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0%’1234-

!""# 年第 $" 期

研 究 与 探 讨食品工业科技

参考文献：

!"# 王秋颖$郭顺星$等%不同蜜环菌菌株生物学特性及菌丝多

糖含量的研究!&#%中国药学学报$’(("$)*+,-./001/0,%

!’# 刘 洪 玉 $陈 惠 群 %羊 肚 菌 子 实 体 生 理 特 性 研 究 !&#%食 用 菌 $
",,*$"0+/-.’1)%
!)# 王秋颖$郭顺星$等%不同蜜环菌菌株酯酶同工酶及过氧化

物酶同工酶的研究!&#%食品工业科技$’((’$’)+’-.)012(%

文蛤肉酶解液清除自由基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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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木瓜蛋白酶、酸性蛋白酶及两者组合水解文蛤肉，研

究了各种酶解液对两种自由基的清除能力。结果表明，酶

解液对羟基自由基及超氧自由基均有一定的清除能力。

在一定的水解度范围内，双酶水解液清除羟基自由基的

能力最强，其次为酸性蛋白酶的水解液和木瓜蛋白酶水

解液。对于清除超氧自由基而言，酸性蛋白酶的水解液强

于双酶法水解液和木瓜蛋白酶水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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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营养价值极高，具有平肝化痰、清肺、软坚

散结等功效 !"#，目前对文蛤肉药理作用、水解液酶法

制备条件、水解液降血脂功效方面都有研究!"1)#，但有

关其酶解液的抗氧化活性的研究未见报道。为此，本

研究采用几种常见的蛋白酶水解文蛤，通过离体实

验 系 统 检 测 其 清 除 羟 基 自 由 基 和 超 氧 自 由 基 的 效

果，为文蛤多肽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实验材料

新鲜文蛤肉 购于南宁五里亭农贸市场，去壳，

用高速组织捣碎机打碎；木瓜蛋白酶（*%/8"(/9 : ;）、

中性蛋白酶（"8"(/9 : ;） 庞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酸性蛋白酶（/8"(29 : ;） 无锡酶制剂厂；其余化学

试剂 均为分析纯。

$%! 实验方法

"%’%" 水解液清除羟基自由基 !21/# 7%/<<=> : ? 邻非

罗邻 (%7/<?，加 @A7%2 的磷酸缓冲液 ’%/<?，充分混

匀后，加 7%/<<=> : ? 的硫酸亚铁 (%7/<?，每加一管立

即混匀；加 (%"B A’C’"%(<?，最后以水补充至相同体

积，反应液 )7D保温 "E，测 /)*F< 处的吸光度，为 5 损伤；

实验组先加样品后加 A’C’，测 5 加样；不加 A’C’ 和样品

液，为 5 空白。

清除率G5 加样65 损伤 :（5 空白65 损伤）8"((B
"%’%’ 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方 法 !*# 取 2%/<?
@A0%)2 的 HI4（终浓度 /(<<=> : ?），"%’<? 蒸馏水，混

匀后在 ’/D的水浴中保温 ’(<JF，取出后立即加入在

’/D预热的邻苯三酚 (%)<?（终浓度 (%’<<=> : ?），总

体积为 *%(<?，在 )’/F< 下测反应启动后 2<JF 内邻

苯三酚自氧化速率，为 K 自。待测液取试剂同前，只是

在加入邻苯三酚前分别加入一定量的样品体积，蒸

馏水减少相应体积，测反应启动后 2<JF 内样品抑制

邻苯三酚自氧化的氧化速率，为 K 样品。

清除率G（K 自6K 样品）: K 自8"((B

! 结果与讨论

!%$ 木瓜蛋白酶水解液清除自由基的效果

准确称取一定量文蛤肉，按加水比 "L)（M:K）加

入 蒸 馏 水 ， 升 温 到 2/D， 起 始 @A*%/， 加 酶 量 为

0(((9 : ; 原 料 ，分 别 水 解 "、"%/、)%/、2%/E，得 不 同 水 解

度的酶解原液，分别离心取上清液，按 "%’ 方法进行

自由基清除实验。

从表 " 和表 ’ 看出，采用木瓜蛋白酶在最适水

解条件下水解文蛤蛋白，得到的水解液对羟基自由

基和超氧自由基均具有清除作用，而且随加样量的

增加清除率增加。为了比较不同水解度的样品清除

能力的大小，将数据作图后计算清除 /(B自由基时

氨基氮量（4N/(），以此作为对比指标，可以看出，经酶

水解的样品，其羟基自由基清除能力比未经酶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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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清除率显著提高，但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

率变化不大，而且各水解液的清除能力与水解度大

小不呈相关关系，说明水解度不同，得到的游离的及

暴露的肽链末端氨基酸不同，影响清除效果。

!%! 酸性蛋白酶酶解液清除自由基的效果

取一定量文蛤肉浆按酶量为 !""# $ % 原 料 加入酸

性蛋白酶，在 &’()*，温度为 !*+条件下水解 !",-.、

/*,-.、01、(1、!1，灭酶，离心，取清液，测定水解液清

除自由基的能力。

由表 ! 及表 / 看出，经酸性蛋白酶水解的文蛤

水解液，对两种自由基均有清除效果。以清除率达

*"2时的氨基氮量为指标比较，水解液的清除能力比

未经水解的文蛤蛋白有显著提高，且高于木瓜蛋白

酶水解液的清除能力；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与水解

度的大小不成相关关系，但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水解

度的增加清除率增加，但水解度过大时，清除能力反

而下降。

!%& 木瓜蛋白酶与酸性蛋白酶组合水解文蛤蛋白清

除自由基的效果

考虑到双酶水解可能由于增加所切位点，产生

的肽序列较多，所以以双酶组合对文蛤肉浆进行水

解，水解顺序为先木瓜蛋白酶再酸性蛋白酶，实验条

件按正交表进行，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以清除 *"2羟基自由基和超氧阴

离子自由基时氨基氮消耗量为指标，水解时间为最

主要影响因素，最佳清除条件为 3!405(，即木瓜蛋白

酶6酸性蛋白酶7")*26")"*2，水解时间为 01，水解时

间的分配为 06(。

从正交实验结果中得出最佳双酶用量及水解时

间分配，由于水解总时间为最显著影响因素，故进一

样品水解度

（2）

氨基氮

（,% $,8）

抑制率（2） 95*" 氨基氮量

:,%;")"*,8 ")0,8 ")0*,8 ")(* ,8 ")* ,8
!")(/ 0)<(<! (")"0 !()=! > <()0* ?()=0 ")(@/"
!/)</ ()"/ 0@)!= !!)*< > *@)/@ ?")0* ")!=?<
!*)(0 ()(<@! (*)/= !*)<? > <*)== ?/)/0 ")!<!"
!*)<! ()(0(< (*)/0 !/)=" > <*)!* ?()(= ")!*/"

0?)0(:无酶解; 0)"@<= 0<)/0 (=)/* !<)(( /*)"@ *@)=0 ")!(@"

表 0 木瓜蛋白酶水解液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

样品水解度

（2）

氨基氮量

（ ,% $,8）

清除率（2） 95*" 氨基氮量

（,%）")*,8 0,8 0)*,8 (,8
!")(/ 0)<(<! 0=)// /0)0( <=)!" ??)** 0)@?@!
!/)</ ()"/ !!)!! <0)/" ?!)<= =!)"( 0)?!?!
!*)(0 ()(<@! 0!)=/ /0)=? ?*)"" =?)?( 0)=(((
!*)<! ()(0(< !@)!@ *?)0= ?*)"" @()?! 0)?/?

0?)0(:无酶解; 0)"@<= (0)*= (*)@? (<)@= (=)@* ?)0""?
")"*2维生素 5 @)=? (")?* !()=* *@)<= ")@("?（维生素 5）

表 ( 木瓜蛋白酶水解液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

水解度（2）
氨基氮

（ ,% $,8）

抑制率（2） 95*" 氨基氮量

（,%）")"*,8 ")0,8 ")0*,8 ")(*,8 ")*,8
(@)=! 0)@0!= /0)=@ *!)(( <*)/* ?")@0 =@)/( ")0/*=
!0)/@ ()"/(/ /<)=/ <()*/ ?")"? =")@0 =@)00 ")00"?
!<)?* ()!"?0 *!)<@ <<)=0 ?<)<< =0)=@ @")?@ ")"?(=
!@)@@ ()/*=/ /")/< *?)*0 <0)!/ ?/)/0 =/)!@ ")("*"
/")(< ()!(@= !@)?( *()/? </)!@ ?0)"@ =/)@@ ")(00!

0?)0(（无酶解） 0)"@<= 0<)/0 (=)/* !<)(( /*)"@ *@)=0 ")!(@"

表 ! 酸性蛋白酶解液抑制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

水解度（2）
氨基氮

（,% $,8）

抑制率（2） 95*" 氨基氮量

（,%）")*,8 0,8 0)*,8 (,8
(@)=! 0)@0!= /*)!/ <")?0 =0)=@ @@)"@ 0)(*0"
!0)/@ ()"/(/ /!)?* ?!)*? @<)=! @@)!( 0)(0@?
!<)?* ()0!<( *!)0( ?0)/0 =")?( @")"( ")?"!@
!@)@@ ()!//@ /()@! ?*)== @@)=* 0"" 0)/"!
/")"0 ()/*=/ !@)<! ?<)0= @/)(! @=)!/ 0)*<*0

0?)0(（无酶解） 0)"@<= (0)*= (*)@? (<)@= (=)@* ?)0""?

表 / 酸性蛋白酶水解液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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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号
! 酶量

（木瓜"酸性）
# 时间（$）

% 时间比

（木瓜"酸性）

水解度

（&）

’%()（·*+）

氨基氮量（,-）

’%()（*.·
/）

氨基氮量（,-）

0 0（)1(&")10&） 0（0） 0（0"0） 2.134 01))). )10222
. 0 .（.） .（0".） ()1)0 01.2)( )1.).(
5 0 5（5） 5（0"5） (.126 01.6). )1.663
2 .（)1(&")1).(&） 0 . 221(4 01)3(( )1066)
( . . 5 26144 010702 )1070)
6 . 5 0 231(( 01..42 )1.03.
4 5（)1(&")1)(&） 0 5 2(147 010273 )100()
3 5 . 0 26165 0102(7 )1.003
7 5 5 . ()1)5 010(20 )106(5
80 01064) 01)43( 016363
8. 010630 014337 0107.6

·*+ 85 010277 01.057 01.))(
9 )1)03. )140)2 )1272.
80 )1.)26 )10203 )1070(

*.
/1 8. )10704 )1.)03 )10447

85 )1062) )1.063 )1 07)7
9 )1)2)6 )1)4264 )1)05(

表 ( 正交实验及结果分析表 :7（52）

步探讨了水解时间对水解度及清除效果的研究，并

进 一 步 探 讨 了 不 同 种 类 的 蛋 白 酶 水 解 液 的 清 除 能

力，结果见图 0。对于超氧自由基而言，单一酸性蛋白

酶解液的清除能力最强;双酶水解液的清除能力比单

一木瓜蛋白酶水解液清除能力高。对于羟基自由基，

在较低水解度下（<+=2)&）双酶水解液（样品 0、样

品 .）的清除效果明显优于单一酸性蛋白酶和木瓜蛋

白酶的水解液，但样品 2、样品 ( 的水解度过大，其清

除能力反而下降。原因可能是各种蛋白酶水解反应

条件各异，影响底物蛋白构象变化；且各种蛋白酶的

专一性，促使产物多肽的 >/末端、%/末端氨基酸组

成及排序各异，这是影响肽功能性质最主要的因素。

% 结论

%&$ 文蛤酶解液具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

文蛤水解液中富含多肽及游离的氨基酸，如牛

磺酸、胱氨酸、组氨酸、色氨酸、赖氨酸、精氨酸、亮氨

酸、缬氨酸等，它们均具有抗氧化性能?4@。在较低的水

解度时，清除活性会随水解度增加而提高，但当水解

度达一定值后，随着水解度的增加，清除能力反而降

低。说明通过控制水解度可制得抗氧化效果良好的

水解液。

%&! 不同蛋白酶文蛤水解液对羟基自由基和超氧阴

离子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存在差异

采用复合酶由于增加了所切位点，产生的肽序

列较多 ， 在 水 解 度 为 2)&内 其 酶 解 物 清 除 能 力 较

强 ，其 次 为 酸 性 蛋 白 酶 解 液 ，较 差 的 是 木 瓜 蛋 白 酶

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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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各种酶解液清除自由基能力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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