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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寻找一种准确有效的脂肪酶活力测定中的终止反应方法，以进行脂肪酶酶学性质研究。【方法】比

较分析前人研究脂肪酶常用的终止方法（无水乙醇法、ＥＤＴＡ法、三氯乙酸法、碳酸钠法、沸水浴法）对酶活力的

抑制效果和吸光值的稳定性。【结果】无水乙醇法对酶活的抑制率为 ９７．５６％，终止反应后 ５ｍｉｎ 内净吸光值减

少 ５％；ＥＤＴＡ法对酶活抑制率为 ３２．９４％，终止反应后 １０ｍｉｎ内净吸光值增加 ５％；三氯乙酸法对酶活的抑制率

为 ９９．４６％，终止反应后 １０ｍｉｎ 内净吸光值增加了 ０．４７％；碳酸钠法对酶活抑制率为 ７６．４４％，终止反应后

１０ｍｉｎ内净吸光值增加了 ０．５３％；沸水浴法对酶活抑制率为 ９９．５１％，终止反应后 １０ｍｉｎ 内净吸光值减少

０·７７％，但沸水浴会导致剩余底物的大量分解。【结论】三氯乙酸法是一种准确有效的终止脂肪酶活力测定反应

的方法，可用于脂肪酶酶学性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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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意义】脂肪酶是一类能水解油酯的酶类，广
泛存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１，２］。脂肪酶在食品
工业、农业、造纸业、纺织品、皮革处理、药物合成、化
妆品、废水处理以及燃料酒精、生物柴油等诸多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３～６］，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是紧随
蛋白酶和糖酶之后占据第三大销售份额的酶类［７］。
在利用脂肪酶进行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中，酶活力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
确保酶活力测定的精确性和可比性十分重要。如何
准确测定酶活力的大小，对于研究该酶的特性及应用
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在许多研究中，脂
肪酶活力测定通常采用分光光度法，即以对硝基苯酚
酯作为底物，反应生成黄色的对硝基苯酚（ｐ-ＮＰ）在

４１０ｎｍ 处有吸收峰，根据测定产物生成量来计算酶
活力［８］。在终止反应环节，前人提供的方法有无水乙
醇、ＥＤＴＡ、三氯乙酸、碳酸钠、沸水浴等［９～ １３］。【本研
究切入点】虽然对脂肪酶的酶学性质存在较多的研
究，但是大部分研究均未提及终止反应环节。因此，
亟需提供一种准确有效的终止反应方法进行脂肪酶

酶学性质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对硝基
苯酚正辛酸酯（ｐ-ＮＰＯ）作为底物进行酶催化反应，采
用无水乙醇、ＥＤＴＡ、三氯乙酸、碳酸钠、沸水浴五种
终止反应方法分别对酶活抑制效果和吸光值稳定性

进行了比较实验，以期寻找简单快捷、准确有效的终
止反应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剂：脂肪酶 ＬＩＰ８（脂肪酶 ＬＩＰ８ 由本实验室克
隆自链霉菌 ＧＸＴ-６，表达于大肠杆菌），对硝基苯酚
正辛酸酯（ｐ-ＮＰＯ）购自 ｓｉｇｍａ 公司，甲醇，Ｔｒｉｓ 碱，
盐酸，无水乙醇，碳酸钠，三氯乙酸，ＥＤＴＡ 均为国产
分析纯。

  仪器：水浴锅 ＳＨＥＬ ＬＡＢ Ｗ２０Ｍ-２，台式离心机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５４１５Ｄ，酶标仪 Ｕ Ｑｕａｍｔ ＴＭ，
电磁炉。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酶活力测定方法

  酶活力测定参考 Ｕｌｒｉｃｈ Ｋ．Ｗｉｎｋｌｅｒ ［１４］的方法，
稍作修改。将溶有 ２０ｍＭ ｐ-ＮＰＯ 的甲醇溶液与 ｐＨ
值为 ８．５ 的 ５０ｍＭ Ｔｒｉｓ-ＨＣｌ 缓冲液按体积比 １∶９
混匀，配成底物溶液，取 １９０μＬ 底物溶液加入 ＥＰ 管
中，４５℃预热 ３ｍｉｎ，加入 １０μＬ 稀释适当倍数的酶液
进行反应，１０ｍｉｎ 后终止反应并稀释适当倍数后在

４１０ｎｍ 条件下测定吸光值。每个反应做 ３ 个平行实

验，以加不含酶缓冲液的反应作为空白对照。根据不
同的终止方法做出相应的标准曲线计算水解释放出

的 ｐ-ＮＰ量。将每分钟水解 ｐ-ＮＰＯ 释放出 １μｍｏｌ ｐ-
ＮＰ所需的酶量定义为 １ 个酶活力单位，以 Ｕ 表示。
按下式计算酶活力：

  Ｘ ＝ｃＶ
ｔｖ

式中：Ｘ 为脂肪酶活力，Ｕ·ｍＬ－１；ｃ 为对硝基苯酚
浓度，μｍｏｌ·ｍＬ

－１；Ｖ 为终止后总体积，ｍＬ；ｖ 为酶
液用量，ｍＬ；ｔ 为反应时间，ｍｉｎ 。

１．２．２ 终止反应方法

  无水乙醇终止：向反应体系中加入 ２００μＬ 无水
乙醇，混匀后于 １２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ｍｉｎ。

  ＥＤＴＡ终止：向反应体系中加入 ２００μＬ，１ｍｏｌ／Ｌ
的 ＥＤＴＡ溶液，混匀后于 １２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ｍｉｎ。

  三氯乙酸终止：向反应体系中加入 ２００μＬ，０．
５ｍｏｌ／Ｌ的三氯乙酸溶液混匀，再加 ２００μＬ，０．５ｍｏｌ／

Ｌ的碳酸钠溶液显色，混匀后于 １２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ｍｉｎ。

  碳酸钠终止：向反应体系中加入 ２００μＬ，０．
５ｍｏｌ／Ｌ 的碳酸钠溶液，混匀后于 １２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ｍｉｎ。

  沸水浴终止：将反应体系置于沸水中煮沸 ５ｍｉｎ
后于 １２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ｍｉｎ。

１．２．３ 抑制效果比较

  将酶液分别与各终止液等体积混匀，置于 ４５℃
水浴中处理 １０ｍｉｎ，沸水浴法则将酶液置于沸水中处
理 ５ｍｉｎ。分别将处理后的酶液稀释适当倍数，以 ｐ-
ＮＰＯ 为底物在 ｐＨ 值为 ８．５，反应温度为 ４５℃的条
件下测定各残余酶活力。以不加终止液且在 ４５℃处
理 １０ｍｉｎ酶液的残余活力作为 １００％。

  抑制率（％）＝１００％－残余酶活力（％）

１．２．４ 吸光值稳定性比较

  以 ｐ-ＮＰＯ 作为底物，将稀释适当倍数的酶液加
入反应体系，反应 １０ｍｉｎ 后分别用无水乙醇法、ＥＤ-
ＴＡ法、三氯乙酸法、碳酸钠法以及沸水浴法终止反
应，经离心后立即测定吸光值。每间隔 ５ｍｉｎ 测一次
吸光 值，计 算 终 止 后 反 应 混 合 物 的 净 吸 光 值
（ＯＤ 加酶样 －ＯＤ 空白）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以终止反应
后第一次测定的净吸光值作为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抑制效果比较

  如图 １ 所示，采用不同的终止方法在 ４５℃水浴
处理 １０ｍｉｎ后，等体积的无水乙醇和浓度为 ０．５ｍｏｌ／

６１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２，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



Ｌ的三氯乙酸对酶活力均有较好的抑制效果，抑制率
分别为 ９７．５６％和 ９９．４６％；同时 ５ｍｉｎ的沸水浴对酶
也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抑制率为 ９９．５１％。可见无水
乙醇、三氯乙酸及沸水浴均起到了在较短时间内有效
抑制酶活力的作用。浓度为 １ｍｏｌ／Ｌ 的 ＥＤＴＡ 和

０·５ｍｏｌ／Ｌ 的碳酸钠分别与酶液在 ４５℃水浴处理

１０ｍｉｎ后，对酶活力的抑制效果并不理想。碳酸钠法
对酶活力的抑制率为 ７６．４４％，而 ＥＤＴＡ 法只有

３２·９４％。

图 １ 各终止方法的抑制效果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①无水乙醇法，②ＥＤＴＡ法，③三氯乙酸法，④碳酸钠法，

⑤沸水浴法。

  ①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②ＥＤ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③Ｔｒｉｃｈｌｏ-
ｒｏ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④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⑤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ｔｈ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２ 吸光值稳定性比较

  由图 ２ 可知，用三氯乙酸法、碳酸钠法及沸水浴
法终止反应后的净吸光值比较稳定，采用三氯乙酸法
终止反应后的 ５ｍｉｎ 内，净吸光值几乎没有增加，

１０ｍｉｎ时增加了 ０．４７％，３０ｍｉｎ 时增加 １．５７％；采用
碳酸钠法终止反应后的 ５ｍｉｎ内，净吸光值仅增加了

图 ２ 各终止方法的净吸光值稳定性
  Ｆｉｇ．２  Ｎｅｔ 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ＤＡＴ法，—■—：无水乙醇法，—▲—：碳酸钠法，——：三氯乙
酸法，—◆—：沸水浴法．
  —●—：ＥＤ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
ｄ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ｔｈ ｍｅｔｈｏｄ．

０．１３％，１０ｍｉｎ时增加 ０．５３％；采用沸水浴终止反应
后，反应混合物的净吸光值有很微弱的减小，在

１０ｍｉｎ时减少了 ０．７７％，１０ｍｉｎ后净吸光值微弱的增
加，到 ２５ｍｉｎ左右恢复到 １００％相对酶活力。表明反
应混合物采用三氯乙酸法和碳酸钠法终止反应后均

能有效终止脂肪酶酶催化反应，终止反应后 １０ｍｉｎ
内测定吸光值所得的数据是准确的；采用沸水浴法处
理之后的净吸光值仅有非常微弱的波动，测得的净吸
光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比较准确的。而 ＥＤＴＡ 法和
无水乙醇法对酶催化反应的终止效果并不理想，用终
浓度为 ０．５ｍｏｌ／Ｌ 的 ＥＤＴＡ 溶液未能完全终止反
应，在 ２００ｕＬ 反应混合物中加入 ２００μＬ，１ｍｏｌ／Ｌ 的

ＥＤＴＡ溶液后其净吸光值仍以约每分钟 ０．５％的速
率增加；而等体积的无水乙醇在加入反应混合物后，
其净吸光值则以较快的速率减小，５ｍｉｎ 时已减小

５％。可见，用 ＥＤＴＡ 法和无水乙醇法来终止反应未
能得出相对稳定的实验结果。

３ 结论

  不同的 ｐＨ 值对 ｐ-ＮＰ 显色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酸性溶液中 ｐ-ＮＰ为无色，而在中性和碱性溶液中
则显黄色［１５］。三氯乙酸是一种蛋白变性剂，可有效
的使反应混合物中的酶变性失活；同时它又是一种强
酸，浓度为 ０．５ｍｏｌ／Ｌ 的三氯乙酸其 ｐＨ 值在 ０．７ 左
右，与 ５０ｍｍｏｌ／Ｌ ｐＨ 值为 ８．５ 的 Ｔｒｉｓ-ＨＣｌ 等体积
混匀后 ｐＨ 值约为 ０．８，加入 ０．５ｍｏｌ／Ｌ 的碳酸钠将
反应混合物调回碱性即可使 ｐ-ＮＰ 显色。因此三氯
乙酸法适用于大部分脂肪酶活力测定的终止反应。

  在比较抑制效果的实验中，０．５ｍｏｌ／Ｌ 的碳酸钠
溶液与酶液等体积混合再于 ４５℃水浴处理 １０ｍｉｎ
后，酶活力并未完全抑制；而在吸光值稳定性实验中，
等体积的 ０．５ｍｏｌ／Ｌ 碳酸钠溶液却能较好的终止反
应且净吸光值稳定性良好。这是因为终止反应后反
应混合物 ｐＨ 值约为 １１．２，而脂肪酶 ＬＩＰ８ 在此 ｐＨ
条件下的酶活力几乎为零，所以碳酸钠溶液能较好的
终止反应。而 ＬＩＰ８ 与碳酸钠溶液混合后构象发生
改变，当重新回到 ｐＨ 值 ８．５ 的环境中反应时构象在
一定程度上又得到恢复，这可能是碳酸钠法对脂肪酶
抑制效率不高的原因。

  在碱性环境中，羧酸酯会发生水解反应［１ ６］，当反
应混合物处在沸水中时，剩余底物水解速度会加快，
因此反应体系中底物浓度过低或者沸水浴的时间过

长有可能引起剩余底物的大量水解而导致得到的净

吸光值不准确，因此采用沸水浴法终止反应时需要选
择合适的反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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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Ｓ．Ｓ．Ｋａｎｗａｒ 等人的研究中，终浓度为

２００ｍｍｏｌ／Ｌ 的 ＥＤＴＡ 溶液能够 １００％ 抑制来自

Ｂ·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ｓ 的脂肪酶活力
［１７］。而本研究中，终浓

度为 ５００ｍｍｏｌ／Ｌ 的 ＥＤＴＡ 溶液对来自嗜热链霉菌

ＧＸＴ-６ 的脂肪酶 ＬＩＰ８ 的抑制效果并不理想，且终止
后净吸光值仍以较快速度增加。

  在本研究中，无水乙醇虽然能较好的抑制 ＬＩＰ８
的酶活力，但是在终止反应后测定的吸光值变化速率
较快。实验表明，在加入等体积的无水乙醇后加酶样
和空白样的吸光值均随时间增加，且空白样吸光值增
加的速率比加酶样快，因而造成了净吸光值随时间减
小。推测可能是在无水乙醇加入后反应混合物中剩
余底物的自分解速度加快。

  综上所述，采用对硝基苯酚酯测定脂肪酶活力过
程中，综合比较分析 ５ 种前人用到的终止反应法对脂
肪酶的抑制效果和吸光值稳定性，认为使用三氯乙酸
法终止反应较其他方法得出的实验结果更准确有效。

参考文献：

［１］ Ｐａｑｕｅｓ Ｆ Ｗ，Ｐｉｏ Ｔ Ｆ，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Ｐ Ｏ，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ｐａｓｅ ｆｒｏｍＣａｒｉｃａ ｐａｐａｙａ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Ｊ］．Ｂｒａ-
ｚｉ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２７．

［２］ Ｐａｑｕｅｓ Ｆ Ｗ，Ｍａｃｅｄｏ Ｇ Ａ．Ｐｌａｎｔ ｌｉｐ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ｘ：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Ｑｕｉｍｉｃａ Ｎｏｖａ，

２００６（２９）：９３-９９．
［３］ Ｊａｅｇｅｒ Ｋ Ｅ，Ｅｇｇｅｒｔ Ｔ．Ｌｉｐａｓｅ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３（４）：３９０-３９７．
［４］ 孙新城，马淑玲，张玲丽，等．一株高产脂肪酶产生菌

１６Ｓ ｒＤＮＡ的序列分析［Ｊ］．南方农业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９）：

１２６９-１２７２．

Ｓｕｎ Ｘ Ｃ，Ｍａ Ｓ Ｌ，Ｚｈａｎｇ Ｌ Ｌ，ｅｔ 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１６Ｓ ｒＤＮＡ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ｌｉｐａｓｅ ｓｔｒａｉｎ［Ｊ］．

２０１２，４３（９）：１２６９-１２７２．
［５］ 张搏．响应面法优化醋酸钙不动杆菌菌株 ２３ 的脂肪酶

产酶条件［Ｊ］．广西科学，２００８，１５（４）：４１９-４２３，４３０．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ｈｅ ｌｉｐ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ｉｎｅｔｏ-
ｂａｃｔｅｒ ｃａｌｃｏａｃｅｔｉｃｕｓ ２３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ｔｈｅｄｏｌ-
ｏｇｙ［Ｊ］．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１５（４）：４１９-４２３，４３０．

［６］ Ｈａｓａｎ Ｆ，Ｓｈａｈ Ａ Ａ，Ｈａｍｅｅｄ 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ｌｉｐａｓｅｓ［Ｊ］．Ｅｎｚｙｍ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２００６，３９（２）：２３５-２５１．

［７］ Ｃｏｎｔｅｓｉｎｉ Ｆ Ｊ，Ｌｏｐｅｓ Ｄ Ｂ，Ｍａｃｅｄｏ Ｇ Ａ．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ｌｉｐａｓ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ｉ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２０１０（６７）：１６３-１７１．
［８］ 张博，王青艳．导入脂肪酶基因提高荧光假单胞菌 ２６-２

的产酶效率［Ｊ］．广西科学，２００９，１６（２）：１８５-１８７．

Ｚｈａｎｇ Ｂ，Ｗａｎｇ Ｑ 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ｐ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２６-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ｓ ｌｉ-

ｐａｓｅ ｇｅｎ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ｓｔｒａｉｎ［Ｊ］．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９，１６（２）：１８５-１８７．

［９］ Ｒúａ Ｌ Ｍ，Ｓｃｈｍｉｄｔ-Ｄａｎｎｅｒｔ Ｃ，Ｗａｈｌ Ｓ，ｅｔ 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ａｌ-
ｋａｌｏｐｈｉｌｉｃ ｌｉｐａｓｅ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ｔｈｅｒｍｏｃａｔｅｎｕｌａｔｕｓ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１９９７
（５６）：８９-１０２．

［１０］ Ｌｅｅ Ｓ Ｈ，Ｃｈｏｉ Ｊ，Ｐａｒｋ Ｓ Ｊ．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ｌｉｐ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ｃｅ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ＦａｄＬ ａｓ ａｎ

ｃｈｏｒｉｎｇ ｍｏｔｉｆ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 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ｉ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ｖｉｒｏ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４，７０（９）：５０７４．
［１１］ Ｚｈｅｎｇ Ｘ Ｍ，Ｃｈｕ Ｘ Ｙ，Ｚｈａｎｇ Ｗ．Ａ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ｌｄ-ａｄａｐｔｅｄ

ｌｉｐ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ｐ．ＸＭＺ-２６：ｇｅｎｅ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１１（９０）：９７１-９８０．
［１２］ Ｃｈｏｕ Ｓ Ｈ，Ｗｕ Ｗ Ｔ．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ｎｄｉｄａ ｒｕｇｏｓａ

ｌｉｐａｓｅ ｏｎ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ｇｒｏｕｐｓ［Ｊ］．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４（２５）：１９７-２０４．
［１３］ Ｄａｉｓｕｋｅ Ｓ，Ｋｏｔａ Ｋ，Ｙｕｓａｋｕ Ｍ．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１ ｆｒｏｍ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ｅｓ ａｌｂｉｄｏｆｌａｖｕｓ

ＮＡ２９７［Ｊ］．ＦＥＢＳ Ｏｐｅｎ Ｂｉｏ，２０１２（２）：３１８-３２７．
［１４］ Ｗｉｎｋｌｅｒ Ｕ，Ｓｔｕｃｋｍａｎｎ Ｍ，Ｇｌｙｃｏｇｅｎ．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ｏｌｉｐａｓｅ ｂｙ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ｍａｒｃｅｓｃｅｎｓ ｔ［Ｊ］．Ｂａｃｔｅｒｉ-
ｏｌ，１９７９（１３８）：６６３-６７０．

［１５］ 中国医药公司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试剂手册

［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４：８９８．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ｇｅｎｔ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１９８４：８９８．

［１６］ 邢其毅，徐瑞秋，周政．基础有机化学：上册［Ｍ］．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４５４．

Ｘｉｎｇ Ｑ Ｙ，Ｘｕ Ｒ Ｑ，Ｚｈｏｕ Ｚ．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Ｖｏｌｕｍｅ １［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４５４．
［１７］ Ｋａｎｗａｒ Ｓ Ｓ，Ｋａｕｓｈａｌ Ｒ Ｋ，Ｒｅｅｎａ Ａ Ｊ．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ｉｎ-

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ｌｉｐ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ｓｓａ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５（４２）：２３３-２３７．

（责任编辑：陆 雁）  

８１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２，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