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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形貌金/银纳米粒子的制备。

2. 金/银纳米粒子与蛋白质形成蛋白冠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分

子机制。

3. 蛋白冠的形成对蛋白质构象的影响。

4. 蛋白冠的形成对纳米粒子抗菌活性的影响。

    李向荣，博士，教授，中共党员，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
骨干教师。主要从事药物与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机制和蛋白
冠形成机制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河
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一项，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两项。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
文45篇，其中一区4篇，二区20篇。202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
公布的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年度科学影响力”榜单。

    利用种子介导法制备金、银纳米粒子。通过荧光光谱、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圆二色谱等多种光谱技术和分子对

接等计算机模拟联合使用研究金/银纳米粒子与蛋白质形

成蛋白冠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分子机制。同时探究了蛋白冠

的形成对蛋白质构象以及纳米粒子抗菌活性的影响。

    纳米粒子进入复杂的生物体后会立即与生物体液内的各
种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导致其表面被一层复杂的生物分子所
包覆，形成“蛋白冠”。蛋白冠的形成改变了纳米粒子的尺
寸、聚集状态和界面性质，给予纳米粒子不同于“合成特性
”的“生物特性”，而其“生物特性”正是一个生物实体，
如细胞、组织和器官所“看到”的纳米粒子的生物标识。目
前纳米粒子的体外实验结果难以转化为临床应用，体外实验
数据难以进行体内预测，究其原因是由于忽视了蛋白冠的存
在。

   感谢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42300421357)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1803049)的资助。

  图1. 部分金/银纳米粒子TEM/SEM图

1. 金/银纳米粒子的形貌对蛋白冠形成的热力学分子机

制影响较大，但对其动力学分子机制的影响不显著。
2. 蛋白冠的形成对金/银纳米粒子的抗菌活性有较大影

响，且与蛋白质的种类密切相关，例如溶菌酶形成的蛋
白冠使其抗菌活性显著增强，而纤维蛋白原形成的蛋白
冠则明显降低其抗菌活性。

  图2. 部分金/银纳米粒子与蛋白质的分子对接图   图3. 部分蛋白冠的抗菌活性图

  图4. 部分金/银纳米粒子与蛋

白质形成蛋白冠的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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