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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孔扇贝糖蛋白的制备及其抗肿瘤活性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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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近年 对海洋贝类药用研究较多∀ 年代末日本

报道虾夷扇贝 Πατινοπ εχτεν ψεσσοενσισ 中的糖蛋白有

很强的肿瘤抑制作用 国内对扇贝边氨基多糖的抗凝

作用≈ 扇贝边提取物对药物性肝损伤的保护作

用≈ 以及对大鼠血脂水平的影响≈ 作过研究∀ 本文首

次从栉孔扇贝边中分离获得糖蛋白 并对其抗肿瘤活

性进行了初步研究∀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扇贝边鲜品系从栉孔扇贝 Χηλαµ ψσ φαρρερι 中剥

离获得 于 年 月采自青岛麦岛海珍品养殖场

昆明种小鼠由山东省医科院动物中心提供 ≥ 腹水

瘤由山东省医科院药物研究所提供 其他试剂均为

级∀

1 2 方法

 糖蛋白的分离!纯化

取鲜扇贝边 加 倍量热水煮提 过滤除渣∀ 滤

液喷雾干燥后得粉末状粗提物 ε 下保存∀粗提物用

适量水溶解 注入透析袋中透析∀ 透析液通过 ⁄∞ ∞2

纤维素柱分离 收集洗脱液 浓缩后 再通过 ≥ ¬

2 柱层析纯化 冷冻干燥得栉孔扇贝糖蛋白≈ 2

Χηλαµ ψσ φαρρερι ≤ ƒ ∀

 ≤ ƒ 分析

电泳分析  将样品点于醋酸薄膜上 在

吡啶醋酸溶液中 用 ⁄≠ ≠ 2 型稳压稳流定

时电泳仪 在 ∂ 下 电泳 甲苯胺蓝显色∀

用 2 红外光谱仪 测定红外光谱 压片

法∀总蛋白含量测定用 ƒ 2酚试剂法≈ 以牛血清蛋

白为标准制作标准曲线 牛血清蛋白用凯氏定氮法测

定其蛋白质含量≈ ∀总糖含量测定用改良的苯酚2硫酸

法≈ 以葡萄糖作为参比∀ 组成单糖分析采用纸层析

法 °≤ ∀取样品 加 ≥ 封管

于 ε 水解 ≤ 中和 浓缩后点样于层析滤

纸∀ 用正丁醇Β 冰醋酸Β 水 Β Β 展开剂展开 苯

胺2邻苯二甲酸试剂显色 并与单糖标准品的纸层析

图  ≤ ƒ 的电泳层析

ƒ  × ≤ ƒ

图  ≤ ƒ 的红外光谱

ƒ  × ≤ ƒ

结果对照∀   抗肿瘤活性测定

选取昆明种小鼠 只 体重 ∗ ∀ 采用 ≥

腹水瘤 小鼠右腋皮下接种制备模型 每只 ∀

随机分成治疗组 ≤ ƒ 设 个剂量组 分别为

和 !阳性对照组 2ƒ∏

和对照组 生理盐水 ∀移植肿瘤 后给药

于小鼠皮下瘤周瘤内注射 隔 一次 共给药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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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药 后将小鼠处死 称重 解剖剥离瘤块 称瘤

重 计算抑瘤率 并取出脾脏 称重 观察脾脏重量的

变化∀

 结果与讨论

2 1 Γ ΧΦ分析

电泳分析表明 ≤ ƒ 在 吡啶醋酸

溶液中向阳极移动 并显示单一的蓝色斑点 图 ∀

≤ ƒ 红外光谱分析在

处有多糖羟基!酰胺基及糖环醚键的

特征吸收峰 图 ∀ ≤ ƒ 总蛋白含量为 总糖含

量为 ∀°≤ 分析显示 ≤ ƒ 的组成单糖为 ⁄2葡萄

糖醛酸!⁄2葡萄糖!⁄2半乳糖!⁄2甘露糖!⁄2木糖! 2岩

藻糖! 2鼠李糖∀ 值分别为

∀ 由电泳和 °≤ 分析可知 ≤ ƒ 的糖

链部分为含葡萄糖醛酸的酸性杂多糖∀

2 2 Γ ΧΦ抑瘤作用及对小鼠脾脏的影响

药理实验结果表明 ≤ ƒ 能显著抑制移植性小鼠

≥ 肉瘤的生长 给药剂量为 效果最好 抑

瘤率可达 表 对小鼠脾脏重量的影响 无

显著性差异∀ ≤ ƒ 的抑瘤率比日本报道的虾夷扇贝糖

蛋白的抑瘤率略低≈ ∀ 栉孔扇贝与虾夷扇贝是不同属

的贝类 生长环境亦不同 糖蛋白的组成和结构也有

差异∀ 虾夷扇贝糖蛋白的糖链部分主要是由 2乙基

葡萄糖胺 2乙基半乳糖胺 2岩藻糖 ⁄2半乳糖 ⁄2

甘露糖和 ⁄2葡萄糖组成≈ 与栉孔扇贝边中的糖蛋白

的单糖组成有差异 推测这是其抑瘤效果差异的原因

之一∀

表 1 Γ ΧΦ对小鼠移植性肿瘤 Σ180抑制作用及对脾指数的影响 ξθ ? σ ν

Ταβ 1 Τυµ ορ−ινηιβιτιον ανδ σπλεεν ωειγητ ον Σ180−βεαρινγ µ ιχε

组别
剂量

#

体重

药前 药后

瘤重 抑瘤率 脾指数

体重

对照组 ? ?

2ƒ ? 3 3 ? 3

≤ ƒ ? 3 3 ?

? 3 ?

? 3 ?

3 π 3 3 π ∀

  近年 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 糖蛋白的重要生物

活性不断被揭示 尤其许多糖蛋白能提高机体的免疫

力 对肿瘤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引起医药界的关注∀ 栉

孔扇贝糖蛋白在药理初试中发现对肿瘤也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 有待进一步对其分子组成与活性的关系及

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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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是扩张还是拉张3

) ) 关于大洋中脊应力性质的新认识

ΤΗΕ ΣΕΑ ΦΛΟΟΡ ΣΠΡ ΕΑ∆ΙΝΓ ΟΡ ΤΕΝΣΙΟΝ ) ) Α ΝΕΩ ς ΙΕΩ

ΑΒΟΥΤ ΤΗΕ ΣΤΡ ΕΣΣ ΣΤΑΤΕ ΟΦ ΜΙ∆ΟΧΕΑΝ Ρ Ι∆Γ Ε

史学建   彭 红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河南大学地理系 开封

  自 年代中期 板块构造学说诞生以来 关于板块运动

的力学机制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大洋中脊是公认的重要

板块分界线 也是全球连续性最好最长的板块分界线 对大

洋中脊应力性质的认识将有利于探讨全球板块的运动机制∀

海底扩张学说为认识板块运动方向提供了许多令人信服的

事实 但是 其运动力学机制并非符合后来发现的一些新的

事实∀ 本文试图进一步阐明海底是主动扩张还是被动拉张∀

 海底扩张说的发展回顾

海底扩张一词源于本世纪 年代 美国地质学家 Ηεσσ

和 ∆ ιετζ 在地幔对流的基础上提出海底扩张学

说 认为大洋中脊顶部是地幔物质上升的涌出口 上涌物质

在此冷却凝固形成新的洋壳∀ 新的洋壳不断形成 推动先形

成的洋壳向两侧扩张∀ 并认为海底扩张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扩张着的洋底同时把邻接的大陆向两侧推开 形成新的大

洋 如大西洋的形成∀ 另一种是 当洋底扩张移动到大陆边

缘 洋壳与大陆地壳相遇 发生挤压 洋壳向下俯冲潜没 如

太平洋的洋底扩张∀

上述论点受到海底磁异常规律的支持 本世纪 年代

后期 英国学者 Ρ Μασον 首先发现东北太平洋洋底存在着

条带状的磁异常 强度一般是千万分之几个特斯拉 Τ 自大

洋中脊轴部向两侧减小 大体上平行于大洋中脊轴线延伸

正异常和负异常相间排列 对称分布于大洋中脊两侧 单个

磁异常条带宽度约数公里至数十公里 纵向绵延数百公里以

上 在遇到洋底断裂时被整体错开 但在断裂两侧的起伏情

况可以对比∀ 大洋中脊两侧正负磁异常条带相间排列对称分

布 反映大洋中脊两侧岩石形成年龄的对称性∀

海底沉积岩芯磁化方向的确定 从另一方面支持了上述

的观点 海底沉积物在沉积过程中 被当时的地磁场磁化 因

此 在垂直方向上保存了正负方向的磁化记录∀ 结合放射性

同位素测年法和沉积地层的古生物测年法 确定地层转向的

年代 甚至编出海底年龄等时线图∀ 这些研究成果都肯定了

海底年龄以大洋中脊为对称轴向两侧逐渐变老∀ 世界各大洋

钻探所取得的最老沉积物年龄不超过 Μα 晚侏罗纪 表

明海底确实在不断地生成和更新 更老的洋底已被席卷到大

陆底下∀ 本世纪 年代初 对大洋中脊上转换断层的考察

进一步确定了海底自大洋中脊向两侧运动的事实∀

至此 海底扩张学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连同相继产生

的板块学说 被誉为地球科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海底扩张学

说和板块学说的产生 为人们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阐明地壳运

动和演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大洋中脊地质地貌特征

大洋中脊大多位于大洋的中部 少数偏向大洋的一侧

通常高于两侧大洋盆地 ∗ µ 宽度数百公里到上

千公里以上不等 甚至全球大洋中脊可连成一体∀ 大洋中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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