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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芯片用醛基基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芯片用醛基基片(以下简称基片)的要求、试验方法、标志、标签和说明书、运输和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制备微阵列芯片的经表面化学修饰的、带有活性醛基基团的玻璃材质平面基片。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3  要求

3．1外观和尺寸

3．1．1  外观要求

    有效点样范围(有效点样范围见资料性附录A中附图1)内无颗粒、无明显划痕。

3．1．2  尺寸要求

    尺寸应符合产品要求。
    注：可以有不同的尺寸，如长度75．5mm、宽度25．2mm、厚度1．Omm。

3．2性能

3．2．1表面疏水性

3．2一．1  基片与水的接触角范围为30。～70。。

3．2．1．2接触角变异小于20％。

3．2．2  固定均一性

    信号强度变异小于25％。

4试验方法

4．1  外观

    采用目测的方式。将玻片与日光灯管平行放置，观察者视线垂直玻片平面观察。应符合3．1．1
要求。

4．2  尺寸

    基片的长宽使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长度和宽度的测量均在基片两端进行，各测2次，取平均值；

基片的厚度测量采用千分尺进行测量，在四边各取一点进行，取平均值。基片尺寸测试结果应符合
3．1．2的要求。    ·



4．3表面疏水性

    使用光学接触角测量仪，测试原料为电阻率不低于18．2MQ·cm的去离子水，按照附录A附图2

所示对每片基片选择6个点进行测量，取数后，计算6点平均值，得到该基片与水的接触角值。测量点

的位置选择原则是：在点样范围内，尽量使点的分布均匀，且覆盖的范围尽可能大。

    变异计算方法：设测试值为z-，zz⋯⋯zi，按式(1)～式(2)计算该组数据的标准差(sd)、变异系数

(c口)，结果应符合3．2．1的要求。

    c口一型×i00％⋯⋯⋯⋯⋯⋯⋯⋯⋯⋯⋯⋯⋯⋯⋯⋯(2)
    a口

    式中，。u——该组数据算数平均值。

    由式(2)求出该组数据的变异系数。

4．4  固定能力与均一性

    使用3’端氨基修饰，5’端HEX荧光标记的特定序列寡核苷酸探针对基片进行点样，平行点样6个

点，点样位置与接触角测试位置相同。对点样且固定好的芯片使用激光共焦扫描仪进行扫描，提数后计

算其信号强度的变异。
    推荐寡核苷酸探针序列：Hex-5’GTC AGC TCA CTC AAC GTG一(T)15—3’NH2

    变异计算方法同4．3．1及4．3．2式。测试应符合3．2．2的要求。

5标志、标签和说明书

5．1  标志、标签

    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有关规定，并至少应有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规格；

    c)生产企业名称；

    d)  生产地址；

    e)  联系方式；

    f)产品生产日期或者批(编)号；

    g)贮存条件及有效期。

5．2说明书

    说明书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包装规格；

    c)  预期用途；
    d)产品性能指标；

    e)推荐使用方法；

    f)  注意事项。



6运输和贮存

  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碰撞或强烈震动；

  b)  产品根据生产企业规定的要求进行贮存。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基片有效点样范围及接触角测试点选择示意图

附图1  基片有效点样范围示意图 附图2基片接触角测
  试点选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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