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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翔调i黥缉 N一乙酰葡萄糖胺的性质、制备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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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N二乙酰葡萄糖胺的性质、制备和用途，尤其是在医学上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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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乙酰葡萄糖胺(又称为N-乙酰一口氨基葡萄

糖或2一(乙酰基氨基)-2一脱氧一D葡萄糖)是生物

细胞内许多重要多糖的基本组成单位，尤其是甲壳

类动物的外骨骼含量最高。它是合成双歧因子的重

要前体，在生物体内具有许多重要生理功能[1|。

1 N_乙酰葡萄糖胺的性质

1．1物理性质

．白色或微黄色粉末。熔点196．0～205．OoC。

分子式C8H，sN06；相对分子质量221．21；结构式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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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Ⅳ．乙酰葡萄糖胺的结构简式

1．2在水溶液中的变旋

使用液质联用与旋光测定相结合的方法，考察

了a、口异构N-乙酰葡萄糖胺水溶液的变旋平衡过

程‘21(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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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2 n、p异构变旋平衡

2 N-Z：酰葡萄糖胺及其衍生物的制备

2．1 N一乙酰葡萄糖胺的制备

pN．-乙酰葡萄糖胺酶是溶酶体释放的水解酶之

一，它分解pN一乙酰葡萄糖的氨基糖苷键，其反

应式如下：2一乙酰氨基一2一脱氧一B_D吡喃葡萄糖苷

+H20；毫N_乙酰葡萄糖胺+配基[3]。

2．2 由甲壳素制备M乙酰葡萄糖胺二聚糖

N_乙酰葡萄糖胺二聚糖和三聚糖是通过lp一4a

键连接形成二聚体(I)和三聚体(Ⅱ)，如图4[4]。

O

围3二聚体l I)和三聚体(I)

2．2．1甲壳素的水解

甲壳素水解过程如下[5|：称取甲壳素5．0 g，

置于250 mL三口烧瓶中，加入150 mL冷的浓盐

酸，于冰水浴下搅拌3 h，于水解温度下搅拌若干

小时冷却，在冰水浴中用50％的氢氧化钠溶液调

pH至中性，过滤，得到多种低聚糖混合滤液。

2．2．2 N一乙酰葡萄糖胺二聚糖的分离

分离方法如下[5]：将上述滤液以130 mL／h的

流速上活性炭层析柱(3．5 cmX 47 cm)，流出液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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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而县级教研因其区域的优势教师参与次数较

多，几乎与校级教研平分秋色(39％与43％)，且
效果认同度高于校级。通过访谈分析，究其主要原

因在于校级教研活动的方式目前还比较单一，较多

地集中在集体备课形式，且备课的内容以教案没计

为主，另外，初级中学由于平行班级较少，且仅有

九年级开设化学课程，教师人数有限，故教研活动

开展共少，效果也不够明显，尤其面对课改，不少

初中化学教师反映了多参加校外教研的强烈心声。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县级区域教研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县级区域教研需要在丰富教师实践性知

识、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2．3何种教研方式更有利于实践性知识的发展

第16、17题则调查了化学教师在教研活动时，
更愿意以哪种角色参与其中，即主体参与度的问

题。调查结果的统计如图2及表5所示。

圈2教师对教研方式的选择

表5什么样的教研角色会对专业成长有帮助

角色 规划者 协作者 旁观者 主讲者 促进者 引导者

比例／％ O．8 36．7 O 45．5 13．5 3．1

由图2和表5可以看出，83．1％的化学教师选

择了研讨式作为自己喜炊的教研方式，在教研活动

中，教师更愿意通过以协作者和主讲者的角色参与

活动之中。作为一个成人学习者，教师具有成人学

习描述理论的共同行为特征，“使教师获得更好的

专业发展，必须符合教师作为成人学习者的需要和

特点”[3]，而成人学习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知识
的个体主动建构。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更多地靠“意

会”习得，靠“对话”获得，显然“做中学”比

“听中学”更重要。

3结论与启发
对调查的结果进行小结，不仅可以总结得出相

关结论，更可获取和梳理出基层区域教研工作的重
点内容和一般思路：

(1)与有经验的化学教师相比，新手型的化学

教师实践性知识相对较少，且明显表现出对处理课

堂教学过程出现问题的自信心不足。专门针对新手

型化学教师组织的教研活动应更注重于化学教学技

能提高的实践性知识。

(2)经验刑(包括专家型)的化学教师在长期

的教学中已经形成-r一些固定的实践性知识结构，

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下难以补充新的知识，从而演变

成教学“定势”。因此需要选择适合的教研方式促

进这部分教师更新和补充新鲜的实践性知识和教学

智慧。

(3)调查表明，与同行交流是化学教师最可能

直接丰富实践性知识的主要途径。

(4)化学教帅的实践性知识是在教师不断反思

基础卜获取和丰富的。实践性知识最多源于“自身

的教学经验+反思”，因此小管哪种方式的化学教

研活动都应注重和促进教师有行为跟进的全过程反

思，并培养教师养成写反思笔记或教学后记的习

惯。

(5)只有教师的主动参与和真情投入，教研活

动才会有实效。教研活动要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的积

极性和发挥他们的主体性。

(6)在课改向纵深进行的今天，县级区域教研

更应积极组织区域交流和校际教研，为丰富教师实
践性知识、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承担更多的专业引领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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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试验考查了水解温度、水解时间、盐酸浓度对水解反应的影响以及脱洗液浓度与二聚糖纯度的关系.甲壳素水解制备N-乙酰葡萄糖胺二聚糖的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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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牛肉膏15 g/L,K2HPO4 0.75 g/L,MgSO4 1.80 g/L,N-乙酰葡萄糖胺1.54 g/L;其较优发酵条件为温度28 ℃,周期48 h,pH5.0,摇瓶装液量200

mL/L.(2)从菌丝体中提取甲壳素和壳聚糖的工艺条件:除蛋白质为氢氧化钠20 g/L,温度115 ℃,时间60 min;酸处理为盐酸30 g/L,温度80 ℃,时间180

min.(3)采用较优发酵提取条件后,甲壳素产量可达1.328 g/L,壳聚糖产量达0.672 g/L,壳聚糖占菌粉干重的7%.

3.期刊论文 乔德亮.Qiao Deliang 低聚壳聚糖制备及其在功能食品中应用 -食品工业科技2007,""(4)
    甲壳素是N-乙酰葡萄糖胺的聚合物,甲壳素脱乙酰后为壳聚糖,壳聚糖糖苷键断裂降解为低分子量壳聚糖.功能食品是指适宜特定人群食用、不以治疗

疾病为目的、可调节人体生理机能的一类食品.低聚壳聚糖具有许多特殊的理化性质和生理功能,已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农业生产、环保等

领域.本文综述了低聚壳聚糖的制备及其在功能食品中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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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蔓割病甘薯的叶片组织浸取液,经硫酸铵分级沉淀,甲壳素柱层析及葡聚糖凝胶过滤得到一种在PAGE或SDS-PAGE上均呈现单一蛋白带的甘薯凝集素

.该凝集素没有血型专-性及被测动物红细胞专-性,其凝集活性可被N-乙酰葡萄糖胺或岩藻糖所抑制.甘薯凝集素在75℃加热10 min,即丧失全部凝集活性

,其凝集活性依赖于Ca2+和Mg2+,Mn2+则无作用.经Sephadex G-100和SDS-PAGE测定,凝集素相对分子质量为63000,中性糖含量为6.21%,该凝集素对蔓割病

菌有抑制作用,是一种酸性糖蛋白.

5.期刊论文 刘艳如.余萍.陈凤翔 甘薯品种金山471凝集素的提取及其性质研究 -福建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29(3)
    甘薯凝集素(sweetpotato lectin,简称SPL)由甘薯品种金山471的叶片组织经(NH4)2SO4分级沉淀,甲壳素亲和柱及Sephadex G-75分离得到的.经

PAGE或SDS-PAGE均呈现-蛋白区带,用SDS-PAGE测得亚基相对分子质量为41×103左右.SPL能凝集人各种血型及部分动物红细胞,其中对鸽红细胞凝集活性

最高,能凝集小鼠S180肉瘤细胞.其凝集活性可被阿拉伯糖或N-乙酰葡萄糖胺等抑制,在90℃加热20 min才完全失活.SPL中性糖含量为8.42%.氨基酸组成分

析表明分子中富含酸性氨基酸.

6.期刊论文 王五洲.陈安民 几丁糖在骨科临床的应用前景 -中医正骨2000,12(11)
    几丁糖是一种天然的多聚糖纤维素,即甲壳素[poly-β-(1→4)-N-acetyl-D-glucosamine],广泛存在于甲壳类动物中,来源方便.早在1811年,法国学

者Braconnot[1]首先在蘑菇中发现了几丁质,当时称Fungin,到1823年法国学者Odier[2]在昆虫表面坚硬的外壳中发现了这种物质,并用希腊语命名为几丁

质(Chitin),沿用迄今.近几年来,其研究开发进展很快,在工业、农业、纺织、造纸、食品等方面均取得较大成果.在医疗方面,也广泛用于制造人工皮肤

、可吸收缝线、止血材料、防粘连剂、药物载体等.大量研究[3]证明几丁糖无毒副作用 ,对皮肤无刺激性,在体内不产生免疫抗原反应及热源反应,作为

植入材料,它没有致突变作用,也不会产生溶血或导致动物死亡等反应,具有可靠的安全性和良好的组织相容性.几丁糖系多糖类物质,与细胞外壁结构相似

,其分解[3]首先由内切型几丁质分解酶分解成低分子化的N-乙酰寡糖单体,再由外切型几丁质分解酶从非还原末端以N-乙酰葡萄糖胺单体一个个切出,切

下的单体去向分为2个途径:其一以单体为原料合成几丁糖,其二是单体进入体内循环代谢为水和二氧化碳.几丁糖在人体组织内具有吸引单核细胞来"吞噬

自己”的作用,而发生自我降解[4],1986年Malette[5]用几丁糖进行人造血管、组织培养及组织再生的实验研究显示:几丁糖可以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再

生,抑制纤维细胞的生长.由于几丁糖自身所具有的生物特性及功用,目前已开始运用于临床,尤其在骨科,几丁糖是一种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生物材料.

1 几丁糖的抗菌与预防骨感染作用

据蒋玉燕等[6]对几丁糖的体外抗菌活性研究显示,几丁糖对多种细菌有抑杀作用,对革兰氏阳性菌的抑杀效果优于革兰氏阴性菌.通过对几丁糖的倍比稀

释液中加入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氏菌、绿脓假单胞菌,白色念球菌,测得几丁糖的最小抑菌浓度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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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0.016%,0.032%,0.064%,1%.结果证明几丁糖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同时也显示几丁糖不能彻底杀灭细菌.因为在培养阴性的试管中仍有活的细菌存在

.侯春林等[7]以兔为模型研究几丁糖对骨感染的作用,结果显示几丁糖组,醋酸组和对照组之间在防治金葡菌骨感染率上无差异,但几丁糖组动物X线片上

显示骨病变程度轻,局部细菌记数少,且术后动物体重增加,明显优于其他两组(P＜0.05),表明了几丁糖对骨感染有缓解作用,其机理系由于几丁糖表面的

正电荷对细菌有很强的粘着与吸附作用,抑制了细菌的扩散与繁殖.同时Varum Km[8]等进行的实验研究表明:几丁糖能提高动物巨噬细胞中溶菌酶活性,增

加血中白细胞的数量与吞噬力,从而可作为免疫强化剂而增强机体免疫力,而且几丁糖系高分子化合物,在体内靠溶菌酶水解,降解需数月,局部保留时间长

,使细菌繁殖长时间被抑制,从而使炎症减轻.

7.学位论文 张俊吉 对乙酰氨基酚和壳聚糖的结构和光谱研究 2008
    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解热镇痛药，也是最重要的和销量最大的止痛药，研究其物理化学性质对于用药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研究其红外

光谱和拉曼光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甲壳素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多糖，壳聚糖可以由甲壳素经过脱乙酰而得到，它在生物医药、化学化工、保

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作为一种糖，研究其结构对研究其性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分子量巨大，对其结构进行片段分解进而研究不失为一种

方法。作为一类最近几年兴起的电子结构理论方法，密度泛函(Density Functional Methods)在研究物质物理性质化学性质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

    在本论文中，我们利用密度泛函理论(DFT)对对乙酰氨基酚的拉曼光谱和红外光谱进行理论计算，得到其理论值，该理论值和实验测得的谱图的基本

符合。通过和实验结果对比分析可以更准确地分析其各个振动模式，对于利用光谱法分析对乙酰氨基酚的药理性质做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同时也利用蒙

特卡洛方法和密度泛函理论(DFT)，对对壳聚糖的基本片段进行结构上的优化，寻找到其结构最稳定的分子构型，便于以后对壳聚糖或其片段进行各种实

验和分析。

    本论文分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第一章中，首先介绍研究对象对乙酰氨基酚和壳聚糖的一些基本知识，之后着重介绍密度泛函理论、蒙特卡洛方法，其中重点介绍了计算时常使用

的几个基组。

    第二章中，用理论计算(DFT，密度泛函理论)和实验两种方法得到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拉曼光谱(NRS)和红外光谱(IRS)，同时对其拉曼光谱和红外光谱

的振动模式的归属分别进行指认。

    第三章中，用蒙特卡洛方法和密度泛函理论分别对组成壳聚糖的三个基本结构单元N-乙酰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和葡糖胺β-1,4-葡糖胺进行了理论研

究，并且得到了每个结构单元的三个最优化构型。

    第四章中，对已经取得的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并对以后能够进行进行的一些后续工作进行了一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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