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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多糖和糖蛋白的提纯及其理化特性研究

胡群宝 郭宝江

华南师范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广州

提要 采用改进的方法从螺旋藻中提取多糖和糖蛋白 ∀经恒温加热去蛋白后 用 ⁄∞ ∞2
柱层析后得到一种多糖和两种糖蛋白 经 ≥ ¬ 2 和凝胶电泳证实所得的多糖和糖蛋

白为均一组分 ∀采用凝胶过滤法测定的多糖近似分子量为 ∀由 ≥⁄≥2° ∞测定分子量糖

蛋白 ≥2 的分子量为 ≥2 的分子量为 ∀红外光谱呈现出典型的多糖吸收峰 含

有 Α2型糖苷键 ∀Β消去反应初步证明所提取的两种糖蛋白可能是 连接的糖蛋白 ∀

关键词 钝顶螺旋藻 多糖 糖蛋白 提纯 理化特性

广东省科委课题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螺旋藻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含有丰富的营养和多

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和活性物质 很多科学家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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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深入研究 ∀有资料表明 螺旋藻中主要生物活性

物质之一是水提取物中的多糖成分 具有抗肿瘤等活

性 ∀在生物体内 多糖常与蛋白结合 构成糖蛋白 ∀最

近的研究认为 糖蛋白也有医疗保健功能 ∀对糖蛋白

的提取方法目前报道很少 ∀

多糖的提取方法不同 所提取的种类也有差异 ∀

目前所报道的方法大多较为复杂费时 使用的有机溶

剂量大 而获得率低 成本高 不利于商品化生产 ∀本

文对螺旋藻中多糖和糖蛋白的提取方法进行了改进

以便寻找一种简便易行并且效率高的提取方法 ∀

材料和方法

材料

钝顶螺旋藻来自本所保种 ∀螺旋藻藻粉由本实

验自己培养 ∀ 所用试剂皆为分析纯 ∀ ⁄∞ ∞2 !

≥ ¬ 2 均为 ≥ 产品 ∀

螺旋藻多糖和糖蛋白的提取

参考王辉 ≈ !周志刚 ≈ !殷钢 ≈ 和吴洁等 ≈ 的方

法进行 取 干藻粉 先用 的乙醇脱脂 再加

入 蒸馏水 ε 恒温加热 离心

收集上清液 沉淀再加水 ε 恒温

抽提两次 合并上清液 ∀上清液浓缩至 用

的丙酮脱色 再用 的乙醇沉淀 离心 干燥 合并两

次所得干燥沉淀 得褐色胶质状螺旋藻粗多糖提取物 ∀

加热浓缩去蛋白 将螺旋藻粗多糖置于 ε 恒

温处理 反复除去水溶液表面的薄膜状蛋白类物质

浓缩至 后层析分离 ∀

螺旋藻粗多糖的精制 将粗多糖溶于水 制成饱

和溶液 在 ≅ 的 ⁄∞ ∞2 柱上分离纯化 用

和 ≤ 进行梯度洗脱 用

硫酸蒽酮跟踪检测 测 处的 值 依洗脱曲

线合并洗脱液 收集含糖部分 加入无水乙醇沉淀 ∀再

进一步用 ≥ ¬ 2 柱层析 ≅ 纯化

用去离子水洗脱 检测方法同上 ∀收集含糖部分 依洗

脱曲线合并洗脱液 加无水乙醇沉淀后得螺旋藻多糖

纯品 ∀

螺旋藻多糖含量的测定

多糖测定参考李建武等 ≈ 的方法进行 ∀即用硫

酸蒽酮与存在于多糖中的已糖 !戊醛糖 !已糖醛酸反

应 生成蓝绿色物质 在 处呈现最大光吸收 ∀

螺旋藻多糖分子量的测定

多糖的近似分子量采用方积年 年报道的

凝胶过滤法测定 所用 种右旋糖苷 ⁄ ¬ 标准品

分子量分别为 ∀

螺旋藻糖蛋白分子量的测定

以 ≥⁄≥2° ∞电泳法≈ 进行分子量测定 凝胶浓度

为 ∀采用兔磷酸化酶 !兔肌动蛋白 !

碳酸酐酶 !胰蛋白酶抑制剂 !鸡蛋清

溶菌酶 原作标准分子量 溴酚蓝为指示剂 以

各蛋白迁移率对分子量对数作标准曲线 根据螺旋藻糖

蛋白的迁移率从标准曲线上读取分子量值 ∀

螺旋藻糖蛋白红外光谱测定

取螺旋藻糖蛋白样品用 压片 在 ∗

区间用红外光谱仪扫描 ∀

螺旋藻糖蛋白糖苷键鉴定

参考戈苏国等 年的方法 将螺旋藻糖蛋白

置于 水溶液中 于 ε 保温 测

定其紫外吸收光谱 同时测定未用碱处理的相同浓度

糖蛋白的紫外吸收光谱 ∀

结果与讨论

螺旋藻多糖与糖蛋白的分离

螺旋藻干粉经过水提后 加热浓缩 并脱去大部

分蛋白 得到的多糖与糖蛋白混合物 经 ⁄∞ ∞2 柱

≅ 离子交换层析 用 ≤ 对

≤ 梯度洗脱时 用 硫酸蒽酮跟踪检测

糖浓度 测 处的光吸收值 出现 个峰 洗脱

曲线如图 所示 ∀分别收集得到 个组分 °≥2 !°≥2
和 °≥2 ∀

图 多糖与糖蛋白经 ⁄∞ ∞2 洗脱曲线

ƒ ≤ ∏

⁄∞ ∞2 ∏

从图 可以看出 第 个多糖峰出现时没有同时

出现蛋白峰值 即 °≥2 不含蛋白 是天然存在的多

糖 第 和第 个峰出现时蛋白的浓度也很高 °≥2 和

°≥2 含有蛋白 可能是糖蛋白 但还需要进一步鉴定∀

螺旋藻多糖与糖蛋白的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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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2 层析柱上分离得到的 个组分 经

过透析脱盐后 分别经 ≥ ¬ 2 柱 ≅

纯化鉴定 用蒸馏水洗脱 得到如图 ∗ 所示的

洗脱曲线 螺旋藻多糖与糖蛋白为单一峰 且峰型对

称 ∀经脱盐 !浓缩 !干燥后得螺旋藻多糖纯品 °≥2 糖

蛋白纯品 °≥2 !°≥2 ∀

图 °≥2 经 ≥ ¬ 2 的洗脱曲线

ƒ °≥2 ≥ ¬ 2 ∏

螺旋藻多糖的分子量测定

多糖的近似分子量采用凝胶过滤法测定 所用

种右旋糖苷 ⁄ ¬ 标准品分子量分别为

∀ 所测得的多糖近似分

子量为 ∀

图 ≥2 的洗脱曲线

ƒ ≤ ≥2 ≥ ¬ 2

螺旋藻糖蛋白的分子量测定

两种螺旋藻糖蛋白经 ≥⁄≥2° ∞ 电泳均为一

条带谱 图略 根据公式 Μ= α2βΡφ( Μ为分子

量 Ρφ 为相对迁移率 , α = β 画出的

蛋白质分子量的对数值与相对迁移率的标准曲线如

图 所示 并计算出糖蛋白 ≥2 的分子量为

≥2 的分子量为 ∀

图 ≥2 的洗脱曲线

ƒ ≤ ≥2 ≥ ¬ 2

螺旋藻多糖与糖蛋白中单糖组成分析

≥°2 经完全水解 薄层层析鉴定含有 ⁄2甘露

糖 !⁄2葡萄糖 !⁄2半乳糖和葡萄糖醛酸 其 Ρφ 值与

标准品一致 ∀

图 种标准蛋白和待测糖蛋白的标准曲线

ƒ ≤ ∏ √

图 螺旋藻糖蛋白的紫外吸收光谱

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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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谱测定

红外光谱测定结果表明 所提取的一种多糖和

两种糖蛋白在 # 处有特征吸收峰 而在

# 处附近没有吸收峰 由此推测这些多糖和

糖蛋白分子中可能存在 Α糖苷键 ∀

螺旋藻糖蛋白的糖肽键特性

在螺旋藻糖蛋白在稀碱溶液中 2型糖肽键可以

发生 Β消去反应 与糖链连接的丝氨酸转化成 Α2氨

基丙烯酸 苏氨酸转化为 Α2氨基丁烯酸 形成的不饱

和氨基酸在 处有明显的吸收峰 ∀图 为糖蛋

白用碱处理前后的紫外吸收光谱 用碱处理的糖蛋白

在 处的紫外吸收比没有处理的大 表明有 Β

消去反应 由此可以推测 所提取的两种糖蛋白 ≥2
和 ≥2 中可能存在 2型糖肽键 ∀

结语

本文所采取的螺旋藻多糖与糖蛋白分离纯化方

法与其他文献所报道的不同 ∀过去在提取螺旋藻多糖

时多采用 ≥ √ 法去蛋白 即用氯仿 Β正丁醇 Β

试剂多次去蛋白 直到其水溶液中检测不到蛋白质为

止 ∀而本文采用加热法去除大部分蛋白就层析分离

可以分离出多糖和两种糖蛋白组分 ∀所测得的多糖分

子量比过去文献所报道的略大 两种糖蛋白的分子量

也比文献所报道的略大 ≈ ∀而红外光谱及糖肽键特征

与文献所报道的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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