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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磁珠分离技术在食源性致病菌检测中的应用 

林吉恒*, 黄朱梁, 彭志兰, 孙  瑛 

(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舟山  316012) 

摘  要: 免疫磁珠(immunomagnetic beads, IMB)是一种均匀、具有超顺磁性及保护性壳的球形小粒子, 由载体

微球和免疫配基结合而成。免疫磁珠分离技术(immunomagnetic beads separation techniques, IMBS)则是利用免

疫磁珠上包被的特异性抗体与抗原发生亲和反应, 从复杂的样品中分离到目标抗原。再利用磁珠的磁响应性, 

实现对目标抗原的富集。在食源性致病菌检测方面, 该技术通过与其他检测手段相结合而得到广泛应用, 具有

灵敏度高、检测时间短、操作简单等优势。本文综述了免疫磁珠的结构特点、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的原理, 着

重阐述了该技术在食源性致病菌检测方面的应用进展, 以期为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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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mmunomagnetic beads separation techniques in detection  
of foodborne pathogenic bacteria 

LIN Ji-Heng*, HUANG Zhu-Liang, PENG Zhi-Lan, SUN Ying 

(Food and Drug Testing Institute of Zhoushan, Zhoushan, 316012, China) 

ABSTRACT: Immunomagnetic beads (IMB) is a kind of uniform, has superparamagnetism and protective shell of 

small spherical particles, by the carrier on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spheres and immune ligands. The 

immunomagnetic bead separation techniques (IMBS) use the specific antibody coated on the immunomagnetic beads 

to affinity with the antigen to separate the target antigen from the complex sample. In the detection of foodborne 

pathogens, this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combining with other detection methods, 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sensitivity, short detection time and simple operation.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mmunomagnetic beads and the principles of immunomagnetic beads separation techniques, emphasized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this technology in the detection of foodborne pathogenic bacteri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mmunomagnetic separation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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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immunomagnetic bead separation 

techniques, IMBS)作为一项新的免疫学技术, 它将固化试

剂特有的优点与免疫学反应的高度特异性结合于一体, 以

免疫学为基础, 渗透到病理、生理、药理、微生物、生化

以及分子遗传学等各个领域。IMBS 最初用于血液中细胞

的分离, 目前广泛应用于致病菌的分离与检测[1]。 

本文简单介绍了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的基本原理, 综

述了近些年免疫磁珠分离技术在食源性致病菌检测中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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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 为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免疫磁珠的结构特点 

免疫磁珠(immunomagnetic beads, IMB)由载体微球和

免疫配基组合而成。微球载体的核心为顺磁性粒子, 使磁

性微球能在磁场的作用下快速聚集 , 其主要成分为

γ-Fe2O3、Fe3O4和MeFe2O3; 核心外层包裹一层高分子材料, 

以保证磁性密封良好 , 避免漏磁 , 其主要成分为聚苯乙

烯、聚乙烯亚胺或聚丙烯酸等; 最外层为功能基层, 如氨

基、羧基、羟基等。这些微球在没有磁性的情况下不会发

生磁性聚合, 当出现外加磁场时, 这些微球能出现响应, 

向统一方向聚集。免疫配基则是指抗原、抗体、凝集素或

者一些化学基团, 配基具有生物专一性, 且微球和配基的

结合不要影响或改变配基原有的生物学特性, 保证微球的

特殊识别功[2]。常见的配基主要有羧基、氨基、巯基、甲

苯磺酸基和环氧基等。 

3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的基本原理 

IMBS 借助免疫磁珠捕获样品中的靶物质, 通过磁珠

在磁场中的运动使靶物质(如病原微生物)分离。具体过程

是将带有特异性抗体的免疫磁珠加到待测样品中, 相应的

抗原物质就会和免疫磁珠上的抗体发生特异性结合, 形成

抗原-抗体-磁珠免疫复合物, 这种复合物具有较强的磁响

应性, 在外加磁场作用下发生力学移动, 使复合物与其他

物质分离, 从而达到快速分离抗原物质的目的[3]。 

免疫配基包被于磁珠外表面, 主要包括一抗、二抗和

蛋白质 A/G。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的方法可分为直接法和间

接法。直接法是指一抗通过化学结合或者物理吸附直接和

磁珠共价偶联, 然后加入待测样品(含待测微生物或抗原

物质), 抗原与免疫磁珠上的抗体结合形成复合物, 在磁场

的作用下与其他物质分离[4]。该方法方便快捷, 但仅适用

于特定靶物质的分离。 

间接法是将二抗和磁珠共价偶联, 使磁珠成为第二

抗体(如羊抗兔 IgG)的载体。然后在待测样品中加入一抗

(如兔 IgG), 若存在目标抗原, 则可先于一抗结合, 形成抗

原-一抗复合物, 再加入已制备的免疫磁珠, 通过二抗-一

抗相互作用, 形成磁珠-二抗-一抗-抗原/微生物的复合物, 

然后在磁力的作用下达到分离特定物质的效果[5]。 

4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在食源性致病菌检测方面

的应用 

传统的食源性致病菌检测方法需经分离培养、生化和

血清学鉴定等多个步骤, 操作复杂, 检验周期长, 而且检

验结果容易受到样品复杂成分的干扰而出现假阴性。而免

疫磁珠则能有效去除样品中的绝大部分杂质, 使检测过程

更快速、高效。因此, 一系列依靠免疫磁珠分离和富集待

测样品, 并结合各种检测技术的高灵敏检测方法应运而生

(表 1), 以下就免疫磁珠分离技术在食源性致病菌检测中

的近些年的研究进展做一介绍。 

 
表 1  基于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的食源性致病菌检测 

Table 1  Detection of food borne pathogens that based on the 
immunomagnetic beads separation techniques 

致病菌 检测方法 参考文献

大肠埃希菌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6]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LAMP [7]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量子点 [8] 

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菌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实时荧光 PCR [9]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选择性培养基 [10] 

沙门氏菌

免疫磁分离技术-荧光定量 PCR [11]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免疫层析 [12]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ELISA [13]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量子点 [14] 

志贺氏菌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双重荧光定量 PCR [15]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量子点 [16] 

霍乱弧菌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LAMP [17] 

金黄色 

葡萄球菌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PCR [18]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量子点 [19]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LAMP [20] 

副溶血弧菌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 LAMP [21,22]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显色平板 [23] 

空肠弯曲菌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显色平板+荧光 PCR [24]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量子点 [25] 

 

4.1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各类培养基 

该方法是利用免疫磁珠对食源性致病菌的分离富集

作用, 结合选择性培养基或者显色培养基实现对食源性致

病菌的高特异性检测。 

闻一鸣等[26]联合免疫磁珠与选择性培养基对不同浓

度(101~105 CFU/mL)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进行检测, 

并对李斯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副溶血弧菌进行交叉实

验。结果显示特异性免疫磁珠联合选择性平板可检出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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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3 CFU/mL 及以上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牛奶样

品中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仅需 6 h 增菌就能被检出, 

检测限为 0.7 CFU/mL。联合使用免疫磁珠富集技术与选择

性培养基, 能在 30 h 内完成对牛奶样品的检测, 较国标法

减少 38 h 以上, 且具有同等的灵敏度。郭瑛等[27]采用免疫

磁珠并结合使用增加赤藓醇、血清选择性培养基, 布鲁氏

杆菌检出限达到 25 CFU/mL。Tatavarthy 等[28]在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的细菌分析手册中鼠伤寒沙门菌检测方法的

基础上, 提出了新的 6IX 法, 该方法将样品在缓冲蛋白胨

水中预增菌 6 h, 再通过免疫磁珠分离技术和木糖赖氨酸

脱氧胆盐琼脂选择性培养基结合对鼠伤寒沙门菌进行检测, 

检测时间缩短了 1~2 d。由此可见, 将 IMS 技术结合各类

选择性培养基或者显色培养基, 为致病菌传统分离培养建

立一种新的技术路线, 提高实验室的工作效率。同时, 使

用免疫磁珠分离技术还可以实现对不同血清型的食源性致

病菌的分离。Kanki 等[29]将 IMS 技术联合山梨醇麦康凯琼

脂培养基或科玛嘉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显色培养基来同时

检测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 O26、O111 和 O157。非 O157

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 O26、O45、O103、O111、O121 和

O145 6 种血清型因为没有特殊的生化特性, 在平板培养基

上很难与其他大肠杆菌区分开。Kalchayanand 等[30]根据这

6 类细菌对碳水化合物的利用率、β-半乳糖苷酶的活性, 及

耐药性的不同开发出一种显色培养基。通过免疫磁珠技术

结合该种显色培养基来区分 O26、O45、O103、O111、O121

和O145这 6种血清型, 并成功地从人工污染牛肉中分离检

测出这 6 种血清型。 

4.2  免疫磁珠结合 PCR 技术 

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免疫磁珠分离技术与传

统 PCR、逆转录 PCR、多重 PCR、实时 PCR 等技术相结

合来进行致病菌的鉴定, 该方法将免疫磁珠消除基质干扰

和 PCR 技术快速定性或定量的优点很好的结合起来。 

李婧姮等[31]利用免疫磁珠富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

菌, 建立的免疫磁珠捕获-PCR 技术的灵敏度是直接 PCR

检测限的 10 倍。张蕾等[32]采用副溶血性弧菌单克隆抗体、

纳米免疫磁分离技术, 结合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

方法, 建立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纳米免疫磁分离-实时

荧光 PCR 检测方法。副溶血性弧菌纳米免疫磁珠在菌体浓

度为 103 CFU/mL 水平时, 对副溶血性弧菌的捕获率达到

74%。在纯培养、无需增菌情况下, 该方法检测灵敏度达

到 140 CFU/mL; 具有良好的特异性; 在食品基质添加实验中, 

其检测限为 2 CFU/25 g 样品, 增菌时间缩短到 8 h。龙梦瑶等
[33]采用免疫磁珠分离法与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fication, RT-PCR)技术  相结合快速检测肉

制品中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nterohemorrhagic Escherichia coli, 

EHEC)O157 的方法。当肉制品中 EHEC O157 含量≥1 CFU/g 

(2.5 g 样本), 免疫磁珠能够捕获, 并通过 EC 肉汤培养基增

殖 3 h 后, RT-PCR 即可成功检测, 全程只需 6~7 h。在大大

缩短了检测时间的基础上, 再次提高了 EHEC O157 的检

测限, 在防范肉制品源性致病性 EHEC O157 传染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4.3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免疫层析技术 

4.3.1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量子点免疫层析技术 

量子点又称纳米晶体, 是粒径小于或接近激子波尔

半径、受激发能够产生荧光发射的纳米晶体颗粒, 一般由

II-VI 族, III-V 族或 IV-VI 元素构成。相对于有机荧光标记

物, 量子点具有非常好的量子产额、耐光漂白的稳定性好、

生物相容性好、背景噪声小、荧光寿命长以及较宽的激发

光的波长范围而发射光波长范围很窄等优点[3436]。将量子

点与免疫磁珠结合来检测致病菌可显著降低检测方法的检

测限, 从而提高灵敏度和分辨率。 

目前已有许多基于量子点荧光标记结合免疫磁珠分

离技术检测食源性致病菌的研究报道。白冰等[34]基于抗原

抗体反应捕获目标菌, 结合生物素与亲和素间的特异性相

互作用, 联合免疫纳米磁珠磁性分离、免疫量子点荧光标

记技术, 运用荧光检测系统, 建立了福氏志贺氏菌的定量

检测模型。当福氏志贺氏菌菌浓度为 102~105 CFU/mL, 相

对荧光强度与菌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决定系数

R2=0.9761。进一步对模型的准确度和精确度进行验证, 得

到菌落浓度预测值与真实值差异小, 检测相对标准偏差为

1.8%, 表明模型的准确度好, 精密度高。该方法可简单、快

速(2 h)、高效地检测福氏志贺氏菌。在之后的研究中, 白冰

等[35]建立了快速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福氏志贺氏菌 2 种

食源性致病菌的量子点免疫标记方法, 利用免疫磁珠富集, 

量子点标记, 微型光纤光谱仪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福氏志贺

氏菌进行定量检测, 结果显示 2种目标菌的最佳捕获条件为

免疫捕获时间 45 min、磁分离时间 1.5 min、磷酸盐缓冲液

浓度为 0.01 mol/L。目标菌浓度在 102~105 CFU/mL 范围, 线

性关系良好, 金黄色葡萄球菌决定系数 R2=0.9626, 福氏志

贺氏菌决定系数 R2=0.9778, 说明具有很好的拟合性。重复

性测试结果中相对标准偏差为 2.9%, 检测时间在 2 h 内。

Wang 等[36]使用量子点和纳米磁珠的荧光免疫分析法对绞

碎的牛肉、鸡肉的洗水、鲜切生菜以及西兰花中的单核细

胞增生李斯特菌进行快速检测, 检测限为 2~3 CFU/0.1 mL, 

说明该方法可对多种食品样品中的致病菌进行有效检测。

Wang 等[37]使用 3 种量子点, 发射光波长分别为 620、580、

530 nm, 作为荧光标记物 , 同时对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

菌、大肠杆菌 O157:H7 和鼠伤寒沙门氏菌进行免疫磁分离

和量子点荧光检测, 这种方法可同时检测到样品中浓度低

至 20~50 CFU/mL 的 3 种菌。Hu 等[38]将免疫磁珠分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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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量子点荧光探针技术相结合来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 检

出限为 103 CFU/mL, 这个方法的样品不需要进行预处理

和分离富集就可以直接进行检测, 整个过程只需 3 h。 

4.3.2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  

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y 

assay, GICA)是一种将胶体金标记技术、免疫学检测和层析

分析技术有机结合的快速筛查法。其原理是利用胶体金标

记的抗原或抗体与相应的抗体或抗原特异性结合, 通过胶

体金显色来达到定性或者定量的目的。将 IMBS 技术和

GICA 计数相结合, 首先通过免疫磁珠将目标菌富集, 再

加入到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上进行检测, 可以去除食品

基质和杂菌的干扰, 将待检样品富集浓缩到更小体积, 从

而大大提高了检测灵敏度和准确度, 具有简便、快速、经

济等特点。 

崔希等[39]利用免疫磁珠分离技术从样本中分离出大

肠杆菌 O157:H7, 再将分离得到的靶细菌重悬液利用胶体

金层析法定量检测大肠杆菌 O157:H7, 其检出限为   

7.6×103
 
CFU/mL。对于 10 CFU/g 大肠杆菌 O157:H7 污染

的食品样本, 经过 6 h 预增菌, 免疫磁珠分离和胶体金试

纸条检测 72 min 即可检出。该方法的建立对于食源性致病

菌的现场快速检测具有重要意义。王报贵等[40]通过胶体金

与特异性针对于副溶血弧菌的单抗偶联, 同时在 NC 膜上

包被兔多抗、驴抗鼠的 IgG 分别作为检测线和质控线, 制

备免疫层系试纸条, 测定试纸条的灵敏性与特异性。结果

表明当加入由胶体金标记的羊抗鼠二抗, 能将显色强度提

高 5 倍, 明显有利于肉眼的观察。在纯培养物中试纸条的

灵敏度为 106 CFU/mL, 且与 3株不同的副溶血弧菌均有阳

性反应, 与 26 株常见的菌均无交叉反应。改良的副溶血弧

菌胶体金免疫层系试纸条的建立, 有助于加强食品中该菌

的检测。 

4.3.3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荧光免疫层析技术 

荧光微球表面修饰的羧基、氨基可共价结合抗体, 荧

光信号强而稳定, 易于量化, 这使其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标

记物。 

李倩茹等[41]以荧光微球为标记物建立了荧光微球免

疫层析检测法, 将羧基化的磁性微球与抗体偶联制备了抗

-鼠伤寒沙门氏菌免疫磁珠, 并将荧光微球免疫层析检测

法与 IMB联合用于富集和检测 3种食品样本中的鼠伤寒沙

门氏菌。结果显示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可达到 1×105 CFU/mL, 

比单一荧光微球免疫层析检测法方法提高了 30 倍, 同时

整个检测过程可在 2 h 内完成。 

4.4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酶联免疫吸附法 

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是一种敏感性高、特异性强、重复性好的实验诊断

方法。将抗原、抗体免疫反应的特异性和酶的高效催化作

用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 可敏感地检测样品中的微量抗

原。将 IMB 技术和 ELISA 技术相结合应用于致病菌检测

中, 使检测更灵敏。 

伍燕华等[42]以抗沙门氏菌多克隆抗体和抗沙门氏菌单

克隆抗体 C1359 建立了双抗夹心 ELISA 方法检测沙门氏菌,  

5 种典型的沙门氏菌 A、B、C、D、E 可以被快速检测出来。

该方法对沙门氏菌纯培养液的最低检测量为 1×104 CFU/mL。

同时该方法对接种有 5 CFU/mL 沙门氏菌的牛奶样品进行

了检测, 检验过程中联用免疫磁珠富集法, 样品在培养 8 h

后检出阳性结果。通过采用 VP 特异性抗体包被磁珠吸附分

离, Seo 等[43]将芯片 ELISA 法检测样品中 VP 的前增菌时间

从>24 h缩至<9 h, 实现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 为及时处

置染菌食品、防止其流通扩散发挥重要作用。Wang 等[44]用

免疫磁分离技术结合 ELISA 检测苹果汁中的脂环酸芽孢杆

菌属(Alicyclobacillus spp.), 检测限为 103 CFU/mL。 

4.5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多种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技术 

根据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体系中所选标记物的不同 , 

将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分为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化学发

光酶免疫分析及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3 大类。 

Mendonca 等[45]将免疫磁分离技术结合光纤免疫传感

器用于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以及绵羊李斯特菌的检测, 

其检测灵敏度为 3×102 CFU/mL。李智洋等[46]用一种基于

化学发光和磁性纳米颗粒的方法检测大肠杆菌 O157:H7, 

其检测灵敏度为 103 CFU/mL, 检测时间约为 3 h。吴世嘉

等[47]分别以包被 VP 抗体的纳米磁珠和上转荧光颗粒为捕

获、信号探针, 构建了“捕获探针-VP-信号探针”三明治结

构式免疫识别及检测方法。通过荧光激发可实现 VP 的定

性及定量检测, 灵敏度达 103 CFU/mL, 上转荧光强度与目

标菌浓度在 5×103~5×105 CFU/mL 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

Afonsoa 等[48]建立了一种用金纳米粒子为信号标记物的电

化学检测沙门氏菌的方法。在试验中, 首先以免疫磁珠对

样品中的沙门氏菌进行识别和富集, 形成了免疫磁珠免疫

耦合沙门氏菌的复合物 MBs-pSAb/S, 同时金纳米粒子表

面被修饰上沙门氏菌多克隆抗体 II 形成 sSAb-AuNPs, 修

饰上抗体后的纳米金和 MBs-pSAb/S 发生抗原抗体反应形

成 MBs-pSAb/S/sSAb-AuNPs 的三明治式的复合物, 将此

复合物修饰到丝网印刷碳电极上, 用电化学示差脉冲法进

行检测, 检测得到的电流值越大, 则样品中沙门氏菌的含

量越大。该方法对沙门氏菌的检测限为 143 CFU/mL, 线性

范围为 103~106 CFU/mL。 

4.6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红外和拉曼光谱技术 

红外和拉曼散射已经用于完整细菌细胞的分类和鉴

定。根据分子组成中化合物含量的不同, 每个分子都有一

个完全的属于自己的特征光谱。已有学者将免疫磁珠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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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结合红外和拉曼散射来进行食源性致病菌的检测。 

Najafi等[49]通过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表面增强拉曼光

谱来检测苹果汁等液体介质中的大肠杆菌 O157。在 1 h 内便

可完成大肠杆菌 O157 的检测, 检测限 102
 

CFU/mL。Davis

等[50]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和免疫磁珠分离技术来检测牛

肉中的大肠杆菌 O157:H7。在细胞光谱采集前通过免疫磁珠

分离技术来富集样品中的大肠杆菌O157:H7, 通过6 h的前增

菌, 该方法的检测限为 101~102 
CFU/g, 可用来快速检测复

杂基质中的食源性致病菌。有研究者还将 IMS 技术与傅里

叶变换红外分光镜(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结合使用, 在免疫磁珠捕获样品中的沙门菌后转到

疏水性网膜上, 真空干燥后采用 FT-IR 进行检测。结果显

示, 结合磁珠的沙门菌具有特征性的红外光谱[51]。 

4.7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流式细胞术 

目前, 基于流式细胞术进行致病菌检测的报道多是通

过流式细胞仪来实现的。流式细胞仪在检测食源性致病菌时

多利用抗原抗体间的反应来实现对细菌特异性荧光染色, 

即将细菌与标记有荧光染料的抗体混合进行反应, 反应结

束后直接进行检测。而在此之前需对待测样品中的细菌进行

分离培养, 这一过程可通过免疫磁珠的分离来实现。 

Hibi 等[52]将免疫磁珠分离技术和流式细胞术结合, 快

速检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该方法的最佳检测范围是

102~108 CFU/mL, 可以实现 1 min 对细胞进行计数, 总的检

测时间少于 2 h。Ozawa 等[53]利用流式细胞术和荧光活化细

胞分选法, 发现当水样中大肠 O157:H7 大于 10 CFU/mL 时

即可被检出。 

5  展  望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操作简单, 只需在检测样品或者

增菌液中加入免疫磁珠, 室温振荡混匀一定的时间后, 在

磁场作用下反复用缓冲液洗涤即可, 捕获目标菌的免疫磁

珠不用与目标菌分离便可直接进行后续实验。具有分离速

度快、效率高、可重复性好、操作简单、不需要昂贵的仪

器设备, 不影响被分离细胞或其它生物材料的生物学性状

和功能等特点。目前, 该技术主要代替了常规的选择性增

菌这一步骤, 而该技术与其他检测技术相结合, 在致病菌

检测过程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与各类选择性培养基

或显色培养基、PCR 等分子方法、免疫层析技术、酶联免

疫吸附法、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光谱分析法、流式细

胞等技术相结合, 可提高分离效果和检出限。目前, 更多

学者将免疫磁珠分离技术结合 2 种甚至多种检验方式来进

行食源性致病菌的鉴定[5458], 在食源性致病菌检测中开辟

了一条新思路。 

但是, IMS 技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选择的抗原靶标

应具有较强的特异性, 能特异地富集目标菌, 避免富集到

杂菌。因此,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要在食源性致病菌检测领

域得到迅速地发展, 必须筛选到致病菌的特异性抗体。目

前, 市场上已有较成熟的商品化免疫磁珠。这些商品化的

免疫磁珠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和较广的检测范围, 操作

简便, 深受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喜爱, 但由于其价格昂贵, 

也制约了其应用的广泛性。因此, 开发研究低价、高效的

免疫磁珠是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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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食品微生物”专题征稿函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食品的要求已从单纯的温饱转向了“功能、营养和健康”的新要

求; 膳食结构和组成是影响健康和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 在人们多年以来追求中医、西医或中西结合预防和治疗疾病模

式外, 渐渐转“医补”为“食疗”, 期望利用食品的功能性达到促进健康和干预疾病的目的。因此, 以功能性食品微生物为核

心的功能性食品如益生菌、乳酸菌、微生物源 PUFA、红曲等已逐渐深入人心, 这也推动了功能性食品微生物资源开发

与应用的发展。在 21 世纪生物技术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利用食品微生物的特定功能性质, 开发系列健康的功能食品成

为重要的发展趋势。目前, 以功能性微生物为核心的技术与产品已广泛用于食品、保健品、医药和饲料行业, 应用前景

十分广阔。 

功能性食品微生物是一类通过菌体细胞或代谢产物能够赋予食品具有特定功能性质、或者显著改进和优化食品制造

工艺的微生物。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功能性食品微生物”专题, 由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的 田丰伟 教授 担任专题主编, 

围绕 (1) 功能性食品微生物的资源发掘、高效筛选、分离鉴定, (2) 功能性食品微生物的生物性质、功能机理与作用机

制, (3) 基于功能性食品微生物的食品生物加工与制造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4) 功能性食品微生物的评价与优化方面或您

认为本领域有意义的问题进行论述, 计划在 2019 年 12 月份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本刊主编 吴永宁 研究员 及专题主编 田丰伟 教授 特邀请您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

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综述、实验报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 投

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优先发表。 

谢谢您的参与与支持！ 

投稿方式: (请注明功能性食品微生物专题) 

网站: www.chinafoodj.com 

E-mail: jfoodsq@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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