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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霉菌毒素是由丝状真菌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 严重污染粮食如大米、玉米、小麦、大麦等, 给人类健

康带来威胁。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减少经济损失, 监管和控制粮食中的霉菌毒素成为生产者、管理部门和研

究人员的主要目标。为此大量快速、适用及精确的检测方法被研究开发并应用, 以特异性抗体为基础的免疫分

析技术具有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本文就免疫标记分析技术以及在粮食霉菌毒素检测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包括

粮食的霉菌毒素的种类和对人类的危害; 免疫标记分析技术的分类; 放射免疫分析、酶标记免疫分析、免疫荧

光标记技术、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技术、免疫胶体金标记技术等在粮食霉菌毒素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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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cotoxins are natural contaminants produced by a range of fungal species. They usually 

presents in grain such as rice, corn, wheat, and barley, which posses a threat to the health of humans. To protect 

consumer health and reduce economic losses,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of mycotoxins in grain has become a 

major objective for producers,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researchers worldwide. In this paper, labeling 

immunoassay techniques, such as radio immunoassay, enzyme immunoassay, fluorescence immunoassay, time 

resolved fluoroimmunoassay and colloidal gold immunoassa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mycotoxin detection of 

grain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mycotoxin; grain; immunolabelling technique 
 
 
 

 
 
 
 
 
 
 



第 8期 青文哲, 等: 免疫标记分析技术及其在粮食霉菌毒素检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2379 
 
 
 
 
 
 

1  引  言 

自古以来, 人类利用真菌(霉菌、酵母菌)生产出多种

美味食品, 如豆豉、酱油、食醋、奶酪、面包、意大利腊

肠、啤酒、黄酒、葡萄酒等, 然而食品消费伴随着一些食

源性疾病的发生, 其中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有 1913年俄罗

斯东西伯利亚发生的白细胞缺乏病, 1952年美国佐治亚州

发生的动物急性致死性肝炎和 1960 年英国发生的火鸡 X

病[1]。这些疾病的发生都与霉菌毒素有关, 尽管早在 11世

纪欧洲圣像画中就有关于霉菌毒素引起中毒的描述, 但直

到 1960年英国 10万多只火鸡因饲用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饲

料而死亡的事件发生后, 霉菌毒素才被人们确定为潜在的

健康危害[2,3]。迄今发现粮食中主要霉菌毒素有黄曲霉毒

素、赭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伏马毒素、单端孢霉烯

族毒素, 这些霉菌毒素表现出巨大的结构多样性, 从而产

生不同的理化性质, 具有各自的特点及造成对人及动物的

危害[4,5](见表 1)。 

根据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统计, 20012011

年, 受霉菌毒素污染的影响, 我国出口欧盟食品违例事件

达 2559 起, 其中霉菌毒素超标占 28.6%, 高于公众熟知的

重金属、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等因素, 在单一事件中比

例最高[6]。霉菌毒素污染不仅给食品企业、粮油加工企业、

畜禽养殖场以及饲料的加工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已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的最大阻碍, 给我国粮油

加工和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因此, 食品中霉菌

毒素的监控对于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粮食中检测霉菌毒素的方法众多, 一般可分为三类, 理化

检测方法, 包括层析、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等; 生物学检

测法, 包括皮肤毒性试验、致呕吐实验、种子发芽实验等; 

免疫学检测法, 即利用抗原抗体反应的原理进行霉菌毒素

检测。 

免疫学检测方法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快速方便

等优点, 特别适合于各种霉菌毒素污染监控中大批量粮食

样本的筛检工作[7,8]。然而, 虽然基于抗体和毒素间特异性

结合反应的免疫检测有诸多优点, 但是抗原抗体反应要形

成明显可见的絮凝或沉淀, 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在大多

数情况下, 抗原抗体的反应量不足, 或者抗原为半抗原、抗

体为单效价抗体时, 其结果很难观察判断, 另外传统的完

整抗体有其特定的限制。基于上述原因, 人们建立的免疫

标记技术, 即采用特殊标记物标记抗原或抗体, 通过测定

抗原抗体复合物中的标记物, 使不可见的反应放大, 使其

在检测中的敏感性、特异性、精确性及应用范围等方面大

大超过了传统免疫检测方法。 

目前, 根据标记物种类、反应机制等特点建立了多

种免疫标记分析方法[9](图 1), 免疫标记技术具有快速、

定性或定量甚至定位的特点, 已发展成为一类检测微量

和超微量生物活性物质的免疫生物化学分析技术, 在粮

食霉菌毒素检测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10-12]。在我国由中

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农业部生物毒素检测重点

实验室报道的黄曲霉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等研究成果 , 

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农产品(花生、玉米、稻米等)、食用油

(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等)、调味品(花生酱、酱油、

醋等)、乳制品(鲜牛奶、奶粉等)和饲料(饼粕等)等 5大类

60 多种农产品及食品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并在生产、流

通、检测、普查、风险监测与政府监管以及国内外科研相

关机构推广应用[13]。 
 

 
表 1  粮食中含有的主要霉菌毒素及危害 

Table 1  Major mycotoxins in grain and their major health effects for human 

毒素名称 病原名称 粮食来源 危害及疾病名称 

黄曲霉毒素 
(aflatoxin, AFT) 

金黄色曲霉、寄生曲霉 
高粱、大豆、玉米、 

小麦、大麦、落花生 

肝癌 HCC(急性黄曲霉毒素中毒)、雷氏症

候群、恶性营养不良 

赭曲霉毒素 
(ochratoxin, OA) 

青霉 
大麦、小麦、燕麦、 

黑麦 

慢性间歇性肾病、巴尔干半岛肾病 

睾丸癌 

玉米赤霉烯酮 
(zearalenone, ZEN ) 

镰刀菌 
玉米、小麦、大米、 

大麦、小米和燕麦 
肝癌、睾丸癌、食道癌、青春期早熟 

伏马毒素 
(fumonisin FB) 

镰刀菌、链格孢菌 玉米、小麦 食道癌 

黄绿青霉素 
(citreoviridin, CIT) 

曲霉、青霉 大米 心脏毒、脚气病 

橘青霉素 
(citrinin)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deoxynivalenoi, DON) 

曲霉、青霉 

镰刀菌、头孢菌、漆班菌、

链格孢菌 

大米、大麦、小麦、 

燕麦、玉米 

大麦、燕麦、高粱、 

大豆、玉米、小麦 

肾脏毒 
 

呕吐、造血系统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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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免疫标记技术的分类 

Fig. 1  Classification of labeling immunoassay techniques 

 

2  放射免疫标记技术及应用 

放射免疫标记技术(immunoradiometric assay, IRMA)

是将同位素分析的高灵敏度与抗原抗体反应的特异性相结

合, 以放射性同位素作为示踪物的标记免疫测定方法, 测

定中先以放射性同位素为标记物标记标准品, 然后与样品

混合, 加入定量特异性抗体。由于样品中的抗原浓度与抗

原抗体复合物中放射性强度成反比, 根据对抗原抗体复合

物的放射性计数, 即可计算样品中的抗原浓度。此项技术

灵敏度高, 可检测出纳克(ng)、皮克(pg), 甚至飞克(fg)的超

微量物质, 特异性强即可分辨结构类似的抗原, 另外重复

性好, 样品及试剂用量少, 测定方法易规范化和自动化等, 

因此建立的放射免疫测定法(radio immunoassay, RIA)已被

广泛应用, 目前国外已成功地应用 RIA 检测的物质多达

300余种, 国内研究的被测物质也达百余种, RIA试剂盒已

有 60 余种, RIA 成为测定各种微量物质不可缺少的手段
[14]。在霉菌毒素检测方面, Chu[15]首先用 3H-标记抗体试验

了棕曲霉毒素的放射免疫分析, 随后, 建立了关于黄曲霉

毒素 B1、镰孢霉毒素等多种霉菌毒素的放射免疫分析。人

们采用 RIA 检测牛奶中的黄曲霉毒素 M1, 可测浓度为

550 ng/mL, 另外测定玉米赤霉烯酮及 T-2 毒素都有很高

的灵敏度[16,17], 但放射性元素易造成污染, 标准品难以保

存, 且该法必须与液体闪烁计数器等仪器连用, 价格昂贵, 

成本较高, 技术推广上具有一定难度, 因此该法的应用受

到一定限制。 

3  免疫荧光标记技术及应用 

免疫荧光标记技术(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ques)以

荧光物质标记抗原(抗体), 利用特殊仪器测定荧光强度而

推算被测物浓度, 特异性强、敏感性高、速度快, 与放射免

疫法相比, 无放射性污染, 并且操作简便, 便于推广。 

目前, 在粮食霉菌毒素检测中较为普遍的免疫荧光

法为荧光光度计法与免疫亲和柱净化结合使用, 这种结合

使用方法的最大优点是不直接接触毒素, 不用毒素标样, 

极少使用有机试剂, 并且免疫亲和柱(IAC)已经商业化, 操

作简便 , 耗时少。免疫亲和柱 -荧光光度计法已为美国

AOAC 的标准检测方法, 以黄曲霉毒素检测为例, 它可以

检测黄曲霉毒素总量达到 2×103 mg/kg以下, 这种方法也

是我国玉米、大米、小麦、花生及其制品(花生酱、花生仁、

花生米)等食品中黄曲霉毒素检测推荐使用的国家标准方

法。已经报道的通过免疫亲和柱-荧光法检测的粮食霉菌毒

素有黄曲霉毒素、赭曲霉毒素及玉米赤霉烯酮等[18-20], 但

是免疫亲和柱-荧光光度计法并非十全十美, 它对水和试

剂的要求较高, 所测毒素必须具有较强的荧光, 而且此方

法不太适合检测含有复杂基体成分的样品, 因此免疫亲和

柱层析净化荧光光度法多用于进行批量样品的快速筛选, 

随后, 需采用化学方法进行方法验证, 其结果才更加准确

可靠。 

荧 光 偏 振 免 疫 技 术 (fluorescence polarization 

immunoassay, FPIA)是另一种应用于大批量粮食样本霉菌

毒素快速筛选的新型的定量荧光免疫检测方法, 目前在欧

洲、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可查询到数量众多的

发明专利, 并且, 推出了检测 DON 和 FB1 等霉菌毒素的

FPIA试剂盒产品, 具高通量、高速度、高灵敏和易于实现

自动化等优点[21]。研究表明 FPIA 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小麦

中 DON、玉米中 ZON以及食品中 OTA的测定[22-25], 在小

麦麸及面粉 DON 的检测中, 检出限量为 120 μg/kg[26], 并

且人们开展了采用 FAB1 单克隆抗体制备新型荧光素标记

的 AFB1-EDF 示踪物, 建立 FPIA 检测 AFT 的研究, 试验

结果显示检测微孔板中的 96 个样品仅需 5 min 的时间, 

FAB1最低检出浓度为 13.12 ng/mL[27]。尽管 FPIA 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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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度快、样品用量少、仪器不需要每次校准, 操作简

便, 但仪器设备昂贵, 药品试剂盒专属性强, 限制其实际

应用。 

4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技术及应用 

20世纪 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time resolved fluoroimmunoassay, TRFIA)以具有特殊荧

光的镧系离子与螯合剂结合作为示踪物标记, 在一定的反

应体系发生反应后, 用时间分辨荧光仪测定产物中的特异

荧光强度, 推测反应体系中待测物的浓度, 从而达到对待

测物质进行定量分析的目的, 具有排除其他荧光干扰、灵

敏度高、一次可以测多个样品的优势, 是目前被公认最有

发展前途的非放射标记技术, 此项技术在粮食霉菌毒素检

测中已得到应用。 

采用时间分辨荧光技术建立的黄曲霉毒素 Bl(AFB1)

间接竞争免疫分析法(AFB-TRFIA)灵敏度为 0.01 µg/kg, 

检测线性范围为 0.01100 µg/kg, 批内和批间的变异率为

4.1%和 6.8%, 平均回收率为 97.2%[28]。建立的黄曲霉毒素

B1 和赭曲霉毒素 A 的高灵敏的 TRFIA 检测方法, 检测黄

曲霉毒素 B1 的灵敏度为 0.02 µg/L, 检测线性范围为

0.02100 µg/L; 检测赭曲霉毒素 A的灵敏度为 0.05 µg/L, 

检测线性范围为 0.0550 µg/L, 不仅灵敏度高, 稳定性好, 

可测范围宽, 而且一次操作同时可以得到 AFB、OTA的两

个结果, 并且研制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快速、灵敏

的 AFB1-TRFIA、OTA-TRFIA检测试剂盒[29,30]。另外人们

采用此项技术建立了粮食中多种霉菌毒素的测定方法, 如

制备了伏马毒素 B1(fumonisin B1, FB1)单克隆抗体并利用

该抗体研制了基于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方法的检测试剂

盒, 使 FB1 最低检出浓度为 2 ng/mL, 检测线性范围为

25122 ng/mL[31]; 建立了快速灵敏的 T-2毒素的全自动检

测方法, 即采用 T-2-BSA包被 96孔板作为固相抗原, 与游

离的 T-2竞争有限的抗 T-2单克隆抗体, 以 Eu3+ 标记的羊

抗鼠抗体示踪, 采用间接竞争免疫分析方法在解离增强荧

光免疫分析体系中建立 T-2-TRFIA[32]。利用抗脱氧雪腐镰

刀菌烯醇(DON)多克隆抗体, 采用纳米均相时间分辨荧光

免疫法测定技术建立间接竞争 DON-TRFIA定量检测方法, 

灵敏度为 0.007 ng/mL, 检测线性范围为 0.007100 ng/mL, 

批内批间变异系数均<5%; 玉米、小麦样品添加回收实验

的回收率分别为 84%110%、67%100%[33], 因此认为纳

米均相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测DON是目前DON检测中最

灵敏的方法之一。该分析方法稳定性好, 可测范围宽, 具有

很好的应用前景。 

人们采用 TRFIA技术建立了测定粮食中黄曲霉毒素、

T-2 毒素、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玉米赤霉烯酮等毒素的

方法, 此技术集合了酶标记技术、放射标记技术和同位素

标记技术的优点, 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很强、稳定性好、

测定范围宽、非放射性等特点, 随着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

析试剂盒和试纸条的研发和应用[34,35]TRFIA 操作更加简

单、更适用于真菌毒素的超微量分析, 成为一项很有前途

的、值得推广使用的技术。 

5  酶免疫分析技术及应用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是目前应用最多的免疫酶技术, 其反应在微

孔板上进行, 使用酶标仪测定读数, 具有高特异性、高敏感

度、操作方便、分析速度快、适合对大量样本筛选等优点。

采用 ELISA测定粮食中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玉米赤霉

烯酮、赭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伏马菌素的方法已经得

到应用[36]。在玉米及其副产物玉米赤霉烯酮的检测中, 优

化了样品前处理后,  ELISA 方法灵敏度为 1.0 ng/mL, 线

性范围为 020 ng/mL, 回收率达 70.3%90.9%, 并用此法

测定了 24 份玉米副产物样品, 检出率为 100%, 阳性率为

37.5%, 其结果表明此方法快速灵敏准确, 有较好的实用  

性[37]。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东北地区玉米等粮食及副

产物饲料原料中 6 种霉菌毒素(黄曲霉毒素 B、玉米赤霉烯

酮、呕吐毒素、伏马毒素、赭曲霉毒素 A、T-2毒素)含量[38]。 

由于收获粮食和库存粮食的真菌毒素检测往往批量

大、时间紧, 为此, 一般使用酶联免疫试剂盒进行检测。目

前, 常见的黄曲霉毒素、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T-2毒素、

玉米赤霉烯酮、棕曲霉毒素和伏马毒素等六种霉菌毒素的

商品化 ELISA 试剂盒都可以获得, 根据 ELISA 技术开发

的毒素检测试剂盒减少了毒素检测的许多中间过程, 大大

缩短了检测时间, 为毒素的快速检测奠定了坚实基础。然

而通过对目前国内市场上供应的常见粮食真菌毒素检测试

剂盒进行测试发现, 不同品牌酶联免疫试剂盒的批次间、

同一批次的孔板间存在差异, 给检测结果带来影响, 导致

试剂盒检测对按照 GB 2715-2005《粮食卫生标准》中各种

真菌毒素限量要求的标准限量值的判定会出现偏差[39], 因

此认为试剂盒用于量大时粮食样品的真菌毒素筛选, 具有

很好的适用性和一定的准确性; 在用酶联免疫试剂盒时检

测样品时, 应该用质控样品对整个检测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或用高压液相法进行核验, 特别是对检测的临界值样品要

用其他方法进行比对、确认, 以防检测结果的假阳性和假

阴性。 

为了提高检测灵敏度, 在常规检测方法的基础上, 建

立了小分子夹心 ELISA、双抗原夹心 ELISA、同步 ELISA

测定抗体 , 组合单克隆抗体夹心 Dot-ELISA 测抗原等   

等[40-42], 与传统的比色 ELISA 法相比, 建立的直接竞争性

ELISA 法在进行玉米及大米的玉米赤霉烯酮、T-2 毒素检

测中都具有很好的检测特异性[43-47], 另外, 将特异性抗体

添加显色物质应用于 ELISA 方法上检测食品中的玉米烯

酮可提高灵敏度[48]; 在噬菌体表面筛选到抗赫曲霉毒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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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拟表位, 将其与载体 BSA 偶联, 建立了无毒素竞争

ELISA[49], 噬菌体展示纳米抗体 Phage2-5具备良好的模拟

黄曲霉毒素抗原的生物活性, 用作替代抗原建立的免疫分

析方法灵敏度高、甲醇耐受能力强, 并且样品基质效应不

明显, 具有进一步研制黄曲霉毒素模拟抗原的前景[50]。以

匙孔血蓝蛋白(KLH)为载体, 采用碳化亚二胺法人工合成

伏马菌素 B1(FB1)抗原 FB1-KLH, 免疫大白兔获得特异性

良好的抗 FB1 多克隆抗体; 在多克隆抗体的基础上建立了

伏马菌素 B1 的间接竞争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方法
[51], 该方

法的最低检出限为 1.1 μg/L, 平均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分

别为 5.8%、10.2%; 在玉米、小麦、大米、高粱谷物样本

中添加 50500 μg/kg 的 FB1 标准品 , 平均回收率在

70.5%105.6%之间。另外, 人们将 ELISA与其他技术相结

合, 建立了新的 ELISA方法, 如生物素-链亲和素酶免分析

(biotinavidin system, BSA-ELISA)以生物素和亲和素能发

生特异性结合为基础建立高特异性、非免疫反应系统, 将

其与酶免疫标记体系相结合, 极大地提高了测定的灵敏度, 

它可比普通 ELISA 试剂盒的灵敏度提高 416倍[52]。斑点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用对蛋白质有极强吸附力的硝酸纤维素

膜代替 ELISA 中的塑料制品 96 孔板作为固相载体, 酶作

用底物后在硝酸纤维素膜上形成有色沉淀而使膜着色, 它

的灵敏度较一般 ELISA 高 68 倍、可达纳克水平, 试剂

用量小, 不需其他设备条件。聚合酶链式反应酶联免疫吸

附分析法(PCR-ELISA)分析使用 PCR在生物体外放大特定

的 DNA 片段, 能从 100 万个细胞中检测出一个靶细胞, 

因此在 PCR扩增以后, 利用 ELISA的原理和方法, 使用酶

标抗体, 通过免疫吸附、酶促反应产物的分析实现了精确

定量。制备高特异性的抗 T-2毒素单克隆抗体(mAb), 建立

的快速敏感的间接竞争 ELISA 免疫分析方法检测大米中

的 T-2毒素, 对 T-2毒素 IC10为 5.80 μg/kg, 加标样品的回

收率为 72.0%108.5%, 并且试验证明与 UPLC-MS/MS 方

法有明显的相关性[53]。另外磁珠颗粒 ELISA、直接竞争性

化学发光 ELISA 等都大大地提高了检测灵敏度和检测特

异性。 

6  免疫胶体金标记技术及应用 

免疫胶体金标记技术 (immunogic colloidal gold 

signature, ICS)是利用金颗粒具有高电子密度的特性, 以胶

体金作为示踪标记物, 应用于抗原抗体反应的继三大标记

技术(荧光素、放射性同位素和酶)后发展起来的固相标记

免疫测定技术。这一反应也可以通过银颗粒的沉积被放大, 

称之为免疫金银染色。 

制备的胶体金颗粒在碱性环境条件下带负电荷, 可

与蛋白质分子的正电荷基团静电吸附而形成牢固结合即免

疫胶体金, 也可与许多其他生物大分子如葡萄球菌 A 蛋

白、免疫球蛋白、毒素、糖蛋白、酶等发生非共价结合。

胶体金颗粒本身呈红色, 所以当免疫胶体金颗粒遇到相应

的抗原或抗体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 在适宜条件下达到一

定的密度时, 便于光镜、透射电镜或扫描电镜观察检测, 也

可直接肉眼观察判断, 具有快速、简便、特异、敏感等优

点。因此胶体金免疫技术已应用到生物学的各个领域, 并

成为不同样品定性定量的快速免疫检测方法[54-56]。 

在粮食霉菌毒素检测中, 利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

建立了一种快速检测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方法, 即采用

柠檬酸三钠还原法制备胶体金颗粒标记抗黄曲霉毒素 B1

单克隆抗体并喷于玻璃纤维上, 黄曲霉毒素B1偶联抗原和

二抗鼠抗驴分别结合于硝酸纤维膜上依次将样本垫、胶金

垫、硝酸纤维膜和吸水纸组装切割成胶体金试纸条并装入

检测卡中, 测试结果表明, 这种黄曲霉毒素 B1快速检测试

纸条的灵敏度为 5 ng/mL, 检测时间为 10 min, 批内和批间

重复性为 100%, 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均为 0, 使用简单方

便非常适合现场快速检测黄曲霉毒素 B1。同时赖卫华等
[57]

利用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研制了免疫胶体金技术检

测棕曲霉毒素的试纸条等其他霉菌毒素的快速检测方法。

另外, 研究了纳米金标记免疫检测体系建立过程中的影响

因素, 包括检测带的信号强度、封闭试剂、纳米金探针的

浓度、包被试剂 A和 B的浓度、纳米金溶胶的颗粒尺寸圾

检测过程中的化学体系等。通过参数优化, 确立了建立快

速、简易的金标试剂条检测方法的最佳条件[58,59]。 

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于 2010 年启动粮食收购现

场黄曲霉毒素B1快速检测方法的应用研究, 建立了胶体金

免疫标记快速检测主要原粮黄曲霉毒素B1的方法, 并就在

收购现场检测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该方法可

检测黄曲霉毒素 B1在 5 µg/kg以上的原粮样品, 并可按粮

食卫生标准的需要, 分别设定 5、10、20 µg/kg的检出限, 方

便实际样品的检测。同时, 组织开展了脱氧雪腐镰刀菌烯

醇和玉米赤霉烯酮等真菌毒素胶体金试纸快速检测方法的

应用研究, 并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对上述两种真菌毒素的胶

体金快速测试卡从检测的准确性、重复性、稳定性方面进

行验证, 如北京国家粮油质检中心、湖北、广西、辽宁、

四川和重庆等省级粮油检测中心受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

心委托, 于 2010年 5 月至 2011年 2 月分别对几家公司生

产的呕吐毒素与玉米赤霉烯酮毒素快速检测试纸条进行验

证, 结果表明, 真菌毒素胶体金快速检测方法简便快捷, 

尤其前处理简单, 适用于现场快速筛选分析, 适合粮食收

购环节现场快速筛选检测工作[60]。 

但是, 胶体金免疫技术在实际研究及应用过程中仍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 该方法在检测过程中常出现假

阳性和假阴性问题; 其次, 检测的灵敏度及可重复性程度

不高, 检测线性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展; 最后, 因免疫胶体

金技术是以胶体金纳米颗粒作为标记物, 颗粒本身的一些

特性也导致免疫胶体金技术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如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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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程中要求清洁程度高, 胶体金溶液的稳定性较差, 存

放时间短等。 

7  展 望 

免疫标记技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荧光素、酶、胶体

金等作为标记物, 使标记的抗体或抗原和与之对应的抗原

或抗体进行特异性的抗原抗体反应, 通过物理化学手段, 

使不可见的反应放大, 转化为可见的、可测知的光、色、

电、脉冲等信号, 最终借助于各种精密的检测仪器结果进

行观察和测定, 大大提高了免疫反应的敏感性, 因此人们

依此已创建了不少快速、简便、特异、敏感、低耗的检测

霉菌毒素的方法应用于粮食霉菌毒素的检测。从上所述, 

粮食霉菌毒素快速检测常用方法为 ELISA 试剂盒检测和

胶体金标记快速检测, 操作简便快速, 非常适合粮食收购

环节现场快速筛选检测工作。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多重

检测和分析手段的联合应用[61-65], 根据霉菌毒素理化性质

的特点, 选择适当的检测方法在进行样品的简单快速、适

合多组分残留分析的前处理基础上, 再借助准确灵敏检测

仪器, 将能更加有效地提高检测粮食霉菌毒素的灵敏度和

精确度。粮食霉菌毒素是一类对人体危害比较大的化合物, 

种类繁多, 化学性质各不相同, 密切关注新技术和引入新

方法, 不断完善创新, 才能推出适用于我国粮食霉菌毒素

的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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