于测试的药物

和反应容器非常昂贵。这些条件限制了分子生 [3] 物学的

发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充足的临床试验设施，医学分

子生物学检测技术的灵敏度需要根据临床试验的实际水

平进一步提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培养肺结核，就不用选择

昂贵的培养工具。可以使用传统培养工具。此外，疾病

的临床研究不应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临床发现为依据，

虽然该技术可以提高医师的诊疗效果，但也存在技术误

差，需要结合临床检查才能得出结论。

6.2 监测和管理不足

分子生物学技术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部分检测控

制明显不足，监管部门责任重大。按照国际临床检测程

序，医院应建立严格的关键技术管理标准管理制度。此

外，虽然分子生物学技术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发展速度

仍是未知数。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强治理，

积极推进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建设，建立专门的管控人员，

完善管控机制，确保分子生物学技术临床试验稳定可持

续发展。

6.3 发展

分子生物学的临床应用虽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因此，它仍然显示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未来，其发展将

继续全面：现有医学实验室组件的全面扩展，操作程序

的完全减少，检测过程的全面扩展，结果中人为活动错

误的减少，纠正和效率的提高。关键医疗优先事项的有

效性的基本保证，并通过持续的测试方法为医生的有效

性提供坚实的基础。

7　结束语

现代生物学的分子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价值非常

高，特别是在现代医学的发现方面。作为生命科学、医

学各领域理论和技术快速发展的前沿阵地，不仅优先发

展我国基础医学技术，也引领临床试验向更好的方向发

展。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理论基础知识

和基本能力。当然，这也暗示了，例如中医药、藏医药、

蒙古医药，是向现代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但必须记住，

现代分子生物学若要科学、合乎逻辑、有效地用于临床

试验，还必须具备理论知识和与之相关的基本实验技能，

如临床疾病诊断、临床试验、基础 [1] 科学、医学化学、

医学物理、基础医学、临床常用检测分析工具的结构方

法和各种操作，以及与健康和临床试验有关的主要理论

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只有这样，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才能有效地应用于临床试验，为临床医学中各种疾病的

预防、诊断、治疗和评价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马森 .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临床检验中的有效应用

[J]. 科技风，2020（08）：195.

[2] 王淋 .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临床检验中的应用进展

[J]. 临床检验杂志（电子版），2020，9（01）：243.

[3] 刘勋，周芹 .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临床检验中

的应用价值 [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9，19（07）：

143+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