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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编码化合物库技术新进展及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与展望 
    

李小芳，方萍萍，徐沛*(中国计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随着医药领域对靶向调节特定生命活动过程的新分子化合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高效、低成本地发现亲和配体分子

的新型小分子药物筛选技术——DNA 编码的化合物库(DNA encoded compound library，DEL)筛选技术应运而生。DEL 作

为组合化合物库，可以是简单小分子化合物的集合，也可以是具有高级空间结构的复杂小分子库，每个化合物都以共价

方式与特异的 DNA 序列偶联，因而可将库中所有化合物与靶标蛋白进行合并筛选，随后使用高通量测序对 DNA 编码序

列进行测序来鉴定结合的配体分子。近年来，应用 DEL 技术筛选开发候选药物的例子已越来越多地被报道，本文回顾和

总结了 DEL 技术的实施流程，特别是 DEL 库构建和亲和筛选方法的最新研究进展，展示了利用 DEL 技术筛选开发的最

新亲和配体分子，并对 DEL 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前景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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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discovering new molecules that specifically modulate certain biological processes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life sciences, a novel small molecule screening technology for efficient and cost-effective 
discovery of affinity ligand molecules, the DNA encoded compound library(DEL) screening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DEL is a combinatorial chemical library comprising an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either simple chemicals or those with highly 
sophisticated structures. Each compound in the library is attached to a unique DNA tag in a covalent manner, allowing the 
compounds to be pooled and screened against a target protein. The binding hits can subsequently b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DNA 
codes through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 of DEL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drug candidates has been widely reported.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process and progress of DEL technology, 
especially recent advancements in DEL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affinity screening methods, demonstrates the latest affinity 
ligand molecules screened and developed by DEL technology.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EL in life sciences 
including biomedicine and other field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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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药物的发现始于获得与生物靶点有效结

合的特异性配体[1]，在基础研究中，破解复杂生化

过程也常常依赖于使用药理学手段，如应用本质

为活性小分子的“化学探针”来进行功能研究[2]。

因此，制药公司和学术机构对高效、低成本的靶

标分子筛选技术需求十分巨大。在此背景下，一种

新型的可快速高通量筛选多种不同亲和配体分子

的新技术——DNA 编码的化合物库(DNA encoded 
compound library，DEL)技术应运而生。 

DEL 的概念由 Sydney Breener 和 Richard 
Lerner 于 1992 年提出[3]，是用组合化学的“均分

混合”策略来大量合成百万级乃至百亿级带有

DNA 编码的化合物文库。利用一段独特的 DNA
序 列 标 记 反 应 过 程 中 的 每 一 个 化 学 构 建 块

(building block，BB)，从而对库中的每一个化合物

进行编码。构建好的化合物文库与靶标蛋白进行

亲和筛选，获得能够与蛋白有效结合的化合物集

合。这些化合物的 DNA 序列部分通过 PCR 扩增

后经二代测序技术进行解码，即可得到与靶标蛋

白结合的化合物分子结构。相较于传统的高通量

筛选方法，DEL 不仅可以同时对多个或同一靶标

蛋白的多个条件进行筛选，且在化合物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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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库难度、筛选效率和耗费上都具有巨大优势[4]。 
DEL 技术流程的优化是推动其更有利于药物

发现的必要前提，包括 DNA 编码化合物库构建的

优化、筛选策略的优化以及解码结果分析方法的

优化等。近年来，利用 DEL 筛选获得新型先导化

合物的报道陆续出现[5-6]，比如针对肿瘤坏死因子

介 导 的 炎 症 中 起 作 用 的 受 体 相 互 作 用 蛋 白 -1 
(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1，RIP1)激酶筛选得到

的抑制剂，以及为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而针对可

溶环氧化物水解酶筛选得到的抑制剂均已进入临

床试验阶段。本文基于 DEL 近 30 年的发展，总结

其操作流程和相关技术进展，概述该技术在医药

领域的应用现状，并对其在生命科学其他领域的

应用前景作了展望。 
1  DNA 编码化合物库的构建 

DNA 编码化合物库由小分子共价偶联到单链

或双链 DNA 形成的嵌合化合物组成[7]，DEL 文库

的构建是 DEL 应用的第一步。大多数 DEL 文库的

构建方法都基于经典的组合化学中“均分-混合-
均分”策略[8]，在这种策略下，n 组各自包含 m 个

不同的 BB，通过 n 步均分混合产生具有 mn 个化

合物的文库。每一个化合物均连着一段特异的

DNA 标签。通过这种策略可以构建包含百万甚至

上亿级化合物的 DEL 文库(图 1)。大量新型构建模

块的合成以及更多 DNA 兼容的化学反应技术的优

化，使得 DEL 库的化合物拥有了更高的化学多样

性和成药性，进而显著提高了目标蛋白亲和分子

筛选的命中概率。 
目前，DEL 化合物库的 DNA 编码方法包括

DNA 记录法、DNA 模板法[9]、编码自组装化学

法(encoded self-assembling chemical，ESAC)[10-11]

和基于 yoctoReactor 方法的 DNA 连接法等[12-13]。

尽管构建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但所有编码策略

的共同目标是创造大量的小分子，其中每个小分

子都与一个特异的 DNA 标签共价结合。 
1.1  DNA 记录法 

利用 DNA 记录法对化合物进行 DNA 编码的

过程中，化合物每增加一个 BB 便引入一段编码其

身份的双链 DNA，通过双链 DNA 的逐步连接完

成编码。文库的构建通常以合成先头 DNA 起始，

即一段含黏性末端并具有发夹结构和氨基修饰的

双链 DNA。以合成一个含 mn 个组合化合物的 DEL
文库(n 组 BBs 集合，每组含 m 个 BB)为例，m 个

先头 DNA 与标签 DNA 通过聚合酶或连接酶将黏

性末端相连，其氨基位置通过酰化作用与不同结

构的 BB 偶联，形成 m 个 DNA-BB 模块，即每个

BB 被一段特异双链 DNA 标记。经第 2 轮均分并

反应，形成 m2 个被 2 段相应 DNA 标记的 2 个 BBs
的组合化合物，经 n 轮反应后，则形成 mn 个录入

n 段 DNA 标记含 n 个 BBs 的组合化合物，构成

DEL 文库[14]，该合成过程在液相条件下进行。近

年来，Paegel 和 Kodadek 团队开发了基于固相的

DEL 构建流程[15-16]，预先合成好的双链 DNA 片段

可酶联到固相载体上进行“均分-混合-均分”的化

合物编码策略。DNA 记录法是 DEL 技术问世以来

早的化合物库 DNA 编码法，相对简单、易操作，

通过此法容易构建一个数量巨大的化合物库，目

前应用 为广泛。 
 

 
 

图 1  DNA 编码化合物库的构建及筛选流程 
Fig. 1  Construction and screening process of DNA-encoded chemic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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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NA 模板法 
DNA 记录法中的化合物每合成一个 BB，便

同时加入对应的标记其身份的一段双链 DNA。与

之不同的是，DNA 模板法是在相同的 DNA 链上

进行合成步骤的构建，即需要提前合成 DNA 模板

链。简单地讲，如果要合成一个含 mn 个组合化合

物的 DEL 文库(n 组 BBs，每组含 m 个 BB)，首先

需要合成 mn 个 DNA 片段，每个 DNA 片段对应一

个 BB，通过“均分-混合-均分”合成步骤形成 m×n
条由 m 个 DNA 片段组合形成的 DNA 模板序列。

单个 BB 与作为供体链的短单链 DNA 片段相连，

通过互补原理与模板 DNA 长链杂交，化学部分通

过形成共价键转移到模板链上，然后进行裂解反

应去除供体链。近年来，Liu 团队[9]对该方法的细

节进行全面优化，开发了第 2 代 DNA 模板库，以

期促进该方法在行业中的应用。 
相较于 DNA 记录法，DNA 模板法可通过杂

交诱导 2 种反应物互相接近而加速化学反应，在

反应构建过程中可去除那些不能准确编码的化合

物，提高 DNA 模板库的纯度，从而提高命中率。

但它也具有 2 个主要缺陷：一是需要精细的 DNA
序列设计以标记数以千计的不同 BBs，以确保

DNA 杂交的保真度，避免错配，因此需要大量的

工作；二是要求构库的 BB 至少含 2 个功能基团，

一个用来连接 DNA，另一个用于模板合成反应。 
1.3  DNA 连接法 

丹麦 Vipergen 公司和 Gothelf 团队开发了一

种“yoctoReactor”策略 [17]。应用该策略建库，

DNA-BB 通过多步骤 DNA 连接形成组合化合物，

DNA 的连接通过酶催化实现。应用 DNA 连接法

构库无需 DNA 模板池，不涉及错配问题，DNA
序列的设计相对简单，但该库在后续解码中不直

接适用于 PCR 扩增和测序技术。 
1.4  ESAC 法 

根据化合物是附着于双链寡核苷酸的 1 条链

还是 2 条链，DEL 化合物库分为单药效团 DEL 和

双药效团 DEL。DNA 记录法、DNA 模板法和 DNA
连接法构建的库都隶属于单药效团库，即 DNA 双

链中的其中 1 条链连接 BB， 终的组合化合物由

不同的 BB 通过多步“均分-混合-均分”反应合成。

与之不同的是，双药效团 DEL 中的 2 个 BBs 分别

附着在寡核苷酸的相邻位点上，如双链 DNA 的末

端或者杂交到一个共同模板的 2 个寡核苷酸的结

合点。2004 年，MELKKO 等[18]提出的 ESAC 是双

药效团 DEL 的主要代表，该策略下，2 个分别连

接在寡核苷酸单链的化合物通过互补作用自行组

装，且过程中不存在化合物间的化学反应。相较

其他方法，ESAC 法建的库纯度更高，因为每一个

DNA-BB 都可以单独被纯化且 BB 间不存在化学

反应，更适用于基于片段的药物发现[1]，但 ESAC
建库规模有限，需要建库人员设计连接基团用以

连接一对 BBs 以获得完整配体，并进行后续优化

和活性测试，这通常耗费劳力且依赖经验。 
 

表 1  DNA 编码化合物库编码方法的优缺点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NA-encoded compound library coding methods 

DEL 库分类 编码方法 优点 缺点 

单药效团库 DNA 记录法 操作简单，化合物

数量巨大 
DNA 序列易错配，化

合物库纯度较低

DNA 模板法 化学反应快，DNA
模板库的纯度高 

精细的 DNA 序列设

计，构库的 BB 至

少含 2 个功能基

团，工作量大 

DNA 连接法 无需 DNA 模板池，

不 涉 及 错 配 问

题，DNA 序列设

计相对简单 

后续解码中不直接适

用于 PCR 扩增和测

序技术 

双药效团库 编码自组装

化学法  
每 一 个 DNA-BB

都可以单独被纯

化且 BB 间不存

在化学反应，库

纯度高 

建库规模有限，需设

计连接基团用以连

接一对 BBs  

 

2  利用 DNA 编码化合物库进行亲和筛选的策略 
传统的筛选方法通过蛋白的功能变化来识别

苗头化合物，需要对化合物逐一进行筛选。而 DEL
的筛选基于亲和筛选，将靶标蛋白直接和整个

DEL 库共孵育，直接找到与蛋白具有结合力的苗

头化合物，这种筛选方式具有明显的速度和成本

优势[19]。 
2.1  固化靶点蛋白与化合物库的亲和筛选 

目前应用 广的 DEL 筛选基于液相孵育体

系。固相载体对靶标蛋白的吸附使得与靶标蛋白

亲和的化合物富集在固相上，而不能和靶标蛋白

结合的化合物则可以被洗脱下来。这里的固相可

以是溴化氢活化琼脂糖或磁珠，它们可以共价偶

联蛋白[20]或附着带 His-[6]、Flag-[21]或生物素标记

的蛋白[22]。当固相载体抓取蛋白后，与 DEL 文库

共孵育，这时与蛋白质结合的小分子通过重复洗

涤步骤富集，非结合的小分子则被洗脱，然后通

过加热变性或竞争性结合蛋白的试剂洗脱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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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结合的小分子，纯化后进行解码。在每一步

洗脱后，可以使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进行筛选质

量的监控[23]。近年来，洗脱步骤等筛选过程被不

断优化，实现了 1 次操作筛选多个靶标的苗头化

合物，大大提高了筛选的效率和规模[24]。 
2.2  非固化靶点蛋白与化合物库的亲和筛选 

如上所述，固化靶点蛋白并开展 DEL 库亲和

筛选的前提是获得纯化的重组可溶性靶蛋白。但

有些蛋白难以表达或纯化以及固化到载体，部分

蛋白受固化条件的影响可能丢失正确的结构和功

能，特别是具有复杂结构的蛋白复合体，如膜蛋白

等[25]。为了在筛选过程中维持靶标蛋白的生物活

性，研究者开发了几种无需固化蛋白的筛选方法。 
2010 年，McGregor 等[26]提出了 Interaction 

Dependent PCR(IDPCR)法。其原理是将靶标蛋白

与一段单链 DNA 共价偶联，与 DEL 文库孵育后，

与之亲和的化合物和靶蛋白复合体形成假发夹结

构，用于后续的引物延伸和 PCR 扩增。基于 IDPCR
法，针对非纯化靶标蛋白，研究者们又开发了

Interaction Determination Using Unpurified Proteins 
(IDUP)法[25,27]。IDUP 法利用抗体孵育或 SNAP 标

签以非共价的方式将包含引物结合位点的 DNA 探

针标记到靶蛋白上。该方法适用于难纯化、难溶、

活性不稳定和容易聚集的蛋白，且能保持这些蛋

白翻译后修饰以及与配体蛋白结合等生物活性。 
2016 年，Vipergen 公司开发了名为 Binder Trap 

Enrichment(BTE)的方法[13]，研发了基于水-油系统

的选择性 PCR 以分离得到苗头化合物。该方法中，

DNA 标记的靶标蛋白与 DEL 文库孵育后在水-油
系统中达到平衡，将样品稀释破坏平衡后，只有

与靶标高度亲和的化合物可以继续与靶标结合。

由于只有蛋白-化合物结合体既具有化合物上的

DNA 标记和又具有蛋白上的 DNA 标记，即携带 2
个 PCR 引物识别位点，通过 PCR 扩增可得到与蛋

白高度亲和的苗头化合物。 
Li 等 [28-29] 报 道 的 DNA-programmed Photo- 

Affinity Labelling(DPAL)法不仅免去了蛋白的固

化，且无须对蛋白进行标记。该方法使用的 DEL
化合物库中，标记化合物的 DNA 序列与一段 5’

端经苯基叠氮化物光交联修饰的寡核苷酸链杂

交。当 DNA 编码的小分子与靶标蛋白结合后，光

交联剂触发蛋白与化合物 DNA 间的共价偶联，保

护 DNA 避免被后续加入的核酸酶分解，而未偶联

的非配体化合物 DNA 在核酸酶作用下被消化。

Sannino 等[30]采用类似方法并使用对碳酸酐酶Ⅸ
具有不同亲和力的配体进行模型实验，对光交联

方法的不同参数进行了严格评估。结果表明，与

固定在固相载体上的蛋白质的常规亲和捕获程序

相比，光交联提供了对背景信号的低亲和力碳酸

酐酶Ⅸ配体的更好区分，因此可用作与亲和捕获

程序的串联方法。 
2.3  固化靶点蛋白与固化化合物库的亲和筛选 

在早期研究中，化合物库的合成与 DNA 的编

码基于固体载体上并行，因此筛选是通过将可溶

性靶标蛋白直接与固化的化合物库孵育进行。

One-bead one-compound(OBOC)文库的筛选 初

使用荧光素标记的靶标蛋白，以分离出可以高度

亲和靶标的附着化合物。Cochrane 等[31-32]开发了

更加先进的基于活性 DNA 编码的 OBOC 库筛选方

法。对 OBOC 文库进行 DNA 编码后，DNA 与化

合物间的共价结合可影响化合物与靶标的亲和而

影响筛选结果，因此开发了几种 off-bead 的筛选形

式，即将化合物从固体载体上释放出来，使得靶

标与化合物文库的孵育在液相中进行。 
2.4  基于细胞的筛选 

药物设计中细胞表面的膜蛋白是重要的靶

点，然而它们往往难以表达和纯化，且在纯化及

筛选步骤中容易发生结构的改变而影响功能的稳

定[33]，在筛选中直接用活体细胞作用靶标进行孵

育可以解决上述问题。2015 年，葛兰素史克公司

描述了第 1 个基于细胞的 DNA 编码文库筛选工

作 。 该 研 究 中 ， 作 者 将 速 激 肽 受 体 神 经 激 肽

3(tachykinin receptor neurokinin 3，NK3)在转导的

HEK293 细胞中过表达后，将包含大约 150 亿种化

合物的 DEL 库与活细胞一起孵育，使用叠氮化钠

和剪切的鲑鱼精子等试剂以避免靶内化和非特异

性结合，经过一系列洗涤步骤后，结合分子通过

细胞的热变性洗脱，离心后收集所得上清液。作

者能够从 4 个不同的 DEL 文库中识别出一系列不

同的 NK3 拮抗剂，其中一些化合物的拮抗效力和

特异性可与其他已知 NK3 拮抗剂 Talnetant 和

Osanetant 相媲美[34]。2019 年，Cai 等[35]进行了针

对胞质溶胶或活细胞表面蛋白质靶标的 DEL 筛

选。他们在人胚胎肾细胞系中使用与 DNA 编码分

子结合的环状细胞穿透肽来促进小分子渗透到细

胞质中，结果显示出靶标特异性富集，获得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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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质内和细胞膜上的蛋白配体。2021 年，Vipergen
公司的科学家描述了一种新型活细胞 DEL 筛选方

法，该方法使用非洲爪蟾卵母细胞在细胞质中特

异性表达靶标蛋白，并将 DEL 化合物库注射到卵

母细胞中，从而解决跨细胞膜递送 DEL 化合物进

行体内筛选的困难[36]。基于活体细胞的筛选在生

理相关条件下进行，消除了对高度纯化的活性靶

蛋白的依赖，扩展了 DEL 可适应的靶向空间。 
3  DEL 筛选结果的解码与分析 

尽管对化合物的合成和筛选方法在不断优

化，但从背景噪声中有效识别微摩尔范围内的配

体仍然是一项关键挑战。为了富集化合物并减少

筛选过程中的噪声干扰，根据 DEL 库的规模，往

往进行 1~3 轮亲和筛选。DEL 筛选后的解码和数

据分析一般基于高通量测序，低成本、基因组规

模的 NGS 技术的可用性是 DEL 成为强大筛选平台

的关键因素。通过比较化合物库中每个 DNA 编码

在筛选前后出现的相对频率来识别筛选出的苗头

化合物的结构。多种评估和比较 DEL 实验的统计

方法亦被研究，Paegel 及其同事首先报道了使用泊

松分布来计算假阴性率[37]。2018 年，Kuai 等[38]

使用经典 DEL 筛选平台的相同模型得出了类似的

结果。2019 年，Faver 等[39]使用了 z 分数度量方法

来确定 DEL 筛选期间化合物的富集度，该方法注

意选择抽样偏差。 近，Kómár 和 Kalinić 使用机

器学习来增强从背景噪声中区分和确定真正的潜

在结合物的能力[40]。 
4  重合成和验证 

解码出与靶标蛋白相结合的小分子后，将这

些用于构建文库时用的同样的合成路线和方法进

行 ON-DNA 的重合成，进行进一步的 ON-DNA 亲

和质谱分析。亲和质谱分析的基本原理：首先获

得配体与靶蛋白结合的复合物，而后采用某种纯

化方法将复合物与溶液中未结合的配体分离，

后对从复合物中解离下来的配体进行液质联用分

析，从而鉴定其配体结构，大大减小假阳性的概

率，得到真正与靶蛋白结合的配体[41]。 
对上述得到的配体进行生物化学、生物物理

学分析，并结合其物理信息、毒性官能团等分析，

进一步筛选出分子量大小合适、无明显毒性基团、

有较强家族信息、可被改造进一步提高活性和选

择性及成药性的分子进行 OFF-DNA 的重合成，在

测试其结合亲和力和生物学活性后，少数 优的

苗头化合物再通过药物化学的方法进行优化，从

而得到候选药物。 
5  DEL 技术在医药领域的成功应用举例 

新型 DEL 库的合成、筛选方法以及筛选结果

的评估的不断优化，提高了 DEL 技术在靶向筛选

具有新颖结构和功能的大规模化合物库的能力，

已使其广泛应用于新药研发领域，见表 2。 
5.1  DEL 技术在单个靶标蛋白抑制剂筛选中的

应用 
目前，至少有 3 种 DEL 衍生分子正在进行临

床试验。2017 年，葛兰素史克公司报道了一种利

用 DEL 技术开发的强效选择性可溶环氧化物水解

酶抑制剂 GSK2256294，作为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

的 I 期临床候选药物，该候选药物是第一个从 DEL
平台发现并进入临床试验的分子[6]。Harris 等[5]以

肿瘤坏死因子介导的炎症中的 RIP1 激酶为靶标，

通过 3 个氨基酸构建模块的组合化学方法构建了

一个包含 77 亿种化合物的文库。通过亲和筛选确

定了一个非典型的苯并氮杂酮衍生物作为激酶抑

制剂的核心结构，其对 RIP1 具有完全的单激酶选

择性，并且对灵长类和非灵长类 RIP1 具有独特的

物种选择性。经结构优化后，得到了临床候选药

GSK2982772[42]，用于治疗银屑病、类风湿性关节

炎和溃疡性结肠炎，其口服生物利用度高，半衰

期长，已完成 I 期临床研究，目前正在进行Ⅱ期临

床试验。另一个可溶环氧化物水解酶的有效抑制

剂是由 X-Chem 公司使用创新的 DECL 编码策略

开发的，该化合物库利用三组构建块(2 259 个伯

胺、222 个溴芳基酸和 667 个硼酸)合成了一个包

含 3.34 亿种分子的 DEL 库，并且利用催化炔烃叠

氮化环加成进行 DNA 片段的连接，其筛选的苗头

化 合 物 对 可 溶 环 氧 化 物 水 解 酶 的 IC50 为

2 nmol·L−1[43]。Cuozzo 等[44]采用分裂池合成策略，

通过 3 个化学循环构建了一个包含 2.25 亿分子的

化合物库，以带有 FLAG 标签的自黏蛋白为靶标

蛋 白 进 行 筛 选 ， 鉴 定 得 到 了 一 种 新 的 抑 制 剂

X-165。与人血浆中的 GLPG1690 相比，该抑制剂

显示出近 20 倍的效力，并且在大鼠和狗的 28 d 毒

性研究、标准安全药理学研究和遗传毒性研究中

被证明是安全的，因此 X-165 近获得 FDA 批准

用于 I 期人体临床研究。 
Dawadi 等[45]从已知的蛋白酶抑制剂药效团出

发，参考一种含有精氨酸的拟肽凝血酶抑制剂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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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曲班的结构，将许多已知蛋白酶抑制剂的官能

团如胍、磺胺、尿素和氨基甲酸酯部分整合到 DEL
库，筛选了凝血酶的抑制剂。其中一种带有脲和

胍官能化的化合物显示出显著的凝血酶活性抑制

作用，抑制常数为 1 nmol·L−1，其效力比临床药物

阿 加 曲 班 高 约 10 倍 。 Vipergen 公 司 使 用 
yoctoReactor 策略构建了由 2 组氨基酸和 1 组羧酸

构建模块组成的含 1 260 万种分子的 DEL 库，使

用 BTE 技术进行筛选，鉴定得到高度特异的丝裂

原活化蛋白激酶 14 抑制剂，IC50 为 7 nmol·L−1[13]。

Kim 等[46]利用拟肽 DNA 编码化合物库富集可被蛋

白酪氨酸激酶 c-Src 磷酸化的分子，得到的先导化

合物表现出作为底物并且促进 ATP 水解的能力。

在 抑 制 实 验 中 ， 富 集 化 合 物 的 IC50 为 8~ 
100 μmol·L−1。先导化合物的酯衍生物在细胞培养

中表现出抑制 src 依赖信号的细胞活性。 
5.2  DEL 技术在蛋白-蛋白相互作用抑制剂筛选

中的应用 
蛋白-蛋白相互作用对调节生物过程至关重

要，对提供疾病治疗靶标位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DEL 技术在具有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的靶标蛋白的

抑制剂筛选方面亦有广泛应用。具有重要药学意

义的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 2 是蛋白-蛋白相互作用

的代表性靶标。Leimbacher 等[47]通过 100 种不同

的氨基酸与 300 种不同的羧酸偶联构建了仅包含 2
组构建块的含 3 万个类药化合物的高质量 DEL 库，

并通过优化亲和筛选方案，筛选得到了一种新型

的对人类白细胞介素-2 具有强效、高选择性和生

物活性的配体。经荧光偏振测量，该配体的解离

常数 Kd 值为(2.5±0.3)μmol·L−1。通过不同实验条件

下的筛选结果比较发现 2-甲基吲哚部分对白介素-2
识别的重要性，为后续形成先导化合物提供了结构

基础。此外，已报道的 DEL 技术发现的蛋白-蛋白

相互作用抑制剂还有 B 细胞淋巴瘤(Bcl xL)拮抗剂

11[48]和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 1 拮抗剂 13[49]等。 
5.3  DEL 技术在跨膜蛋白抑制剂筛选中的应用 

对于许多具有潜在药物靶点的跨膜蛋白，应

用 DEL 技术也筛选得到了有效结合的小分子化合

物。Cheng 等[50]通过靶向 G 蛋白偶联受体家族的

蛋白酶激活受体 2，经 DEL 筛选得到了化合物 16，

揭示了一个以前未知的抑制蛋白酶激活受体 2 活

化的变构小分子结合位点。Ahn 等[51]通过靶向 β2
肾上腺素受体筛选含 1.9 亿分子的 DEL 库，得到 

表 2  DEL 技术筛选鉴定的苗头化合物 
Tab. 2  Examples of hit compounds identified from DNA- 
encoded chemical libraries 

靶标蛋白 化合物结构 解离常数 Kd 
参考

文献

受 体 相 互 作 用

蛋白 1(RIP1)
激酶  

10 nmol·L−1(IC50) [5]

可溶性环氧化

物水解酶
(sEH) 

 

7.9 nmol·L−1(IC50) [6]

可溶性环氧化

物水解酶
(sEH)  

2 nmol·L−1 [43]

自黏蛋白 

 

 [44]

凝血酶 

 

1 nmol·L−1 [45]

丝裂原活化蛋

白激酶 14 
(MAPK14)  

7 nmol·L−1(IC50) [13]

蛋 白 酪 氨 酸 激

酶(c-Src) 

 

7.5 μmol·L−1 [46]

白细胞介素 2 
(IL-2) 

 

(2.5±0.3)μmol·L−1 [47]

蛋 白 酶 激 活 受

体 2 (PAR2)

 

0.63 μmol·L−1 [50]

β2 肾上腺素受

体(β2AR) 

 

(1.7±0.8)μmol·L−1 [51]

 
了化合物 15，其与靠近 β2 肾上腺素受体 G 蛋白

结合位点的独特细胞内袋结合，通过变构调节抑

制受体功能，因此被命名为“变构 β 受体阻滞剂”。 
综上所述，DNA 编码的化合物库可以成为选

择性先导化合物的有效来源，这些先导化合物经

结构优化后可成为临床候选药物，用于治疗人类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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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DEL 的主要操作流程包括 DNA 编码化合物

库的合成、靶向蛋白亲和筛选、化合物分子的解

码与结构分析、非编码化合物重新合成、化合物

与靶向蛋白生物活性验证。该技术是化学、生物

学、测序、数据分析等多领域技术的集合，它们

的组合赋予了 DEL 巨大的竞争优势，如高通量、

短周期、低成本等。但 DEL 技术尚待进一步改进，

一是 DEL 文库的规模与质量影响筛选的效率与可

靠性，因而要扩大分子库规模并同时保持化合物

的类药性和库纯度；二是 DEL 文库的构建基于化

学构建模块，并依赖化学构建模块与 DNA 间的化

学反应，因此有必要开发化学构建模块并优化化

学构建模块与 DNA 相容的化学反应，增加 DEL
文库的多样性；三是目前 DEL 筛选多选用纯化的

重组可溶性蛋白做靶标，并在筛选前将蛋白进行

标记或固化到固体载体上，然而标记及固化过程

容易使蛋白丢失原有结构和功能，并且药物发现

中一些难以表达、纯化，或者溶解性不高、容易

聚集的蛋白(如膜蛋白)往往更有成为靶点的意义。

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筛选流程以降低靶点蛋白的

门槛并保持蛋白的生物活性。 
应用 DEL 技术已经成功发现了针对多种靶蛋

白的新型化合物，已成为制药行业和科学研究中

新兴的、极具应用前景的新型化合物发现技术。

虽然 DEL 技术的应用目前仅局限于药物发现领

域，但其原理却通用于动植物，因此理论上可以

用于农业领域植物蛋白的靶标性作用分子筛选。

尽管目前尚无利用 DEL 筛选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公

开报道，但是类似的组合化学筛选技术 近已在

开发脱落酸受体激动剂方面取得成功。Vaidya 等[52]

报道用 2 个脱落酸受体对一个包含所有商业化配

体的 ZINC 数据库进行“虚拟筛选”，鉴定能够与

受体中保守赖氨酸互作的候选激动剂。通过此方

法，研究者成功鉴定到了取代苯基乙酰氨基-环己

烷羧酸类脱落酸受体泛激动剂。经进一步化学修

饰改造， 终获得了与脱落酸受体高度亲和、可

作为抗蒸腾剂的脱落酸类似物 Opabactin，其功效

比天然脱落酸高近 10 倍，可显著缓解干旱下小麦

的衰老，提高产量，并且在多种单、双子叶中都

有高活性。因此，高通量化合物库筛选技术已不

再限于新药开发领域，其在植物上应用的新时代

已经到来。相信通过筛选与植物生长发育及抗逆

相关的靶点蛋白，可以发现能够特异性调控植物

生长性状及抗性的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应用于

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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