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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类分子是一类结构异常复杂的高度硫酸化的糖胺聚糖，是临床上的一种主要的抗凝剂。除了

抗凝血及其相关的抗栓活性以外，肝素还具有多种其他生物学功能，如抗平滑肌细胞及肾小球系膜细胞

的增殖［&］、抗炎症［$］和阻止肿瘤生长及转移的作用［"］等。因而肝素可用于防治球囊扩充血管成型术后

的血管再狭窄、肾小球系膜细胞增生性肾炎、病理性炎症及肿瘤。但由于完整肝素的抗凝血活性，会引

起出血及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等负作用，限制了肝素在这些方面的临床应用。研究表明，肝素的抗凝血活

性依赖于一种独特的肝素五糖序列，约占完整肝素链的 &E"，除了五糖序列以外，还需要附近的至少 &"
糖残基，因而不含五糖序列或含五糖序列小于 &5 糖的肝素其抗凝活性大大降低［!］。而六糖以上的肝素

片段就具有抗平滑肌细胞增生、抗炎症及抗肿瘤的活性，并且这些活性与抗凝活性无关。因此，可利用

特异性的肝素酶降解肝素长链，产生一系列不同结构及大小的肝素片段，并从中筛选出具有不同生物活

性的片段。

肝素酶是一类能降解肝素类物质的裂合酶。主要来源于肝素黄杆菌（!"#$%&#’()*+,- .)/#*+0,-）。目

前已经从肝素黄杆菌中分离纯化出 " 种肝素酶：肝素酶!（8* 4* !F$F$FA）、"（无 8* 4 号码）和#（8* 4*
!F$F$F5）［7］。它们能特异性地切开肝素链上具有特定修饰的不同序列，从而产生不同的寡糖片段，分析

研究这些寡糖片段将有助于了解肝素精确结构及其结构与功能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现在，肝素酶已

被用于体外循环中肝素的消除［#］、肝素精确结构的确定［A］、肝素抗凝机理的研究［5］、制备低分子量肝

素［2，&%］及抗肿瘤药物［&&］。另外，肝素酶本身可抑制新血管生成［&$］和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因而可能

成为抗肿瘤和抗血管再狭窄的潜在药物。目前商品化的肝素酶均由肝素黄杆菌生产，价格非常昂贵。

我们在继从土壤中筛选得到新的肝素酶产生菌种棒杆菌（1%*20)&#’()*+,- =G*）［&!］以后，又从土壤中筛选

到一株国内外均未报道的活力更高的肝素酶产生菌鞘胺醇杆菌（ 3/.+04%&#’()*+,- =G*），并研究了酶的产

生条件和纯化及酶的性质。

! 材料和方法

!"! 菌种和培养基

从土壤中筛选得到一株菌，经本所鉴定为鞘胺醇杆菌（ 3/.+04%&#’()*+,- =G*）。基础培养基：每升含

194) &H、I$JKL! $F7H、MHNL! %F7H、肝素 $H，GJ 至 #F7。

!"# 仪器和试剂

O,-P.9< Q$3$& 高速冷冻离心机，N(0R9) "O3G)@= 大容量冷冻离心机，O* O09@<3N(<:- $%%% 型超声破碎



仪。天青 !，"#$%& 产品；粗品肝素为南京生化制药厂产品；精品肝素为烟台生化制药厂产品。

!"# 培养方法和肝素酶活力测定

!"#"! 培养方法：将菌种从牛肉汁斜面上接入基础培养基（’(%) 培养基 * ’((%) 三角瓶），+(, -((./%#0
摇床上培养 123，然后按 45的接种量接入装有 ’(%) 发酵培养基的 ’((%) 的三角瓶中，相同条件下培养

+(3。

!"#"$ 无细胞粗酶液的提取：细菌培养液 1(((($ 离心 1(%#0，用 (6(-%78/) 磷酸缓冲液（9:26;）洗涤菌体

- 次，按 (6-$ 湿菌体/%) 缓冲液的比例加入 (6(-%78/) 的磷酸缓冲液（9:26;），在冰浴内以脉冲方式超声

破碎细胞 1(%#0。-(((($ 离心 4(%#0，上清液即为无细胞粗提液。

!"#"# 酶活力 测 定：取 1((!) 用 (6(’%78/) 磷 酸 缓 冲 液（9:<6(）配 制 的 -5 肝 素 溶 液，在 +2, 预 热

1 = +%#0，加入 1((!) 适当稀释的酶液，准确反应 13，加 4%) (6(’%78/) :>8 终止反应。然后，采用天青 !
法［1’］测定 !"’(’ ，通过标准曲线计算出被降解的肝素量。以在上述条件下，每小时降解 1%$ 肝素所需要

的酶量为一个酶活力单位。

!"#"% 菌体生物量的测定

取 (61%) 发酵液，加入 +6?%) 水，测 !"2(( 。

$ 结果

$"! 肝素酶的最佳产生条件

$"!"! 氮源对菌体生长及产酶的影响：在基础培养基中分别加入 15的不同种类的氮源，培养 +(3 后收

集菌体，分别测菌体生物量及酶活。结果表明，大豆蛋白胨的效果最好（表 1）。

$"!"$ 碳源对菌体生长及产酶的影响：在基础培养基中加入 15的大豆蛋白胨及 15不同种类的碳源，

培养 +(3 后收集菌体，测菌体生物量及酶活，结果表明，蔗糖的产酶效果最好（表 -）。

表 ! 氮源对菌体生长及产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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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碳源对菌体生长及产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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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源、碳源浓度及氮源碳源比例对产酶及菌体生长的影响：在基础培养基中加入不同浓度的大

豆蛋白胨及不同浓度的蔗糖，相互交叉，共设制 12 组，培养 +(3 后收集菌体，测菌体生物量及酶活，结果

表明，以大豆蛋白胨的浓度为 -5，蔗糖浓度为 16’5时效果最好。

$"!"% 培养基初始 9: 对菌体生长及产酶的影响：分别以硫酸或氢氧化钠调培养基的起始 9:，培养 +(3
后收集菌体，测菌体生物量及酶活，结果表明，起始 9: 为 <6’ 时效果最好。

$"!"& 最适培养温度的确定：通过温度梯度摇床试验，生长及产酶的最适温度是 +-,（图 1）。

$"!"’ 通气量对菌体生长及产酶的影响：在 ’((%) 三角瓶中分别装入不同量的培养基，接种后培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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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菌体，结果表明，装 !"#$ 培养基的效果最好。

!"#"$ 种龄及接种量对产酶及菌体生长的影响：按不同接种量将不同种龄的液体种子接入发酵培养基

中，培养 %"&，测定结果表明，’( ) ’*& 的种子产酶较高，而接种量影响不大，+, ) *,均可采用。

!"#"% 培养时间对菌体生长及产酶的影响：在最适培养基条件及 %"-发酵培养菌体，不同时间取样测

定。结果表明（图 +），菌体生长及酶活在 %*& 达最高。

图 # 温度对菌体生长及产酶的影响

图 ! 菌体生长及产酶曲线

& 讨论

筛选得到的肝素酶产生菌鞘胺醇杆菌（ !"#$%&’()*+,-$./ ./0）是国内外尚未报道的新的肝素酶产生

菌种，也是微生物分类学上未曾报道的鞘胺醇杆菌属的一个新种，其产酶条件与肝素黄杆菌（01)2’()*+,3
-$./ #,")-$%./）及棒杆菌（ 4’-5%,()*+,-$./ ./0）均不同。粗酶液很不稳定，在 (-时半衰期仅 (1&，而经

23435678898:.7和羟基磷灰石吸附及 ;7/&<=>?8 ; +"" 柱层析部分纯化后，酶稳定性大大提高，在 (-放置 %
个月酶活无明显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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