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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抗凝血肽的制备、分离方法及其体外抗凝血、溶栓效果。方法= =用木瓜蛋白酶、菠萝蛋白酶、中性蛋白

酶和碱性蛋白酶对酪蛋白进行 Q酶混合水解制备抗凝血肽，以固定化凝血酶对抗凝血肽进行萃取，用新西兰兔进行体外抗凝

血、溶栓实验。结果= =实验确定的抗凝血肽制备条件为酪蛋白质量浓度 NRB，水解每克酪蛋白的木瓜蛋白酶、菠萝蛋白酶、

中性蛋白酶和碱性蛋白酶用量分别为 N=RMM、O=QMM、N=MMM、N=ORM=r，水解温度 RM=℃，pe=TKM，水解时间 Q=h。固定化凝血

酶萃取抗凝血肽的初始浓度 S=AqrLmi，萃取温度 PM=℃，pe=RKM，萃取时间 PM=min。反萃取温度 PM=℃，pe=TKS，反萃取时

间 QM=min。抗凝血肽经高效体积排阻色谱分析，主要成分分子大小与马尿酰J组氨酰J亮氨酸相当。体外抗凝血时间超 TO=h，
溶栓时间 OQ=h。结论= =酪蛋白抗凝血肽主要成分为 P肽，体外抗凝血及溶栓实验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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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lbjective= = qo=study=the=preparation=and=separation=method=for=anticoaguäant=peptide=and=the=effect=of=anticoaguäation=and=
thromboäysis in vitroK=jethods= = qhe=casein=was=hydroäyzed=to=prepare=anticoaguäant=peptide=using=the=mixed=four=enzymes=such=as=
papainI= pineappäe= proteinaseI= neutraä= proteaseI= and= aäkaäi= proteaseK= qhe= anticoaguäant= peptide= was= extracted= using= immobiäized=
thrombinK=qhe=effect=of=haemoäysis=and=anticoaguäation in vitro=was=investigated=through=the=kew=weaäand=rabbits=experimentsK=oesults= =
qhe= conditions= of= preparation= anticoaguäant= peptide= were= as= foääowsW= èuaäity= of= casein= was= NRBI= papain= proteinaseI= pineappäe=
proteinaseI=neutraä=proteaseI=and=aäcaäase=dosage=were=N=RMMI=O=QMMI=N=MMMI=and=N=ORM=rLEg=caseinFI=respectiveäyI=temperature=was=RM=℃I=
pe=vaäue=was=TKMI=and=hydroäysis=time=was=Q=hK=qhe=conditions=for=the=extraction=of=anticoaguäant=peptide=were=as=foääowsW=the=initiaä=
concentration=was=S=Aqr=EAnti=qhrombin=rnitFLmiI=temperature=was=PM=℃I=pe=vaäue=was=RKMI=and=time=was=PM=minK=AntiJextraction=
temperature=was=PM=℃I=pe=vaäue=was=TKSI=and=time=was=QM=minK=qhe=purified=anticoaguäant=peptide=was=anaäyzed=via=high=performance=
size=excäusion=chromatographyK=qhe=moäecuäar=weight=of=purified=anticoaguäant=peptide=was=eèuaä=to=kJeippuryäJeisJieu=hydrate=and=
the=main=components=were=three=peptidesK=qhe=time=of=anticoaguäation=was=more=than=TO=h=and=the=time=of=hemoäysis=was=OQ=h=in vitr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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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发病率、致死率最高

的疾病，其中大部分疾病与血栓相关xNz。血管内血

栓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凝血酶诱发的血液凝固xOz。

凝血酶分子表面有一个富含碱性氨基酸的活性部

位（fibrinogen=recognition=site，cop），能特异性与

纤维蛋白原结合并将其裂解成为纤维蛋白导致血液

凝固xPz。天然水蛭素是从吸血水蛭唾液腺中分离出

来的多肽xQz，C端为活性部位，含较多酸性氨基酸，

具有强烈的抗凝血酶活力，对防治多种血栓性疾病

以及溶解术后形成的血栓都有较好效果xRJSz，国内

外试图将其开发成新一代高效特异性抗凝、溶栓药

物xNz。水蛭素 C端与凝血酶分子 cop在一定 pe条

件下按 N∶N 结合，形成凝血酶J水蛭素复合物，抑

制了凝血酶对纤维蛋白原的激活作用，避免了血液

的凝固。根据该原理，利用凝血酶滴定改进法xTz可

以水蛭素标准液测定凝血酶的浓度，从消耗的水蛭

素量得知凝血酶的量；或者以凝血酶标准液测定水

蛭素的浓度，根据消耗的凝血酶量得知水蛭素的量。=
固定化酶在保持高效专一及温和的催化特性的

同时，又呈现稳定性高、分离回收容易、可多次重

复使用等一系列优点xUz。本实验采用脱胶家蚕丝素

为载体、戊二醛为交联剂制备固定化凝血酶

（immobiäization=of=thrombin，fq）。=
天然水蛭素的来源有限制约了其广泛使用。研

究发现，酪蛋白分子中含有若干具有抗凝血酶活性

的肽段［抗凝血肽（anticoaguäant=peptide，Am）、抗

血栓肽］xVJNMz，在合适的工艺条件下水解酪蛋白，

可获得功能与水蛭素类似的 Am。研究发现，六肽

及以下的小肽能被肠道直接吸收xNNz。为了获得可以

被肠道直接吸收的 Am，本实验以酪蛋白为原料进

行 Am 的制备、分离实验。过程先以木瓜蛋白酶、

菠萝蛋白酶、中性蛋白酶和碱性蛋白酶进行 Q酶混

合水解，使酪蛋白中富含酸性氨基酸、能与 cop特
异性结合的 Am释放出来，然后用 fq进行分离、纯

化。在一定 pe条件下用 fq萃取水解物，Am与 cop
通过离子键特异性结合，形成 fqJAm复合物，弃去

液相收集复合物。在反萃取时，调节溶液 pe 改变

cop或 Am的带电状态，使 fq与 Am之间的离子键

断裂，复合物解体，Am 重新释放回滤液相，分离

回收 fq得 Am。通过凝血酶滴定改进法以凝血酶标

准液测定 Am 的浓度，通过体外抗凝血、溶血栓实

验，初步评价其活性的强弱，利用高效体积排阻色

谱（empbC）法测定 Am的相对分子质量（jr）分

布范围。利用固定化凝血酶来分离纯化抗凝血肽目

前国内外很少报道。本实验旨在为开发以酪蛋白作

为原料的防治血栓性疾病的口服小肽类药物或功能

性食品提供理论及实验依据。=
N= =仪器与材料=

凝血酶对照品，长春国奥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NNMROSJP，RMM= kfeL瓶；质量分数 ORB戊二醛（分

析纯）、酪蛋白（化学纯），国药集团试剂有限公司；

木瓜蛋白酶（ma）Q×NMR=rLg、菠萝蛋白酶（_r）
R×NMR=rLg、中性蛋白酶（km）O×NMR=rLg、碱性蛋

白酶（Am）Q×NMR=rLg，广西庞博公司，食品级；

牛血纤维蛋白原，美国 _iosharp公司，进口分装；

水蛭素对照品，广西科康公司，批号 NNMSNT，电泳

纯；磷酸异构酶（triosephosphateJisomerase，jr：
OS=SOR）、肌球蛋白（myogäobin，jr：NS=VRM）、抑

肽酶（aprotinin，jr：S=RNO）、胰岛素 _（insuäinJ_，
jr：P= QVS）、杆菌肽（bacitracin，jr：N= QOP）、马

尿酰J组氨酰J亮氨酸（kJeippuryäJeisJieu=hydrate，
jr：QPP），上海阳光试剂有限公司，色谱纯；其他

试剂均购自国药集团试剂公司；茧壳，广东省高州

市丝绸公司提供。=
实验采血用的新西兰兔体质量 O=QRM=g，雌性，

购自湛江双林药业有限公司实验动物中心。=
sirqis=_enchtop=sOh冷冻干燥机，美国 sirqis

公司；iCJOMA 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

CoOOd高速冷冻离心机，efqACef公司；qrJNVMN
双光束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

公司；mepJOc=pe计，上海雷磁新泾仪器有限公司；

biOMM电子天平，日本岛津公司；g_JO恒温磁力搅

拌器，金坛市富华仪器有限公司；三用电热恒温水

箱，北京长安科学仪器厂；cNMM数码照相机，日本

富士公司。=
O= =方法与结果=
OKN= =检测与分析方法=
OKNKN= =水蛭素浓度测定及标准溶液的制备= =水蛭素

浓度用单位体积溶液中抗凝血酶活力单位（Aqr）
数量多少（AqrLmi）表示，测定方法为凝血酶滴

定改进法xTz。取一定量水蛭素对照品用适量 pe= RKM
生理盐水溶解，配成浓度为 OM=AqrLmi的滴定液，

即为水蛭素标准溶液。=
OKNKO= =凝血酶标准溶液的制备= =凝血酶浓度用单位

体积溶液中凝血酶活力单位（kfe）数量多少

（kfeLmi）表示。取一定量凝血酶对照品用适量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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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M生理盐水溶解，配成浓度 OM=kfeLmi的滴定液，

即为凝血酶标准溶液。=
OKNKP= =凝血酶溶液的活力测定及溶液系列的制备= =
本实验的凝血酶浓度测定以水蛭素标准溶液参照凝

血酶滴定改进法进行xTz。取一定量凝血酶对照品用

合适 pe值生理盐水溶解，配制成不同 pe值、不同

浓度的凝血酶溶液系列，备用。=
OKNKQ= =脱胶丝素的制备与交联（活化）= =茧壳剪碎

称取一定质量，参考文献方法xNOz制成活化丝素（载

体）。=
OKNKR= = fq 的制备xNPz= =取载体适量按 N∶QMM 的量加

入一定浓度的凝血酶溶液，于不同 pe 值、不同温

度下固定不同时间，以确定制备 fq的工艺条件。过

滤收集 fq，用 MKO=moäLi=pe=TKS磷酸缓冲液（含 MKR=
moäLi=kaCä）洗至洗脱液于 OUM=nm波长处无吸收，

吸干，于 RM=℃烘干，备用。=
实验确定的 fq 制备工艺条件为凝血酶起始浓

度 S=kfeLmi、pe=TKS、PM=℃固定 S=h。凝血酶起始

浓度高于 S=kfeLmi，酶分子数量远超载体中的活化

基团数量，被固定的酶比例低而造成浪费；pe值偏

离 TKS，凝血酶分子及载体中活化基团的解离状况不

利于酶分子的固定；固定温度 PM=℃时间 S=h，被固

定的酶比例达到最大，无须再提高温度和延长时间。=
OKNKS= = Q 种蛋白酶的最适水解条件确定= = ma、_r、
km、Am= Q 种蛋白酶分别在一定条件进行酪蛋白溶

液水解的单因素实验，以确定各自的最适温度、pe
值、水解时间、酶用量、底物浓度（质量分数），为

Q酶混合水解提供依据。=
单因素实验结果表明，各酶的最适水解条件为

ma：温度 RM=℃、pe=SKU、底物浓度 SB、每克酪蛋

白的酶用量 R=MMM=r、时间 Q=h；_r：温度 RR=℃、

pe=TKM、底物浓度 QB、每克酪蛋白的酶用量 NO=MMM=
r、时间 PKR= h；km：温度 RM=℃、pe=TKM、底物浓

度 RB、每克酪蛋白的酶用量 Q= MMM=r、时间 P= h；
Am：温度 RM=℃、pe=UKM、底物浓度 RB、每克酪蛋

白的酶用量 R=MMM=r、时间 Q=h。=
OKNKT= =酪蛋白溶液的 Q酶混合水解= =混合酶水解是

指若干种酶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后，在一定的温度、

pe等条件下水解底物一定时间，以获得所需物质的

过程。=
为了获得能被直接吸收的小分子 Am，本实验

利用 Q种蛋白酶进行酪蛋白水解。如果采用复合酶

水解法则工艺过于复杂，水解时间过长。为了简化

实验，本实验选择了混合酶水解法处理底物。=
Q 种酶的最适底物浓度之和为 OMB，该浓度的

酪蛋白溶液黏度大难以搅拌，影响水解效果。预试

验结果表明，底物浓度之和 NRB时效果较好，因此

将底物浓度之和降至 NRB。Am的最适 pe值为 UKM，
其余 P种酶为中性或接近中性，水解 pe值选择 TKM
时虽然 Am 活力受到一定影响，但较适合其余 P种
酶，总体效果较佳；_r的最适水解温度为 RR=℃，

另外 P种酶均为 RM=℃，温度选择 RM=℃对水解的总

体效果较有利；ma、Am的水解时间均为 Q=h，而 _r、
km的分别为 PKR=h和 PKM=h，为了确保各种酶的水解

效果而又不浪费时间，水解时间选择 Q=h。综合考虑，

混合酶水解条件组合为底物浓度之和 NRB，pe=TKM、
温度 RM=℃、水解时间 Q= h，每克酪蛋白的加酶量

ma=N=RMM=r、_r=O=QMM=r、km=N=MMM=r、AmN=ORM=r。=
酪蛋白溶液按上述条件水解后，迅速升温至

NMM=℃保持 NM=min，放冷至室温后，于 Q=℃，NR=MMM=
rLmin离心 OM=min，取上清液，即得含 Am的酪蛋白

混合酶水解液。测得活力为 OSM=AqrLmi。=
OKNKU= =混合酶水解物的抗凝血酶活力测定= =混合酶

水解物的活力用 Aqr表示，测定方法为凝血酶滴定

改进法xTz。=
OKO= = Am的 fq萃取的指标考察=

萃取是通过调节酪蛋白混合酶水解液至一定

pe 值，使 cop 带正电荷的同时 Am 带负电荷，电

性相反基团之间在静电引力作用下形成离子键，将

Am结合在 fq上面，形成 fqJAm复合物，使之与其

他成分分离的过程。=
将酪蛋白溶液的混合酶水解物用蒸馏水稀释成

一定浓度，在一定条件下进行 Am的 fq萃取实验，

测定萃取后液体部分的 Aqr，计算 Aqr萃取率。=
Aqr萃取率＝E萃取前溶液中抗凝血肽总 Aqr－萃取后

溶液中抗凝血肽总 AqrFL萃取前溶液中抗凝血肽总 Aqr=

每个实验取 fq= MKNM= g，Am溶液 QM=mi分别观

察温度、pe、时间、Am 浓度的影响。萃取完毕，

滤过，收集 fqJAm复合物。=
OKOKN= = 温度对萃取的影响 = = 实验在 Am 浓度 U=
AqrLmi、pe=RKP，温度 OM、OR、PM、PR、QM=℃下

分别萃取 QM=min。反应结束后测定液相的 Aqr并计

算活力回收率，确定最适温度。=
不同温度对萃取的影响结果分别为回收率

QPKPPB、RTKVOB、SSKORB、SRKUPB、SSKORB。温度

低于 PM=℃时，萃取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加，PM=℃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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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再升高温度萃取率也不会再增加。估计是

温度低于 PM=℃，随温度升高 Am 分子获得的能量

相应增加，成为活化分子的数量相应增加，生成的

fqJAm 复合物数量也越多，萃取率随之增加。温度

达到 PM=℃时，成为活化分子的 Am数量达到最大、

足以与全部 fq 的 cop 结合，萃取率达到最高。此

后尽管升高温度，因体系中已无游离的 cop，复合

物数量不会再增加。温度选择 PM=℃合适。=
OKOKO= = pe值对萃取的影响= = Am浓度 U= AqrLmi、
pe值分别为 QKQ、QKT、RKM、RKP、RKS，以“OKOKN”
项确定的最适温度分别进行实验，萃取结束后测定

液相的 Aqr并计算回收率，确定最适 pe值。=
不同 pe 值对萃取的影响结果分别为回收率

NTKRB、QQKNTB、SRKQOB、RMKUPB、POKRB。pe 值

低于 RKM，萃取率随 pe值升高而增加，pe=RKM时达

到最大，pe 值高于 RKM，随 pe 值升高而降低。原

因是 pe值影响 cop碱性基团和 Am的酸性基团解

离，只有处于某一 pe 值条件下，cop 带正电荷的

基团数量与 Am 带负电荷的基团数量均达到最大，

二者结合形成 fqJAm复合物数量达到最多，萃取率

达到最高。偏离该 pe 值，cop 与 Am 双方或某一

方的解离受到影响，带电荷的基团数量减少，形成

的复合物数量减少，萃取率下降。本实验萃取 pe
值选择 RKM。=
OKOKP= =时间对萃取的影响= = Am浓度 U=AqrLmi，采

用上述实验确定的最适温度和 pe值，分别萃取 OM、
OR、PM、PR、QM=min。反应结束后测定液相的 Aqr
并计算回收率，确定最适萃取时间。=

时间对萃取的影响结果分别为回收率 QSKSTB、

RVKNTB、SRKMMB、SQKRUB、SQKRUB。萃取时间过短，

与 fq结合的 Am不多，萃取率自然不高。只有达到

足够的时间，fq与 Am充分结合，萃取率才会达到

最高。因为 fq与 Am的结合属于可逆反应，存在一

个平衡点。到达平衡点前，反应随时间增加向 fqJAm
复合物生成方向移动，萃取率相应增加。到达平衡

点时复合物浓度达到最大，萃取率达到最高。之后

再延长萃取时间，复合物生成量也不会增加。萃取

时间应为 PM=min。=
OKOKQ= = Am 浓度对萃取的影响= =采用上述实验确定

的最适温度、pe值、时间，分别对 Q、R、S、T、U=
AqrLmi溶液萃取。反应结束后测定液相的 Aqr并

计算回收率，确定最适 Am浓度。=
Am 浓度对萃取的影响结果分别为回收率

RQKRUB、RUKTRB、SQKNTB、SRKMMB、SQKNTB。在萃

取体系中，fqJAm 复合物的生成与分解处于动态平

衡，该平衡的移动方向与 Am 及复合物浓度有密切

关系。反应开始复合物浓度为 M= AqrLmi，平衡朝

正反应方向移动；Am浓度低形成的复合物浓度低，

萃取率也低；Am浓度增加复合物的浓度相应提高，

虽然此时后者分解生成 fq与 Am的速率相应增加，

但属非主流方向；Am浓度达到一定以后，fqJAm复
合物的生成与分解速率相等，萃取率达到最大；此

后再提高 Am 浓度萃取率变化也不明显。可知 Am
起始浓度选择 S=AqrLmi合适。=
OKP= = Am的 fq萃取的正交试验=

以萃取时间（A）、Am浓度（_）、萃取温度（C）
及 pe值（a）进行 R因素 Q水平正交试验，优化萃

取的工艺条件。=
OKPKN= =正交试验操作= =萃取正交试验安排、各因素

的影响效果见表 N，方差分析见表 O。=
=

表 N= = iNSEQRF=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
qable=N= = aesign=and=results=of=iNSEQRF=orthogonal=test= =

试验号= ALmin=
_L=

EAqr·mi−NF=
CL℃= a= b=E空白F=

Aqr回=

收率LB=

= N= OM=ENF= Q=ENF= OM=ENF= QKQ=ENF= ENF= OQKRU=

= O= OM=ENF= R=EOF= OR=EOF= QKT=EOF= EOF= PMKON=

= P= OM=ENF= S=EPF= PM=EPF= RKM=EPF= EPF= SSKST=

= Q= OM=ENF= T=EQF= PR=EQF= RKP=EQF= EQF= PVKNT=

= R= OR=EOF= Q=ENF= OR=EOF= RKM=EPF= EQF= QSKOR=

= S= OR=EOF= R=EOF= OM=ENF= RKP=EQF= EPF= PQKNT=

= T= OR=EOF= S=EPF= PR=EQF= QKQ=ENF= EOF= RNKOR=

= U= OR=EOF= T=EQF= PM=EPF= QKT=EOF= ENF= QUKPP=

= V= PM=EPF= Q=ENF= PM=EPF= RKP=EQF= EOF= RUKPP=

NM= PM=EPF= R=EOF= PR=EQF= RKM=EPF= ENF= RVKNT=

NN= PM=EPF= S=EPF= OM=ENF= QKT=EOF= EQF= SMKQO=

NO= PM=EPF= T=EQF= OR=EOF= QKQ=ENF= EPF= QTKMU=

NP= PR=EQF= Q=ENF= PR=EQF= QKT=EOF= EPF= PTKRN=

NQ= PR=EQF= R=EOF= PM=EPF= QKQ=ENF= EQF= QTKRM=

NR= PR=EQF= S=EPF= OR=EOF= RKP=EQF= ENF= ROKRQ=

NS= PR=EQF= T=EQF= OM=ENF= RKM=EPF= EOF= RNKOR=

hN= NSMKSP= NSSKST= NTMKQO= NTMKQN= NUQKSO= =

hO NUMKMM NTNKMR NTSKMU NTSKQT NVNKMQ  

hP OORKMM OPMKUU OOMKUP OOPKPQ NURKQP  

hQ NUUKUM NURKUP NUTKNM NUQKON NVPKPQ  

o = SQKPT = SQKON = RMKQN = ROKVP = = UK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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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O= =方差分析=
qable=O= =Analysis=of=variance=

误差来源=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c值= 显著性=

A= RQRKPOM= P= QMKNSO= m＜MKMN=

_= SQSKMRM P QTKRUN m＜MKMN 

C= PUOKMTN P OUKNPV m＜MKMR 

a= QOSKMPU P PNKPTT m＜MKMN 

b=E误差F= = NPKRTU P   

cMKMREPI=PF＝VKOU= = cMKMNEPI=PF＝OVKQS=
=

从表 N的极差分析可知，影响效果的大小顺序

为 A＞_＞a＞C；表 O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A、_、
a均达到了极显著（m＜MKMN）水平，C达到了显著

（m＜MKMR）水平；优选工艺条件为 AP_PaPCP，即萃

取时间 PM=min、Am浓度 S=AqrLmi、pe=RKM、萃取

温度 PM=℃。=
OKPKO= =优选工艺条件的验证试验= =按照“OKNKR”项

下制备方法，制备 fq，按照正交试验优选的最佳工

艺条件进行了 P组抗凝血肽的萃取试验，验证优选

的萃取工艺条件，进行了 P组平行实验验证优选工

艺条件，测定活力回收率分别为 SVKNTB、SUKTRB、

SVKNTB，平均回收率为 SVKMPB，结果表明该优选工

艺稳定。=
OKQ= =反萃取的指标考察=

反萃取是通过改变溶液的 pe 值，破坏 fq 与

Am之间的离子键，使Am重新溶解在溶液中的过程。

反萃取以 Aqr回收率（反萃取率）为指标进行评价。=
Aqr回收率＝反萃取后溶液中抗凝血肽总 AqrL反萃取

前溶液中抗凝血肽总 Aqr=

每个试验各取 OM= mi不同 pe值的 MKOM= moäLi
磷酸缓冲液，上述吸附了 Am的 fq于不同温度、pe
值、时间进行反萃取。=
OKQKN= =温度对反萃取的影响= =在 pe=TKQ，温度 OM、
OR、PM、PR、QM=℃分别反萃取 RM= min。之后，分

离并回收 fq，测定液体 Aqr，计算反萃取率，确定

最适温度。=
温度为 OM、OR、PM、PR、QM=℃对反萃取的影

响结果分别为回收率 QRKUPB、RTKRMB、SOKRMB、

SNKSTB、SOKRMB。温度变化对反萃取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温度较低时 fqJAm复合物获得的能力较少，

分解生成 fq和 Am的速率低，释放出来的 Am数量

不多，Aqr回收率低；随着温度的升高，复合物分

解速度加快，释放出来的 Am数量增加，Aqr回收

率升高；PM=℃时到达平衡点，Aqr 回收率达到最

大；温度超过此值以后，复合物分解与结合反应继

续处于平衡点，Aqr回收率不再随温度的升高而增

加。反萃取温度选择 PM=℃合适。=
OKQKO= = pe值对反萃取的影响= =以“OKQKN”项确定的

最适温度为反萃取温度，在 pe=TKO、TKQ、TKS、TKU、
UKM分别作用 RM= min。反萃取后，分离并回收 fq，
测定液体 Aqr，计算反萃取率，确定最适 pe值。=

pe值为 TKO、TKQ、TKS、TKU、UKM对反萃取的影

响结果分别为回收率 RMKUPB、RTKRB、SMB、RVKNTB、

RVKNTB。pe 值影响 fqJAm 复合物中酸性基团及碱

性基团的带电情况，从而影响离子键的形成与破坏。

Am 中的酸性氨基酸残基于酸性环境中不带电、碱

性环境中带负电荷；fq中的碱性氨基酸残基于酸性

环境中带正电荷、碱性环境中不带电。当反萃取 pe
值处于中性偏碱时，cop 与 Am 间的离子键断裂，

Am重新释放回液相被反萃取；pe值继续升高，Aqr
回收率不断提高；pe=TKS处达到最大，因此时复合

物的分解与重新生成已达到平衡点，Aqr回收率达

到最大；之后再提高 pe值，Aqr回收率也不会增

加。反萃取 pe值应选择 TKS。=
OKQKP= =时间对反萃取的影响= =采取上述实验确定的

最适温度、pe值分别反萃取 PM、PR、QM、QR、RM=min。
完毕，分离并回收 fq，测定液体 Aqr，计算反萃取

率，确定最适时间。=
时间为 PM、PR、QM、QR、RM=min对反萃取的影

响结果分别为回收率 QVKNTB、RTKRMB、SOKRMB、

SOKRMB、SOKRMB。反萃取属动态平衡反应，需要一

定时间才能达到平衡点。反应短于某一时间，fqJAm
分解进入反萃取液的 Am 数量随时间增加而提高；

到达某一时间，进入反萃取液和离开反萃取液并与

fq重新结合生成 fqJAm的 Am数量相等、反应达到

平衡点时，Aqr回收率达到最大；之后，Aqr回收

率不因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因此反萃取时间应选择

QM=min。=
OKR= = Am的 fq反萃取的正交试验=

以反萃取时间（A）、反萃取温度（_）及 pe
值（C）进行 Q 因素 P 水平正交试验，优化反萃取

的工艺条件。=
OKRKN= =正交试验设计= =反萃取正交试验安排、各因

素的影响效果见表 P，方差分析见表 Q。=
从表 P的极差分析可知，影响反萃取效果的因

素大小顺序为C＞_＞A；表Q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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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 = iVEPQF=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qable=P= =aesign=and=results=of=iVEPQF=orthogonal=test=

试验号= ALmin= _L℃= C= a=E空白F= 回收率LB=

N= PM=ENF= OM=ENF= TKO=ENF= ENF= QOKMU=

O= PM=ENF= OR=EOF= TKQ=EOF= EOF= RMKMO=

P= PM=ENF= PM=EPF= TKS=EPF= EPF= SOKVO=

Q= PR=EOF= OM=ENF= TKQ=EOF= EPF= RMKQO=

R= PR=EOF= OR=EOF= TKS=EPF= ENF= RRKMQ=

S= PR=EOF= PM=EPF= TKO=ENF= EOF= ROKMU=

T= QM=EPF= OM=ENF= TKS=EPF= EOF= RVKNT=

U= QM=EPF= OR=EOF= TKO=ENF= EPF= QTKMU=

V= QM=EPF= PM=EPF= TKQ=EOF= ENF= SNKOR=

hN= NRRKMO= NRNKST= NQNKOQ= NRUKPT= =

hO= NRTKRQ= NROKNQ= NSNKSV= NSNKOT= =

hP= NSTKRM= NTSKOR= NTTKNP= NSMKQO= =

o= = NOKQU= = OQKRU= = PRKUV= = = OKVM= =
=

表 Q= =方差分析=
qable=Q= = Analysis=of=variance=

误差来源=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c值= 显著性=

A= = OVKMPQ= O= = NVKRVN= m＜MKMR=

_= NPNKTQP O = UUKUVR m＜MKMR 

C= ONSKMTS O NQRKUMM m＜MKMN 

a=E误差F= = = NKQUO O = =

cMKMREOI=OF＝NVKMM= = cMKMNEOI=OF＝VVKMM=
=

A、_因素的影响均达到了显著（m＜MKMR）水平，

C因素的影响达到了极显著（m＜MKMN）水平。优选

工艺条件为 AP_PCP，即 pe=TKS、PM=℃、QM=min。=
OKRKO= =优选工艺条件的验证试验= =按照“OKNKR”项

下制备方法，制备 fq，按照正交试验优选的最佳工

艺条件进行了 P组抗凝血肽的反萃取试验，验证优

选的反萃取工艺条件，Aqr回收率分别为 SRKMMB、

SRKQOB、SRKQOB，平均回收率为 SRKOUB，表明该优

选工艺稳定。=
OKS= = Am Mr分布范围的 empbC分析=

用 emiC以 empbC法测定 Am jr分布范围，

Am jr分布范围的 empbC分析结果如图 N。Am溶

液冻干后，用超纯水配制成 NM=AqrLmi备用。分析

柱为蛋白凝胶柱 mroteinJmak= SM（tAqMURORM）。流

动相为 MKMR=moäLi=qrisJeCä（pe=TKO），体积流量 MKT=
miLmin，检测波长 ONQ=nm，温度 OR=℃。对照品为

磷酸异构酶、肌球蛋白、抑肽酶、胰岛素 _、杆菌

肽、马尿酰J组氨酰J亮氨酸。=

从图 N可知，在约 NU=min时出现 Am分子的特

征吸收波长，与马尿酰J组氨酰J亮氨酸接近，提示

其分子大小相当于 P肽。=

=
=
=
NJ磷酸异构酶= = OJ肌球蛋白= = PJ抑肽酶= = QJ胰岛素 _= = RJ杆菌肽= =
SJ马尿酰J组氨酰J亮氨酸=
NJphosphate= isomerase= = OJmyosin= = PJaprotinin= = QJinsuäin= _= =
RJbacitracin= = SJkJeippuryäJeisJieu=hydrate=

=
图 N= = Am Mr分布范围的 empbC图=

cigK=N= =empbC=of=Am=Mr=distribution=range=
=
OKT= = Am的体外抗凝血实验=

体外抗凝血实验参照文献方法xNQz有改动。先将

MKO=mi=PMM=AqrLmi=Am溶液放入小试管中，新西兰

兔心脏取血，趁未凝固立即加入 NKU=mi血液，轻轻

混合均匀，同时以 NKU= mi兔原血为阴性对照、QB
柠檬酸三钠（CAqp）取代 Am为阳性对照，于 NR=℃
静置。昼夜观察、记录各管的血液凝固时间并拍照。=

体外抗凝血实验结果见图 O（均在凝固后拍

摄）。新西兰兔原血在试管内 PM= s 左右凝固，兔原

血与 QB= CAqp 以 V∶N 比例的混合液经过 OPKR～
QUKM=h凝固，而兔原血与 Am溶液的 V∶N比例混合

液经过 TO～NOM= h凝固，可见 Am 的抗凝血效果远

比 QB=CAqp显著。=

= = =
fJ新西兰兔原血= = ffJ新西兰兔原血与 QB= CAqp 的混合液= = fffJ新
西兰兔原血与 Am的混合液=
fJoriginaä=bäood=of=the=kew=weaäand=rabbit= = ffJoriginaä=bäood=of=kew=
weaäand= rabbit=with= a=mixture= of= QB=CAqp= = fffJa=mixture= of=kew=
weaäand=rabbit=bäood=and=Am=

=
图 O= =体外抗凝血实验= =

cigK=O= = fn vitro=anticoagulation=experiment=
=
OKU= = Am体外溶栓实验=

体外溶栓实验参照文献方法xNRz有改动，新西兰

兔心脏取血，滴在培养皿的棉线上，静置 NR=min使
血液充分凝固，把棉线连上面的血栓一起轻轻拉出，

将棉线剪成约 O= cm 段置小培养皿内，浸泡于 NRM=

S=R=Q=
P=

O=N=

Am曲线=

对照品曲线=

M= = = = = = = = = = R= = = = = = = = = = NM= = = = = = = = = NR= = = = = = = = = OM= = = = = = = = = OR=
tLmin=

f= ff=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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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rLmi=Am溶液中，同时以生理盐水为阴性对照、

QB（质量分数，后同）CAqp为阳性对照。于 OS=℃
静置 OQ=h，昼夜观察、记录各小培养皿内溶血时间

并拍照。=
体外溶栓实验进行 OQ=h后，结果如图 P所示。

可见浸泡于 NRM=AqrLmi=Am的血栓已完全溶解，浸

泡于 QB= CAqp 中的尚有部分未溶解，而溶解于生

理盐水中的只有极少量。说明 NRM=AqrLmi=Am溶栓

效果好于 QB=CAqp。而后者又明显好于生理盐水。=

= = =

= = =

aJ浸泡于生理盐水= = bJ浸泡于 QB= CAqp= = cJ浸泡于 NRM= AqrLmi= Am= =
NJ开始时的状态= = OJ结束时的状态=
aJimmersion= in= saäine= = bJsoaked= in= QB= CAqp= = cJsoaked= in= NRM=
AqrLmi=Am= = NJat=beginning=of=state= = OJat=end=of=state=
=

图 P= =体外溶栓实验结果=
cigK=P= = fn vitro=thrombolytic=experiment=

=
P= =讨论=

利用酶解制备抗凝血肽，有 O个问题需要注意：

（N）一般酶解制备各种功能活性肽都是以水解度为

目标，水解度越大越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但本实验

所要制备的抗凝血肽活性与其相对分子质量有显著

关系，因此不能光以水解度为参考，而要严格控制

反应时间；（O）体外抗凝血活性的测定易受环境温

度影响，为了保证测定的准确性，应在低温下进行，

以保持凝血酶的活力。本实验利用 ma、_r、km、
Am 进行酪蛋白 Q 酶混合水解可以产生具有抗凝血

酶活力的肽，工艺简单，耗时少，产物具有较强的

抗凝血活力。=
目前有关抗凝血肽的研究较多的是利用不同原

材料（菲牛蛭等）进行抗凝血肽的制备，然后初步

测试其活性，而关于抗凝血肽分离的研究很少报道。

本实验利用固定化凝血酶来分离纯化抗凝血肽，在

一定 pe值条件下，fq可以有效用于酪蛋白水解物

中的 Am萃取。萃取完毕，分离 fqJAm，用不同 pe
的溶液进行反萃取，Am与 fq分离，滤去酶即可获

得目的物。本实验确定的工艺简单，条件温和，Aqr
回收率较高，工艺易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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