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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会议概况

1.
会议主办单位 中国化学会

会议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化学会色谱专业委员会

中国分析测试学会色谱专业委员会

会议协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兰州资源环境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甘肃省化学会色谱专业委员会

2.会议时间

5 月 20 日上午 08:00‐12:00 大会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5 月 20 日下午 14:00‐18:35 分会场报告

5 月 21 日全天 08:00‐18:35 分会场报告

5 月 22 日上午 09:30‐12:40 大会报告、获奖报告及闭幕式

3、会议地点：甘肃·兰州

4、会议简介：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与会。并同时有总计约 1000 位广

大学者和研究生参加本次讨论会，以展现全国同仁在色谱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

探讨色谱的未来，推动我国色谱研究向更高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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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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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会报告典例

基于氨基酸座次信息的肽段保留时间精准预测 —— 杨芃原 （复旦大学）

基于液相色谱良好的重复性，保留

时间可视作肽段自身极其重要的性质。

在目标蛋白质组研究和 DIA 实验中，肽

段保留时间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对

肽段保留时间的预测，一直以来都是极

其重要的研究，其中利用机器学习方法

来对肽段保留时间进行预测更是发展迅

速。

杨芃原教授在文献中提出了反相液相 色谱中肽段保留时间的精准预测方

法，预测得到的肽段保留时间能够与实验值的相关系数达到 0.95 以 上。在 2

分钟的误差窗口内，该方法能够比另外

两种最常用的肽段保留时间预测软件多

追踪 30%以上 的肽段。在今后精准蛋白

质组学的要求下，随着 DIA 这一类技术

的不断开发与应用，本方法的潜力将 会

得到进一步的发掘。



第 21 届全国色谱学术报告会及仪器展览会

基于 LC-MS 的植物激素分析方法研究 —— 冯钰锜（武汉大学）

植物激素是指在植物体内合成的、通常从合成部位运往作用部位、对植物的

生 长发育产生显著调节作用的

微量有机物质, 如赤霉素、细胞

分裂素、生长素、油菜素甾醇、

脱落酸、 茉莉酸、水杨酸、独脚

金内酯、多肽等。超微量內源性

植物激素的测定，是研究植物激

素作用的分子 机理的重要手段

之一。然而，植物激素在植物体

内含量很低、植物基质复杂，给其准确的定量分析带 来诸多困难，具有复杂样

品分析的典型特征。

近十年来冯钰锜教授所

在课题组，以 LC-MS 为测定

平台，从 减小基质效应和提

高植物激素离子化效率入手，

针对植物样品发展了多种样

品前处理技术如亲水固相 萃

取、整体柱微萃取、磁固相萃

取等，以及质谱探针技术，建立了多种内源性植物激素 LC-MS 定量 分析方法和

筛查方法，为植物学家开展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

撑。在 此研究工作基础上，基于质

谱探针技术发展了亚代谢组分析和

多种修饰核酸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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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少量临床样本中获取大量的代谢组信息 —— 许国旺（大连理化所）

许国旺研究员所在的课题组，

在少量/微量样品的高效预处理方

法方面，发展了一种基于甲基叔丁

基醚/甲醇/水双相体系同时提 取

小量组织样本（2.5mg）中代谢组

和脂质组的新方法。利用合成的轻

/重标偶氮苯连接物修饰的介孔

硅纳米粒子，集化学选择性富集和

固相衍生一体化，可从小体积血清样本中(10～20μL)获取丰富的氨 基代谢物信

息。研制了一种金属离子亲和色谱材料（SiO2@PD-Ti4+），可同时实现富集和固

相衍生磷 酸糖类代谢物，成功用于少量细胞（5×103）中磷酸糖类代谢物的高

选择性、高灵敏检测。

在高覆盖代谢组学分析方法方面，除发展全二维色谱技术增加色谱峰容量

外，还构建了新型的基 于停流模式

的 二 维 液 相 色 谱 - 质 谱 系 统

（2DHILIC-RPLC），用于血样中脂质

的分析，两维分别根据脂 质分子的

极性头基和非极性尾基的不同进行

分离。色谱峰容量由一维方法的 98

提升到 415，检测到 372 个脂质特征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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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特邀报告典例

高效制备药用植物化学成分的新技术平台 —— 串联智能制备色谱仪器研制及

其应用 —— 邱明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为了解决中药复杂化学成

分高效分离纯化的问题，根据

2D-HPLC 的理论和设计理念，邱

明华研究员所在的研究团队提

出了一个以工业制备色谱的设

计思路为基础，利用现代分离材

料的差异，形成分离柱逐级串

联，通 过开发匹配软件，智能

控制收集化合物组分达到分离纯化单体的一套串联轴向压缩智能制备色谱仪器，

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这个设备拟解决天 然药物或先导化合物的高效分离这一关键瓶颈，对中药

微量成分的结构表征和活性靶标的发现，阐明 中药有效成分的物质基础，对药

物开发研究领域或天然药物化学发展，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我 国药用植

物化学成分的研究，已经天然新药开发的一个新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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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末端肽富集新方法 —— 张丽华（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针对蛋白质 C 末端肽因羧基反应

活性低导致难以富集的问题，基于氨基

的高反应活性，张丽华研究员的团队发

展了一 种基于选择性化学标记和

TiO2 亲和捕集的蛋白质 C 末端肽富

集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大肠杆菌蛋

白质 C 末端组的分析。和富集前相比，

蛋白原始 C 末端肽和 neo-C 末端肽

的鉴定数目分别提高 1.6 倍和 4 倍。将该方法进一步应用于 Glu-C 蛋白酶酶

切底物和位点的鉴定中，将底物和剪切位点的鉴 定数目分别提高了 100%和

150%。

针对传统蛋白质组 N 末端肽富集

需要采用大量去除材料导致 N 末端肽

回收率低，以及步骤繁琐、 样品损失等

问题，张丽华研究员的研究团队发展了

一种基于疏水基团修饰的蛋白质 N 末

端肽富集方法，可以在常规的样品除盐

过程中对非 N 端肽段进行简便快速的

去除。该方法具备很高的疏水基团标记（99%）和 C18 材料辅 助去除（99%）效

率。将其应用于酵母蛋白质 N 末端组的分析，和富集前相比，蛋白原始 N 末端

肽 和 neo-N 末端肽的鉴定数目分别提高 1.6 和 4.8 倍。与文献报道的方法相

比，该方法具有更高的富集 效率和选择性（99%），且对不同性质的 N 末端肽无

歧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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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头报告典例

功能化共价有机骨架材料制备及其在蛋白质组研究中的应用 —— 张养军

——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由于共价有机骨架材料

是仅由轻质元素通过强健的

共价键构建的长程有序的二

维层状或三维网 状轻质晶形

多孔材料，因此其往往具有极

低的密度、超大比表面积、良

好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

永久的多孔性等特点，同时具

有灵活可控的孔径和结构调节方式，引起了化学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目前，

共价有机骨架材料被广泛地应用于气体储存/分离、催化、光电学等方面，最近

关于色谱分离、 荧光传感、药物递送方面也有少量报道。

作为晶形有机多孔聚合物，共价有机骨架

材料的固有的优良 属性使其有望应用于蛋白

质组研究中功能化材料的固相基质，如永久的

多孔性提供了高比表面积和大 量活性位点，良

好的晶形及拓扑结构可有效减少传质阻力和空

间位阻，灵活的功能化方式可方便地进 行修饰

与改性。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系

列基于共价有机骨架材料的功能化材料并用于

蛋白质高效酶 解、磷酸肽以及糖肽选择性富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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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 键合纳米氧化硅沉积硅胶固定相的制备及其在多肽和蛋白质分离中的应用

—— 余琼卫 （武汉大学）

普通的多孔硅胶由于孔径较小（10nm 左

右），对蛋白质、多肽等生物大分子化合物的

传质阻力较 大，因而为了减小传质阻力，常

用无孔硅胶或大孔硅胶进行生物大分子化合

物的分离，但是由于无孔 硅胶或大孔硅胶比

表面小，载样量较小，进样量小，难以用于制

备分离；为了提高载样量，采用比表 面更大

的粒径较小的无孔或大孔硅胶填料，但是粒径

小，会导致柱压高，对仪器的要求高。核壳结

构 材料弥补了多孔和无孔材料的不足，既能

让大分子化合物快速传质，又具有较高的柱容量，因而核壳 结构材料常被应用

于蛋白质和多肽等生物大分子化合物的分离研究。

余老师采用液相沉积法在硅胶基质表面沉积纳米氧化硅，形成一种核壳结

构，然后进行十八烷基（C18） 的改性，利用硅胶表面堆积而成的纳米氧化硅之

间形成的大孔来减小传质阻力，利用固定相与蛋白质 和多肽间的疏水作用对蛋

白质和多肽等生物大分子化合物进行分离。

比较十八烷基分别键合沉积

一次 的硅胶和未沉积的硅胶固定

相对碱性和酸性蛋白质的保留，结

果表明 C18 键合沉积纳米氧化硅

的硅胶 固定相保留更强，柱效更

高；通过优化流动相和柱温，最后在最优的条件下对多种蛋白和 BSA 酶解 物进

行分离，并取得了较好的分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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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心得体会

通过此次全国色谱学术报告会，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分析化学领域各路大牛的

先进研究和精彩报告，了解到了色谱领域最前沿的进展，也学习到了解决色谱问

题的一般思路和研究方法。更受益颇多的是了解到前沿科学的大趋势和总方向，

未来将更多着力于生命科学领域，多学科多领域的结合和交叉。也体会到科研工

作者在科研路上的辛勤付出，和他们在解决问题上的智慧闪光。

科研之路，道阻且长。没有恒心和毅力，那么就无法坚持下去，让这些这么

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为我们树立榜样，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走下去，不放弃。

七 ．感谢

很荣幸作为此次本科生参加第二十一届全国色谱学术报告会及仪器展览会。

首先，非常感谢院里可以给予我们本科生这样一次宝贵的机会去旁听科研专家学

者们的精彩报告。我们会借着此次契机，进一步拓宽我们的科研视野，从而为下

一步的学习打下更好地基础。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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