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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胶原物理与化学》结合国内外有关胶原(蛋白)的最新研究进展，从蛋白质的基础知识入手，借助有
关胶原的研究与应用实例，系统介绍与胶原有关的知识。
全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信息量大、可读性强。
内容包括：蛋白质基础，胶原的分布、存在形态、生物学合成、功能及生理学意义，胶原的提取与结
构研究，胶原的物理性质，胶原的化学性质，胶原改性的意义、方法与助剂，胶原、明胶及胶原水解
蛋白的应用等。

《胶原物理与化学》可供与胶原的研究与应用相关领域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
士生以及从事有关专业研究和生产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适合于对胶原感兴趣的
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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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组织材料的选择和预处理。
不同类型的胶原在体内的分布是不同的。
选择适当的组织材料，是有效提取各类型胶原的首要条件。
用于提取胶原的组织材料必须经过认真的预处理，最为重要的是去掉附属在其上的非胶原成分（如碎
肉、脂肪等）。
特别是要用有机溶剂抽提出其中的脂肪组织，因为胶原中一旦有脂肪混入，无论是进行中性还是酸性
提取，都无法除去，最后只能得到乳浊状的胶原溶液。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可向胶原溶液中加入1％的氯化钠溶液清洗，再用超声波和匀浆机进一步粉碎细
胞，离心收集基膜，然后才能用于提取胶原。
 （2）胶原的提取。
经过预处理的组织材料，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处理。
例如，要将骨组织中的钙和软骨组织中的蛋白多糖除去，一般是先用0.5mol／LEDTA、pH 7.4的缓冲
液脱钙，再用lmol／LTris—HCI（盐酸三羟甲基氨基甲烷，pH7.5）的缓冲液在室温下提取蛋白多糖，
接着用大量的蒸馏水洗涤。
对其他软组织，先用水和中性盐提取可溶性的非胶原物质，此时可能会损失一部分胶原，为此可以用
含4.5mol／L NaCl的0.05mol／L Tris—HCl（pH 7.5）的缓冲液在含有蛋白酶抑制剂的情况下进行前期提
取。
在此条件下，各类型胶原均不溶解，因此可去除其中大量的可溶性杂蛋白。
经过认真处理的组织材料被切片、粉碎或匀浆后，即可进行胶原的提取。
 （3）盐析。
为了分离非胶原物质，在胶原粗提液中加入较多的粉状盐（一般是氯化钠）或浓氯化钠溶液将全部胶
原沉析出来，称为盐析。
通过分步盐析，还可初步分离不同类型的胶原。
在中性或酸性条件下盐析全部胶原，所需盐的浓度是不同的。
在中性条件下，氯化钠的浓度需达到4.0mol／L或20％；在酸性条件下，氯化钠的浓度仅需2.0mol／L
或10％。
利用各类型的胶原在不同pH及不同NaCl浓度条件下具有不同溶解度的特点，通过分步盐析，可以分
离提取出各类型的胶原。
 一般不可能只通过一次分离就得到纯的某一类型胶原。
例如，在中性条件下，用1.7mol／L NaCl溶液沉淀分离Ⅲ型胶原时，会有l0％的l型胶原同时被沉淀出
来。
在酸性条件下，在没有盐存在时胶原也能溶解，当加入盐时胶原就会有沉淀析出。
在中性条件下，需要有足够浓度的盐，才能溶解胶原。
如果要获得不含糖蛋白的高纯度胶原，必须进一步用EDTA—纤维素柱进行色谱分离。
 从正常的生物基质中提取胶原均需要一定的条件。
如果不能满足这一条件，胶原将很快地失去其生物学活性。
因此，在胶原蛋白的特性研究中，确定提取的工艺条件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已有的研究中，尽管有关胶原提取的资料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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