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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收集与保存



生物体液 组织样品 细胞样品 生物大分子

样品来源及类型

01 02 03 04

包括血液、尿液、唾液、汗液

等。

如肌肉、肝脏、肾脏、心脏等

。

如培养细胞、肿瘤细胞、干细

胞等。

如蛋白质、DNA、RNA等。



01 02 04

采集方法与注意事项

选择适当的采集工具，

避免交叉污染。

根据样品类型选择合适

的采集方法，如静脉采

血、穿刺活检等。

采集过程中注意无菌操

作，避免微生物污染。

对于易变质的样品，如

RNA，需采用特殊保存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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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条件及时限

低温保存

大多数生物样品需在低温下保存，如-

20℃或-80℃，以防止生物分子降解。

特殊保存条件

某些样品需特殊保存条件，如避光、

真空保存等。

保存时限

不同样品保存时限不同，需根据实验

需求和样品性质确定。一般来说，生

物大分子样品保存时间较长，而细胞

和组织样品保存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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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预处理



通过滤膜或滤纸去除悬浮
颗粒、细胞碎片等杂质。

过滤法 沉淀法 萃取法

利用沉淀剂使杂质或干扰
物质形成沉淀，从而与样
品分离。

根据相似相溶原理，使用
有机溶剂将目标成分从样
品中萃取出来，同时去除
部分杂质。

030201

去除杂质和干扰物质



吸附浓缩法

利用吸附剂对目标成分的吸附作
用，将目标成分从大量样品中富
集到吸附剂上，再通过洗脱或热
解吸等方法将目标成分从吸附剂

上解吸下来。

蒸发浓缩法

通过加热使样品中溶剂蒸发，从
而提高目标成分的浓度。

色谱法

利用色谱柱对样品中各组分的分
离作用，将目标成分从样品中分
离并富集到色谱柱上，再通过洗
脱或热解吸等方法将目标成分从

色谱柱上解吸下来。

浓缩与富集目标成分



通过化学反应将目标成分转化为更易于检测或分离的形式，
如酯化、酰化、烷基化等反应。

衍生化法

利用酶对生物样品的特异性作用，将目标成分从复杂的生
物样品中释放出来，同时转化为更易于检测或分离的形式。

酶解法

利用微生物对样品的代谢作用，将目标成分转化为更易于
检测或分离的形式。例如，某些微生物可以将某些有机物
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等易于检测的物质。

微生物转化法

转化目标成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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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与分离技术



利用不同溶剂对目标物的
溶解性差异进行提取，如
醇提、水提等。

溶剂提取法

通过调节溶液酸碱度来改
变目标物的溶解性，进而
实现提取。

酸碱提取法

利用溶剂回流和虹吸原理，
对固体样品进行连续提取。

索氏提取法

传统提取方法



利用超声波的空化作用、机械效
应和热效应等，加速目标物从样

品中扩散到溶剂中。

超声提取法
通过微波加热，使细胞内部压力增
加，细胞壁破裂，目标物释放到溶
剂中。

微波辅助提取法

利用超临界流体（如CO2）对目标
物进行选择性萃取，具有高效、环
保等优点。

超临界流体萃取法

现代提取技术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06054223154010130

https://d.book118.com/10605422315401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