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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７２（１／２／３／４）：１７５－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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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ＹＩＪＣ，ＷＵＰ，ＬＩＧＹ，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ａｒｂ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ｃｈ

ｉｔｏｓａｎａｎｄａｐｔａｍ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ｇｏｌｄ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Ｊ］．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１９，１８６
（１１）：１－８．

［４３］ＸＵＸＭ，ＭＡＸＹ，ＷＡＮＧＨＴ，ｅｔａｌ．Ａｐｔａｍｅｒ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ｕｓｉｎｇＤＮＡ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ｇｏｌｄｎａｎｏｄｉｍｅｒｓ［Ｊ］．Ｍｉ
ｃ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１８，１８５（７）：１－８．

［４４］ＬＩＡ，ＺＵＯＰ，ＹＥＢＣ．Ａｎａｐｔａｍｅｒ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ｂａｓｅｄｄｕ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Ｊ／ＯＬ］．Ａｎａｌｙｔｉ
ｃ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０，６１５［２０２１－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ｂ．

２０２０．１１４０５０．
［４５］ＹＡＮＧＥＬ，ＬＩＤ，ＹＩＮＰＫ，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Ｒａｍａｎｓｃａｔ

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Ｒ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ｕｌｔｒ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３Ｄ）ＤＮＡｗａｌｋｅｒ［Ｊ／ＯＬ］．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ｃｓ，２０２１，１７２［２０２１－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ｉｏｓ．２０２０．１１２７５８．

［４６］ＷＡＮＧＳＹ，ＺＨＥＮＧＬＹ，ＣＡＩＧＺ，ｅｔａｌ．Ａ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ｏｎ
ｌｉｎｅ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ｕｓｉｎｇ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ｖｉｄ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ＯＬ］．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ｂｉｏ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９，１４０［２０２１－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ｉｏｓ．２０１９．
１１１３３３．

［４７］ＷＡＮＧＳＹ，ＬＩＵＮ，ＺＨＥＮＧＬＹ，ｅｔａｌ．Ａｌａｂｏｎｃｈｉｐ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ｓａｍｐｌｅ
ｉ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ｕ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ａｂｌｅ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ｕｓｉｎｇｌｏｏｐ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ｉｓｏｔｈｅｒ
ｍ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Ｊ］．Ｌａｂｏｎａｃｈｉ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９６－２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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