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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化学(供中药学类药学类制药工程等专业用第9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编著者林辉。

《有机化学》内容简介：“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是全国唯一的行业规划教材。
由“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
即：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宏观指导；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
会主办，具体制定编写原则、编写要求、主编遴选和组织编写等工作；全国2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科
专家联合编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协助编写管理工作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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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紫外吸收特征 蛋白质含肽键和芳香族氨基酸，在紫外光范围内两处有吸收峰。
一是由于肽键结构，在200～220nm处有吸收峰；二是因含有色氨酸和酪氨酸残基，分子内部存在共轭
双键，而在280nm处有一吸收峰。
在一定条件下，蛋白质对280nm紫外吸收峰与其浓度成正比，在蛋白质分离分析中常以此作为检测手
段。
 2.胶体性质 蛋白质是高分子化合物，相对分子质量大，其分子颗粒的直径一般在1～100nm之间，属于
胶体分散系，具有胶体溶液的特征：在水中分子扩散速度慢、不易沉淀、黏度大、布朗运动、丁达尔
现象、不能透过半透膜等性质。
 3.两性和等电点 蛋白质分子末端有游离的C端羧基和N端氨基，组成肽链的α－氨基酸残基侧链上还
有不同数量可解离的基团，如谷氨酸的γ－羧基、天冬氨酸的β－羧基、赖氨酸的ε－氨基、精氨酸
的胍基和组氨酸的咪唑基。
因此，蛋白质和氨基酸一样，具有两性解离和等电点的性质。
蛋白质在溶液中的带电状态也受溶液的pH值影响。
在某一pH值下，蛋白质分子的净电荷为零，此时溶液的pH值称为该蛋白质的等电点（pI）。
如果溶液pH小于蛋白质等电点，蛋白质带正电；如果溶液pH大于蛋白质等电点，则蛋白质带负电。
 各种蛋白质的组成和结构不同，其pI也不同，因而在同一pH的溶液中，不同蛋白质所带电荷的性质和
数量也有所不同，加之分子的大小、形状的差异，各蛋白质在电场中的泳动速度则有所不同。
通常利用电泳法分离、纯化、鉴定和制备蛋白质。
 4.沉淀反应 蛋白质溶液能稳定的主要因素是，蛋白质分子表面带有的“同性电荷”及大量亲水基团形
成的“水化膜”。
消除了“同性电荷”的相斥作用，除去水化膜的保护，则蛋白质分子就会互相凝聚成颗粒而沉淀。
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 （1）盐析：向蛋白质溶液中加入中性盐至一定浓度时，其胶体溶液稳定性被
破坏而使蛋白质析出，这种方法称为盐析。
常用的中性盐有硫酸铵、硫酸钠和氯化钠等。
 不同蛋白质盐析时所需的盐浓度不同，利用此性质，可用不同浓度的盐溶液将蛋白质分段析出，予以
分离。
例如，向血清中加入（NH4）2SO4至半饱和时，球蛋白先析出；滤去球蛋白后，再加入（NH4）2SO4
至饱和，则血清中的清蛋白被析出。
盐析得到的蛋白质经透析脱盐仍保持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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