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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疾病、寻找病灶、药物研发……如今，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
床应用，小分子探针都已成为科学家和医生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重要
工具。不久前，厦门大学柔性电子（未来技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黄维
院士、李林教授、潘思骏副教授团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邵慧琳教授团
队在国际期刊《化学会评论》上，发表了关于小分子探针的最新综述，
讨论了具有新功能的小分子探针结构和设计的最新进展，以及小分子
探针与生物成像、蛋白质组学和其他新兴技术的集成发展。

通过融合其他新兴技术，小分子探针在医疗健康领域展现出令人
振奋的应用潜力，有望进一步推动药物研发和临床诊断向个性化、精
准化方向深入发展。

具备多重优势，成为疾病研究和诊断的有力工具
小分子探针是一类特殊的有机化合物，通常具有低分子量，可以

与特定生物分子相互作用，通过物理富集或化学反应形成可测量的信
号变化，如放射性信号、荧光信号等，以实现对特定生物目标的定位或
调控。由于小分子探针分子量小、渗透性强，能够轻易地穿透细胞膜，
因此这类探针常用于研究疾病在细胞水平的分子机制。

在实际研究中，小分子探针被用于跟踪生物分子的活动、检测细
胞中的特定反应或研究特定的生物过程。例如附着荧光标签的小分
子探针，可以帮助科学家直观地观察细胞内的特定分子如何移动并与
其他分子互动，这使得小分子探针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
应用价值。

“小分子探针合成简单、特异性高、生物相容性好且稳定性高，具
有使用灵活、成本较低的特点，这些优势使其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和临
床应用的有力工具。”潘思骏介绍，在疾病研究方面，小分子探针可用
于研究细胞内生物大分子的功能、信号通路和调控机制，阐述疾病发
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机制；在药物研发领域，小分子探针可用于发现
潜在药物靶点，筛选先导化合物，以及评估候选药物的靶点亲和力、选
择性、脱靶效应等性质，从而提高辅助药物的临床转化成功率；在临床
诊断方面，小分子探针可以用于检测疾病标志物、分析药物靶点相互
作用，从而实现早期诊断和个性化治疗。

新兴技术加持，功能和应用范围不断拓宽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小分子探针的功能及应用范围不断拓宽，

一方面兼具成像和组学能力的双功能探针开始涌现，另一方面融入其
他新兴技术的小分子探针也展现出更完善的分析能力。

根据功能的不同，小分子探针主要分为成像探针和组学探针两大
类。其中成像探针主要是与细胞和生物体中的目标分子相互作用以
产生可视化信号，组学探针则是结合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代谢组学
等新兴组学技术，对目标分子在细胞和生物体内的作用网络和功能图
谱进行解析。近年来，同时具备成像和组学能力的双功能探针的出
现，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准确、全面的信息，极大提升了小分子探针的适

用范围和准确性。
同时，结合放射性同位素、稳定同位素、荧光染料、亲和标签、生物

正交化学、可逆共价基团、光激活基团等，小分子探针还开发出许多新
功能。黄维介绍，结合生物正交化学，小分子探针实现了多个目标分
子的同时标记和共定位分析；新型稳定同位素标签和定量质谱分析方
法的创新，提高了组学分析的准确性和通量，加速了疾病分子机制的
研究；采用双光子、近红外、长余辉等多种各具优势的成像策略，可以
提高小分子探针在组织深度和分辨率方面的能力；结合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可以实现海量数据分析，优化探针设计，并从复杂图像中提取
关键信息。

黄维提出畅想，未来，结合柔性电子传感技术，小分子探针还有可
能发展为穿戴或便携式的诊断仪器，创造全新的主动健康管理方式，
这一策略有望推动小分子探针在精准医学和转化医学领域作出重要
贡献。

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提升临床转化率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科学家们对小分子探针持积极态度，认为

其具备优良的分子特异性和生物相容性，因而在转化医学和临床应用
方面具有广阔前景。例如在个性化医疗领域，小分子探针可以根据患
者的疾病特点和治疗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检测方法，帮助医生通过活体
成像、组织活检、血液检测等临床试验技术，设计个体化手术与药物治
疗方案，并能通过实时疗效监测来迅速优化方案，提升治疗效果。

但与所有新兴技术一样，小分子探针在临床转化过程中也面临挑
战。潘思骏表示，首先，在不影响生物活性的前提下，设计和制造高度
特异性的小分子探针是一个技术难题。其次，在临床试验中，小分子
探针必须满足严格的生物安全性要求，包括毒性评估、代谢排除和潜
在不良反应。此外，临床试验的复杂性也制约了小分子探针的应用，
因为临床试验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患者的招募和数据分析也很
复杂。最后，小分子探针的研发周期长，包括实验室的化学合成和生
物实验过程，以及临床样本的测试与验证过程，同时其市场化也需要
医学界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充分的认可和信任。

黄维表示，要进一步提升小分子探针的临床转化率，还需加强基
础研究，深入了解小分子探针的机制和性能，确保探针在复杂的临床
组织和血液样本检测中具备真实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此外，跨学科的合作也非常必要，融合不同学科的新兴技术优势，
有望加速解决小分子探针在临床转化中面临的难题。黄维认为：“我
们可以采用小分子探针和分析技术的协同发展策略，即通过同时构建
新型探针和与之相匹配的临床分析技术，直接对人体或血液、腹水等
临床易得样本进行特征图谱分析，为药物研发、疾病诊断和治疗监测
找到更多精准化和个性化解决方案。”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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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晚，新华保险发布 2023 年中期业
绩。2023 年上半年，新华保险主动把握市场机
会，在持续扩大投资资产规模的同时，实现投资收
益跑赢市场——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3.7%，实现
总投资收益219亿元，同比增长1.5%；投资资产总
额约12,591.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8%。

今年以来，国内经济恢复性复苏，A股指数涨
跌各半，行业上通信、传媒、计算机领跑，延续极致
结构性行情。新华保险主动把握市场机会，投资
风格稳健，与负债端保持良好联动效应，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99.8亿元，同比增长8.6%。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新华保险总资产 1.3 万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8%。公司始终坚持价值投
资理念，审慎控制仓位，根据市场节奏与形势动
态调整结构，把握好阶段性、结构性机会。在目
前低利率、资产荒环境下，公司基于资产负债匹
配的原则，一方面通过短久期品种配合长期利率
债，有效承接大规模资金配置，缓解资金配置压
力，并适度拉长资产端久期；另一方面积极寻找
优质项目的配置机会，同时采取措施有效防范信

用风险。
截至2023年6月末，资产管理公司受托第三

方资产管理规模达 6,240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45%，其中，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管理规模达5,804
亿元，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1,999 亿元、同比增长
52.5%，连续3年保持每年增长规模超千亿元。

新华保险构建了主动管理型的投后管理模
式，持续优化投后管理流程，最大限度支持被投企
业发展，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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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赢市场！新华保险上半年总投资收益21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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