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道德评价 

（一票否决） 

评阅意见 

注：“分数”栏每项均按百分制整数评分，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评分分为四档：大于等

于 90 分为优秀；大于等于 75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大于等于 60 分小于 75 分为中；小于

60 分为差。 

评价要素 评价意见（请在相应栏内划“√”） 

是否存在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由他人代写

等严重作假行为 

□是（具体说明存在的问题）  

 

 

□√否 

评   价   要   素 权重 
具体得分 

（百分制） 

1  论文选题 选题的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10%  10 

2 文献综述 
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人成果和

前沿动态  
15%  13 

3  创新成果 

论文成果创新性，对学科发展、技术进

步、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的

影响和贡献  

40%  32 

4 
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 

基础理论的宽厚度、坚实度，专门知识

的系统性、深入性  
10%  7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12 

6 论文写作  
论文结构、撰写规范性；文字表达准确、

清晰和流畅性；引文严谨、规范性  
10%  8 

总体评价 总分 82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请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做出简要评述，包括选题意义，

文献资料的掌握，论文创新之处，写作规范和逻辑性等。还须明确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之处。可另附页） 

手性的检测是手性科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论文以自主研制的短波长手性拉

曼（Raman optical activity, ROA）光谱仪研究了糖类和核苷类分子的手性结构，

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取得的主要创新性结果如下： 

（1）研究发现ROA光谱可以灵敏探测葡萄糖、葡萄糖-6-磷酸和葡萄糖-1-磷酸

的磷酸化位点，磷酸化显著降低糖环上邻位羟基的旋转自由度。  

（2）ROA光谱揭示了NAD+在酸性和中性水溶液中分别呈现展开形态变化和折

叠形态，同时伴随着腺嘌呤碱基的旋转构象从anti到syn的转变以及腺苷糖环的

折叠构象从C3'-endo向C2'-endo的转变。  

（3）研究发现Eu3+可选择性地识别dGMP，产生圆偏振荧光（CPL）信号，且

该信号会随着作用时间的延长发生峰形的改变和强度（glum值）的增大。紫外

拉曼光谱表征进一步显示dGMP糖环处于C2'-endo构象下，碱基相对糖环的旋转

构象发生从syn到anti的转变。 

 

作者对本领域的研究背景做了较全面的文献综述，论文写作规范、逻辑性

强，说明作者有扎实的基础和独立科研能力，建议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是否同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请在相应栏内划“√”）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 

□不同意答辩 



 

 

 

 

 



 

 

 

 

 

 

 

 

 

 

 

 



 

学术道德评价 

（一票否决） 

评阅意见 

注：“分数”栏每项均按百分制整数评分，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评分分为四档：大于等

于 90 分为优秀；大于等于 75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大于等于 60 分小于 75 分为中；小于

60 分为差。 

评价要素 评价意见（请在相应栏内划“√”） 

是否存在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由他人代写

等严重作假行为 

□是（具体说明存在的问题）  

 

 

否 

评   价   要   素 权重 
具体得分 

（百分制） 

1  论文选题 选题的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10%  90 

2 文献综述 
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人成果和

前沿动态  
15%  85 

3  创新成果 

论文成果创新性，对学科发展、技术进

步、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的

影响和贡献  

40%  80 

4 
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 

基础理论的宽厚度、坚实度，专门知识

的系统性、深入性  
10%  90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90 

6 论文写作  
论文结构、撰写规范性；文字表达准确、

清晰和流畅性；引文严谨、规范性  
10%  85 

总体评价 总分 84.75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请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做出简要评述，包括选题意义，

文献资料的掌握，论文创新之处，写作规范和逻辑性等。还须明确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之处。可另附页） 

本学位论文立意清晰，选题新颖，科研目标明确，是一篇优良的博士论文。 

手性是化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事关生命起源的人类的基本问题。尽管针对分子手

性、包括生物活性分子手性的研究工作非常多，但是囿于仪器设备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

大部分工作在方法学上缺乏创新性。本论文从仪器设备的角度出发，利用自主研制的短波

长手性拉曼光谱仪，在仪器设备创新的同时，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武器。同时，

在研究目标的选取上，选择了磷酸化葡萄糖、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以及鸟嘌呤脱氧核糖

核苷酸这些具有一定生化活性糖类分子，很好的利用了短波长手性拉曼光谱仪对于溶液中

手性分子特征结构的敏感性。 

在论文中，作者展线出深厚的理论背景基础，对于拉曼光谱、手性拉曼光谱的理论掌

握纯熟，很好的将仪器设备的设计使用、前沿的化学/生物学问题、分子结构的理论计算

这几个方面结合了起来。做到了用之有据、言之有理。这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文献积累丰

厚，并能够熟练的将已有研究成果融汇于本研究工作之中。 

但是，论文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论文中“结论与展望”部分

所指出的，尽管论文揭示了部分分子的手性结构特征，但是对于真实生理环境下的手性结

构变化，仍缺乏相应的研究手段，这对于在分子结构层面上阐释糖类分子在生理过程中的

相应作用机制是一个极大的技术难题，有待突破。同时，手性拉曼光谱的研究与手性结构

的理论计算，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论文中在理论计算方面，特别是在计算方法学

的创新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具体到实验工作方面。对于铕离子与鸟嘌呤脱氧核糖核苷酸的特异性识别过程，是一

个非常有新意的研究结果，对于在分子结构、手性构象的层面上，对这一特意性识别过程

进行了跟踪考察，对于其中中间状态的描述也十分具体。但涉及到与 G 四链体的形成过

程的类比，在光谱测试中是否有相应的对比过程？对于论文中组装体的形成过程，可否考

虑加入除 CPL 之外其它的研究表征手段，佐实这一超分子组装体的结构？ 

另外，尽管很少量，但是论文中，包括参考文献部分，仍存在一些行文错误以及格式

疏失，希望该学位申请人仍能耐心修改、完善，留下一部优良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泽后学。 

综上，评阅人认为本博士论文在学术水平、学术创新性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该

学位申请人的论文中展线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水平，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故同意

答辩。 

是否同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请在相应栏内划“√”）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 

□不同意答辩 

 



 

 

 

 

 



 

 

 

 



 

 

 

 

 

 

 

 

 

 

 

 

 



 

 

 



 

 

 



 

学术道德评价 

（一票否决） 

评阅意见 

注：“分数”栏每项均按百分制整数评分，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评分分为四档：大于等

于 90 分为优秀；大于等于 75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大于等于 60 分小于 75 分为中；小于

60 分为差。 

评价要素 评价意见（请在相应栏内划“√”） 

是否存在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由他人代写等

严重作假行为 

□是（具体说明存在的问题）  

 

 

□否 

评   价   要   素 权重 
具体得分 

（百分制） 

1  论文选题 选题的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10%  9 

2 文献综述 
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人成果和

前沿动态  
15%  12 

3  创新成果 

论文成果创新性，对学科发展、技术进

步、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的

影响和贡献  

40%  30 

4 
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 

基础理论的宽厚度、坚实度，专门知识

的系统性、深入性  
10%  8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12 

6 论文写作  
论文结构、撰写规范性；文字表达准确、

清晰和流畅性；引文严谨、规范性  
10%  8 

总体评价 总分 79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请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做出简要评述，包括选题意义，

文献资料的掌握，论文创新之处，写作规范和逻辑性等。还须明确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之处。可另附页） 

本文通过利用 457nm 短波长手性拉曼光谱技术和基于手性拉曼光谱仪的圆偏振荧光光谱

技术研究含有糖环手性单元的生物分子表征的新方法，为研究相关手性分子的变化提供了

新的手段，研究结果具有创新性。具体获得的结果如下： 

1. 手性拉曼光谱可以灵敏地表征磷酸化葡萄糖手性结构的改变。 

2. 手性拉曼光谱可以灵敏地表征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从展开至折叠形态发生的手性

结构变化 

3. 圆偏振荧光光谱技术研究 Eu 3+ 对鸟嘌呤脱氧核糖核苷酸（dGMP）的特异性识别 

修改建议： 

1. P29“然而，ROA 光谱的普及度仍然远远不及传统的 Raman 光谱，主要原因是信号微

弱，ROA 的圆强度差分值 CID 大约为 Raman 强度的 10 -3 ~10 -4 数量级，同时，

由于 ROA 光谱主要用于有机分子的检测，荧光干扰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一定

要用 ROA 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存在这么多弱势 

2. “未见关于二核苷酸分子的 ROA 报道”在第一章最后，研究的原因不是没人做，是后

面作者阐释的内容，不要让读者引起误解 

3. 1.8 中提出的问题为“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对糖代谢过程所涉及的糖类和酶相互作用的

结构——功能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这是文中要解决的问题吗 

4. P46“这种旋转异构体分布的改变或许与酶的立体选择性直接相关，在 PGM 酶催化 

G6P 转化的过程中，不论α型还是β型 PGM 酶都更倾向于结合具有 gg 构型的 G6P 

分子”，这内容与这个结论有什么相关性？这个问题在其它的结论也存在 

 

 

 

 

 

 

 

是否同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请在相应栏内划“√”）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 

□不同意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