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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法研究变性剂对苦荞麦蛋白质构象的影响

郭晓娜$姚惠源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江苏 无锡
!

-"*"--

摘
!

要
!

采用紫外差示光谱和荧光光谱研究了不同浓度的乙醇溶液和盐酸胍溶液对苦荞麦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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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B!"

.构象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

cTP/B!"

的色氨酸残基和酪氨酸残基有的位于分子内部!有的暴

露于分子表面"乙醇溶液使
cTP/B!"

变性时!仅仅是分子的外层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子内部疏水核的变化

较小!高浓度的盐酸胍使位于
cTP/B!"

分子内部疏水核的酪氨酸和色氨酸转移到分子表面!暴露于溶剂

中!所处的微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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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分子具有生色基团!生色基团处于不同的微环

境!蛋白质的分子构象影响微环境的性质"改变蛋白质的分

子构象!其所处的微环境发生变化!生色基团的紫外吸收光

谱随之改变"采用紫外差光谱检测生色基团紫外吸收光谱的

变化!研究其微环境的改变!可以推断出蛋白质分子在溶液

中的构象变化2

"

3

"

荧光光谱法可以研究蛋白质分子在溶液中的构象变化"

它能够提供许多物理参数!包括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荧光

强度)荧光寿命和量子产率"通过对这些参数的测定!可推

断蛋白质分子在各种环境下的构象变化!研究蛋白质的结构

和生理功能的关系2

-

3

"

在生命活动过程中!不同的蛋白质具有不同的生理活性

功能"蛋白质的活性功能不仅决定于蛋白质分子的一级结

构!更决定于其三维结构"因此对蛋白质的结构进行深入的

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其生理活性功能的解释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本文采用紫外差示光谱和荧光光谱研究了不同浓度的乙

醇溶液和盐酸胍对苦荞麦蛋白质构象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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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过滤色谱对苦荞麦水溶性蛋白质逐

步分离纯化!并结合细胞实验!筛选出苦荞麦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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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差示光谱分析

紫外差示光谱研究了不同浓度的乙醇溶液和盐酸胍溶液

对
cTP/B!"

构象变化的影响"配制
"C

D

4

CK

"̀的样品溶

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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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磷酸盐缓冲液溶解.!作为

储液!然后分别用乙醇溶液和盐酸胍溶液稀释!最终样品浓

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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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差示光谱是在紫外
+

分光光度计上测定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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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匹配的隔板式比色皿!比色皿宽度
"1C

!样品按照如下方式

置入光路中"

参比光路%样品溶液-未处理.和变性剂溶液&样品光

路%含有样品的变性剂溶液和磷酸盐缓冲液&扫描波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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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光谱分析

荧光光谱主要研究了不同浓度的乙醇溶液和盐酸胍溶液

对
cTP/B!"

构象变化的影响"样品处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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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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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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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长激发!发射光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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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功能

光谱测量仪测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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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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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差示光谱分析

蛋白质分子的生色基团处于不同的微环境"当生色基团

位于蛋白质分子表面时!改变所接触的溶剂极性!生色基团

的吸收峰则发生变化"当生色基团位于蛋白质分子内部的疏

水性环境中时!非极性溶剂对生色基团的吸收峰产生影响"

改变生色基团的微环境!其紫外吸收光谱随之发生变化!吸

收峰红移或蓝移!变化后与变化前的光谱差即为紫外差示光

谱"本实验采用紫外差示光谱研究了
cTP/B!"

在不同浓度

的乙醇溶液和盐酸胍溶液中的构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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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B!"

在不同浓度乙醇溶液中的紫外差示光谱

分析

cTP/B!"

在不同浓度乙醇溶液中的紫外差示光谱如图

"

所示"在不同浓度的乙醇溶液中!

cTP/B!"

的紫外差示光

谱在
--,

!

-*.7C

范围内出现吸收峰!并且随着乙醇浓度的

增大!峰的吸收强度逐渐增大"

在紫外差示光谱中!溶剂或邻近基团的极性对于分子中

生色基团的吸收峰有很大的影响!可以改变吸收峰的位置和

吸收强度"一般来说!减小溶剂极性!吸收峰向长波方向移

动!称为红移"

紫外差示光谱中!色氨酸在
--.7C

附近有强吸收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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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在
--,

!

-*.7C

范围内出现吸收峰!反映了色氨酸残

基微环境的变化"可能的解释是
cTP/B!"

经乙醇溶液处理

后!位于分子表面的色氨酸残基微环境的极性减弱!导致色

氨酸在
--.7C

附近的吸收峰红移!在
--,

!

-*.7C

范围内

出现吸收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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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紫外差示光谱中强吸收正峰的出现

同时也说明乙醇溶液使
cTP/B!"

变性时!仅仅是分子的外

层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子内部疏水核的变化较小或不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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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B!"

在不同浓度盐酸胍溶液中的紫外差示光

谱分析

cTP/B!"

在不同浓度盐酸胍溶液中的紫外差示光谱如

图
-

所示"经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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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盐酸胍溶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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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紫外差示光谱只在
--,7C

附近出现正吸收峰&经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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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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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盐酸胍溶液处理!不仅在
--,7C

附

近出现正吸收峰!还在
-!,7C

附近出现负吸收峰!并且随

着盐酸胍浓度的增大!负峰的吸收强度增大"据文献报道!

色氨酸)苯丙氨酸和酪氨酸三种氨基酸残基发色基团的紫外

吸收峰分别为
-=-7C

-吲哚环.!

-,=7C

-苯环.!

-?>7C

-苯

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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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峰的出现可解释为
cTP/B!"

分子表面色氨酸

残基微环境的极性减弱!负峰的出现说明原来埋藏在分子内

部的芳香族氨基酸转移到分子表面!暴露到盐酸胍溶液中!

并且发生蓝移"也有学者认为!

-!,7C

差吸收的变化可能与

蛋白质
+

+

螺旋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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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光谱分析

在蛋白质分子中!能发射荧光的氨基酸有色氨酸)酪氨

酸以及苯丙氨酸"蛋白质的内源荧光主要来自色氨酸和酪氨

酸残基2

"!

3

"通常处于非极性环境中的色氨酸残基在
!".

!

!-*7C

附近有最大荧光发射峰!包埋于蛋白质分子内部的

色氨酸残基在
!-#

!

!!-7C

之间有最大荧光发射峰!而暴露

于蛋白质分子表面的色氨酸残基在
!,.

!

!,!7C

范围内具有

最大荧光发射峰2

"*

3

"色氨酸残基对微环境的变化很敏感!并

且大多数蛋白质都含有几个不同的色氨酸残基!因而常作为

内源荧光探针来研究溶液状态下蛋白质的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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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B!"

在不同浓度乙醇溶液中的荧光发射光谱

分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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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激发光为
-?.

和
-=,7C

波长时!

cTP/B!"

在不同浓度乙醇溶液中的荧光发射光谱"从图中

可知!

cTP/B!"

-未处理.共出现
!

个吸收峰!其中两个分别

位于
!!"

和
!,"7C

!副峰位于
!?.7C

附近!非常平缓"随着

乙醇浓度的增大!吸收峰的荧光强度逐渐增大!峰的位置有

所红移!但幅度很小"

!!"7C

的荧光吸收峰来自分子内部的

酪氨酸和色氨酸残基!

!,"7C

的荧光吸收峰来自暴露于蛋

白质分子表面的色氨酸残基"实验中
!?.7C

附近出现平缓

的副峰!在所检索的文献中没有发现相关的报道!推测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蛋白质分子表面的酪氨酸残基和部分色氨酸残

基发生了能量转移"从
!

-

Q

.可知!当激发光为
-=,7C

波长

时!吸收峰的位置基本上和激发光为
-?.7C

波长时一致!

只是峰的吸收强度有所降低"

-'-'-

!

cTP/B!"

在不同浓度盐酸胍溶液中的荧光发射光

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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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激发光为
-?.

和
-=,7C

波长时!

cTP/B!"

在不同浓度盐酸胍溶液中的荧光发射光谱"从图

中可以看到!

.',C%&

4

K

"̀盐酸胍处理后的荧光光谱和未处

理样品的荧光光谱十分相似!说明在盐酸胍浓度较低时!

cTP/B!"

中芳香族氨基酸残基所处的微环境不受其影响或

影响很小"继续增大盐酸胍浓度-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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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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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

光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7C

的吸收峰强度降低!并且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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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红移!在
!?,7C

附近出现最大吸收!这说明
cTP/B!"

经

高浓度的盐酸胍处理后!位于蛋白质分子内部疏水核的酪氨

酸和色氨酸转移到分子表面!暴露于溶剂中!所处的微环境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图
*

-

Q

.可知!当激发光为
-=,7C

波

长时!吸收峰的位置基本上和激发光为
-?.7C

波长时一致!

只是峰的吸收强度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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