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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

学号:学号: 19164010021916401002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

感机理研究感机理研究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姜利荣姜利荣

作者学科专业:作者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作者研究方向:作者研究方向: 纸基荧光传感纸基荧光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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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

评议项目评议项目 评价要素评价要素 分档分档

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研究的理论意义、现

实意义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

状的归纳、总结情况。

优秀

创新性及论文价

值

对有价值现象的探索、新规律的发现、新命

题新方法的提出等新的科学发现 对解决自然

科学或工程技术中重要问题的作用 论文级成

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良好

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

论文体现的科学理论基础坚实宽广程度和专

门知识系统深入程度 论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引进资料的翔实性 论文所体现的作业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良好

论文规范性
引文的规范性，学风的严谨性，论文结构的

逻辑性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良好

总分总分 82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良好 90＞总分≥80

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答辩 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适当修改后答辩（90＞总分≥80）

您是否推荐该篇您是否推荐该篇

论文参加全国或论文参加全国或

省级优秀博士学省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位论文评选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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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简述推荐理由简述推荐理由

1 设计方案存在重大缺陷

对论文熟悉程度对论文熟悉程度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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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为充分开发荧光检测试纸医学检验、环境监测和食品安全检测等领域应用的优点，论

文根据分析物的特殊化学性质来设计荧光探针分子，选题具有一定难度，具有较高的

学术研究价值。

论文运用分子荧光探针的基本原理和有机合成手段构建一系列新型化学反应型荧光探

针，研究荧光探针对食物有害物生物胺和亚硫酸根的分子作用机制、荧光响应机理以

及分子结构与传感性能之间的关系，并把荧光探针进一步制作成试纸，应用于食品快

速检测。

论文设计合成了一种基于亲核取代-分子异构化级联反应的 Cl-BODIPY 荧光探针用于

检测生物胺，并采用喹啉季铵盐作为亚硫酸根的反应位点构建了一种原位激活型近红

外荧光探针。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见解和创新性，为荧光探针的研发提供了新方

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文章工作量大，内容充实，条理分明，主要论点突出，逻辑关系清楚，文字通顺。

同意修改后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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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不足之处：

1.第四章内容并没有制成试纸，与大论文题目不相匹配，这章内容放入大论文中

不太合适。

2.文献里对于荧光试纸的综述完全没有，建议补充；

3.论文对于基纸对荧光探针作用的影响没有进行任何探讨，对于论文题目而言是

一个很大的设计缺陷。

4.另外正如论文作者在论文展望中所写的，温度和水分是测试环境中最重要的影

响因素之一。而作者在设计方案中没有考虑对他们进行探讨，也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5.文章中有个别格式错误等，如中文关键词之间的符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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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创新点创新点 内容内容 分档分档

创新点1

根据8-氨基BODIPY分子异构化的特点，

设计合成了一种基于亲核取代-分子异构

化级联反应的Cl-BODIPY荧光探针用于检

测生物胺，荧光从绿色变为蓝色，从而

实现对生物胺的高特异性检测。

B(良好)

创新点2

采用喹啉季铵盐作为亚硫酸根的反应位

点构建了一种原位激活型近红外荧光探

针。该荧光探针与亚硫酸根发生特异性1

，4-亲核加成反应，产生高对照度的显

色效应和很强的近红外荧光，可以克服

食品自身的背景荧光干扰。

A(优秀)

创新点3

提出了一种取代基工程化策略来调控荧

光探针的传感性能，通过aza-Michael加

成-消除级联反应在氰基乙烯上引入强吸

电子基团可以增加烯烃的缺点子性质，

提高探针的反应速率和灵敏度。

C(一般)

创新点4

利用荧光试纸对挥发性生物胺的可视化

荧光颜色变化，构建了一种基于智能手

机RGB识别的分析方法，实现了对肉类食

品的快速无损可视化检测，为食品安全

现场无损可视化检测提供了一种简便可

靠的手段。

D(较差)

创新点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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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3|广西大学10593|广西大学

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

学号:学号: 19164010021916401002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

感机理研究感机理研究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姜利荣姜利荣

作者学科专业:作者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作者研究方向:作者研究方向: 纸基荧光传感纸基荧光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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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

评议项目评议项目 评价要素评价要素 分档分档

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研究的理论意义、现

实意义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

状的归纳、总结情况。

良好

创新性及论文价

值

对有价值现象的探索、新规律的发现、新命

题新方法的提出等新的科学发现 对解决自然

科学或工程技术中重要问题的作用 论文级成

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良好

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

论文体现的科学理论基础坚实宽广程度和专

门知识系统深入程度 论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引进资料的翔实性 论文所体现的作业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优秀

论文规范性
引文的规范性，学风的严谨性，论文结构的

逻辑性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优秀

总分总分 87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良好 90＞总分≥80

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答辩 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适当修改后答辩（90＞总分≥80）

您是否推荐该篇您是否推荐该篇

论文参加全国或论文参加全国或

省级优秀博士学省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位论文评选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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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简述推荐理由简述推荐理由

1 无

对论文熟悉程度对论文熟悉程度 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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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该论文采用取代基工程化策略来有效调控荧光传感分子的传感性能，设计了基于 BO

DIPY 的荧光传感分子 Cl-BDP 、基于吩噻嗪结构的比率型荧光探针分子以及基于 2

-(3,5,5-三甲基环己-2-烯亚基)丙二腈杂化喹啉季铵盐的近红外荧光探针分子，应用

于食品中生物胺和亚硫酸盐的高选择性、高灵敏度、响应速度快、颜色变化明显的荧

光传感检测。在此基础上，把荧光传感分子制作成便携式的荧光检测试纸，用于现场

快速可视化食品安全检测。论文选题符合国家重大需求，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相关

领域的研究进展总结较为全面；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构效关系阐述清晰，具

有较高理论和实际价值；论文展示了作者系统的专门知识，工作量饱满，数据和结果

翔实；论文撰写规范，逻辑结构较为严谨，表述准确。总体而言，论文体现了较高的

学术水平，表明作者具有了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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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1、第一章绪论部分，作者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荧光探针，建议增补针对食品安全荧光

检测的具体技术和材料方面的介绍，以体现食品荧光检测的实际应用价值。

2、论文研究意义中明确指出“大多数荧光探针的选择性差和灵敏度低，并且只能在

溶液中工作，这限制了它们的实际应用。此外，大多数传感器的反应速度慢和灵敏度

低，不符合现场快速检测的要求”，后续各章研究工作中针对上述问题与已有的研究

文献报的材料性能进行对比。

3、第二、三章，荧光探针最终负载在滤纸上制作成荧光试纸，纸基底结构以及气相

反应机理和荧光检测性能影响因素建议进一步讨论文分析。

4、由于全文围绕食品安全检测主题开展研究，第四章中关于细胞毒性和近红外二区

成像的相关研究内容建议不放在该论文中，以提升论文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5、第四章，为什么将荧光探针设计成水凝胶形态？具体的实际检测条件，如用量、

时间，以及凝胶基底的结构与性质,如含水量、扩散性能等对荧光检测性能的影响研

究有所欠缺，酌情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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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创新点创新点 内容内容 分档分档

创新点1

根据8-氨基BODIPY分子异构化的特点，

设计合成了一种基于亲核取代-分子异构

化级联反应的Cl-BODIPY荧光探针用于检

测生物胺，荧光从绿色变为蓝色，从而

实现对生物胺的高特异性检测。

B(良好)

创新点2

采用喹啉季铵盐作为亚硫酸根的反应位

点构建了一种原位激活型近红外荧光探

针。该荧光探针与亚硫酸根发生特异性1

，4-亲核加成反应，产生高对照度的显

色效应和很强的近红外荧光，可以克服

食品自身的背景荧光干扰。

A(优秀)

创新点3

提出了一种取代基工程化策略来调控荧

光探针的传感性能，通过aza-Michael加

成-消除级联反应在氰基乙烯上引入强吸

电子基团可以增加烯烃的缺点子性质，

提高探针的反应速率和灵敏度。

B(良好)

创新点4

利用荧光试纸对挥发性生物胺的可视化

荧光颜色变化，构建了一种基于智能手

机RGB识别的分析方法，实现了对肉类食

品的快速无损可视化检测，为食品安全

现场无损可视化检测提供了一种简便可

靠的手段。

B(良好)

创新点5 无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2
890
808
27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2
890
808
27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2
890
808
27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2
890
80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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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3|广西大学10593|广西大学

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

学号:学号: 19164010021916401002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

感机理研究感机理研究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姜利荣姜利荣

作者学科专业:作者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作者研究方向:作者研究方向: 纸基荧光传感纸基荧光传感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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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

评议项目评议项目 评价要素评价要素 分档分档

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研究的理论意义、现

实意义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

状的归纳、总结情况。

良好

创新性及论文价

值

对有价值现象的探索、新规律的发现、新命

题新方法的提出等新的科学发现 对解决自然

科学或工程技术中重要问题的作用 论文级成

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良好

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

论文体现的科学理论基础坚实宽广程度和专

门知识系统深入程度 论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引进资料的翔实性 论文所体现的作业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良好

论文规范性
引文的规范性，学风的严谨性，论文结构的

逻辑性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良好

总分总分 80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良好 90＞总分≥80

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答辩 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适当修改后答辩（90＞总分≥80）

您是否推荐该篇您是否推荐该篇

论文参加全国或论文参加全国或

省级优秀博士学省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位论文评选

不推荐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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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简述推荐理由简述推荐理由

1 不推荐

对论文熟悉程度对论文熟悉程度 熟悉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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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利用分析物特殊化学性质，设计荧光探针，构筑荧光试纸，是检测分析的关键，

课题运用光化学理论和有机合成手段，构建新型化学反应型荧光探针，并构筑成荧光

试纸，用于食品有害物快速检测，为可视化检测提供可靠工具。论文选题有意义，研

究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论文工作主要围绕生物胺响应型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生物胺响应型多

色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性能调控、二氧化硫激活型近红外荧光探针的构建及其应用等

三方面展开，由内源性污染物到外源性污染物检测，工作有逻辑性。论文文献调研充

分，科研问题凝练准确且聚焦，选题难度和专业相关性适宜，工作量较好，路线方案

清晰且合理，创新性好，结果及结论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论文撰写较规范

，用语规范，逻辑性、系统性、前后关联性较好，成果发表较好，体现作者有较好的

汇聚数据、综合整理、推理讨论和得出结论能力，具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能综

合运用，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能力，具备独立的提出、分析和解决科研问题的能力

。同意修改后进入论文答辩阶段。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第4页10593_289078601_303439633_1916401002_姜利荣



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提出问题供修改或商榷： （1）关键词间最好用分号分隔

，关键词最好有个荧光探针，一般宽泛的关键词放前面，具体的关键词放后面； （

2）p2第二段，空2个字符； 题目说的是荧光试纸，前言大篇幅讲述探针，相互需要

更好呼应，题目可以再思考，偏宽泛；（3）图不要直接放在标题下，如图1-4，图3

-1； 图2-1中英文图题不一致，再核对全文英文翻译，图2-2也是，此外英文图题第

一个the尽可能删除；（4）三线表注意两头线粗点，如表2-1；  (5)通过排版，减少

空白，如p85； 页眉分成2行字显突兀； （6）创新点，有时是构建试纸、有时是设

计合成试纸、标题是构筑试纸，注意用语统一； （7）展望里没有提到亚硫酸盐检测

； （8）参考文献全是英文论文，没有中文论文，没有专利，没有学位论文，全是期

刊论文，有文献检索不全的嫌疑。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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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78601

论文题目:新型化学反应荧光试纸的构筑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创新点创新点 内容内容 分档分档

创新点1

根据8-氨基BODIPY分子异构化的特点，

设计合成了一种基于亲核取代-分子异构

化级联反应的Cl-BODIPY荧光探针用于检

测生物胺，荧光从绿色变为蓝色，从而

实现对生物胺的高特异性检测。

B(良好)

创新点2

采用喹啉季铵盐作为亚硫酸根的反应位

点构建了一种原位激活型近红外荧光探

针。该荧光探针与亚硫酸根发生特异性1

，4-亲核加成反应，产生高对照度的显

色效应和很强的近红外荧光，可以克服

食品自身的背景荧光干扰。

B(良好)

创新点3

提出了一种取代基工程化策略来调控荧

光探针的传感性能，通过aza-Michael加

成-消除级联反应在氰基乙烯上引入强吸

电子基团可以增加烯烃的缺点子性质，

提高探针的反应速率和灵敏度。

B(良好)

创新点4

利用荧光试纸对挥发性生物胺的可视化

荧光颜色变化，构建了一种基于智能手

机RGB识别的分析方法，实现了对肉类食

品的快速无损可视化检测，为食品安全

现场无损可视化检测提供了一种简便可

靠的手段。

B(良好)

创新点5 无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3
034
39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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