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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021_2022__E4_B8_AD_

E8_8D_AF_E5_88_B6_E5_c23_18174.htm 在人类和动植物活的

机体中，普遍存在一类特殊蛋白质。它们参与生化反应，而

且使反应进行得极快，这类物质是天然催化剂－－酶类。酶

具有高度专一性和极高的活性，使有机化合物在体内以一定

的反应顺序转换。酶是生物细胞合成的，存在于细胞内的称

为胞内酶；由细胞内合成而分泌到细胞外起作用的酶称作胞

外酶。各种动物器官、组织和体液中含有酶的种类和数量差

别甚大。通常所含酶的总量并不很少，但每一种酶的含量却

很少，常在百万分之几至百分之几。因此酶的提取、分离、

纯化与确认要靠较高水平的生物化学技术。 酶的发现是十九

世纪（1833年）有人从麦芽浸液中提得第一个具有活力的蛋

白质－－淀粉酶。到目前科学家们已从生物体内提纯确认出

八百多种酶。但是应用到医药方面作为医药用的酶类制剂不

过才有几十种。然而，祖国医药学对含酶类药物的记述确很

早，如《药品化义》中记载：“大麦芽，炒香开胃，以除烦

闷；生用力猛，主消麦面食积，症瘕气结，胸膈胀满，郁结

痰涎，小儿伤乳，又能行上焦滞血。若女人气血壮盛，或产

后无儿饮乳，乳房胀痛，丹溪用此二两，炒香捣去皮为末，

分作四服立消，其性气之锐，散血行气，迅速如此，勿轻视

之”。又如《本草蒙荃》中记载：牛肚“健脾胃，免饮积食

伤”等等。由于受技术限制，而未能进一步提纯入药。但由

此说明，酶类制剂与中药己早有渊源关系，现在我们讨论酶

类制剂，也可认为是中药制剂的发展。 酶类制剂的分类 酶制



剂按其临床应用来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消化类：这类酶

研究最早，是品种最多的一类酶。它们的作用是消化和分解

食物中各种成分，如淀粉、脂肪、蛋白质等使变成比较简单

的物质，便利肠胃道的吸收。当体内消化系统失调，消化液

分泌不足时，服用这一类酶就能够补充和纠正体内消化酶的

不足，恢复正常消化机能。在这一类酶中主要有胃蛋白酶、

胰酶、淀粉酶、纤维素酶、木瓜酶、凝乳酶、无花果酶、菠

萝酶等。 抗炎净创类：这一类酶是目前在治疗上发展最快，

用途最广的一种。这种酶大多数都是蛋白质水解酶，能够分

解发炎部位纤维蛋白的凝结物，消除伤口周围的坏疽、腐肉

和碎屑。其中有些酶能够分解脓液中的核蛋白使成简单的嘌

呤和嘧啶，降低脓液的粘性、达到净洁创口、消除痴皮、排

除脓液抗炎消肿的目的。在这一类酶中，主要有胰蛋白酶、

糜蛋白酶、双链酶，α 一淀粉酶、胰脱氧核糖核酸酶等。给

药的方法有外敷、喷雾、灌注、注射、口服等。它们可以单

独使用，也可以与抗菌素等合用，治疗各种溃疡、炎症、血

肿、脓胸、肺炎、支气管扩张、气喘等症。 血凝和解凝类：

这一类酶都是从血液中提取出来的，有的能促使血液凝固，

有的却能溶解血块。凝血酶的作用是促使血中纤维蛋白元变

成不溶性纤维蛋白,从而促使血液凝固，防止微血管出血。纤

维蛋白溶解酶的作用是溶解血块，为目前临床上最新的一种

酶制品⋯⋯ 治疗血栓静脉炎、冠状动脉栓塞等。 解毒类：这

一类酶的主要作用是解除体内或因注射某种药物产生的一种

有害物质。主要品种有青霉素酶、过氧化氢酶和组织胺酶等

。青霉素酶能够分解青霉素分子中的β一内酰胺环，使变成

青霉噻唑酸，消除因注射青霉素引起的过敏反应。 诊断类：



这一类酶是用作临床上各种生化检查的试剂，帮助临床诊断

。最常用的有葡萄糖氧化酶，β一葡萄糖苷酸酶和尿素酶。

如尿素酶是测定血液中尿素的浓度和尿中尿素的含量的，从

而可检查肾功能。 酶制剂的一般提取方法: 酶的制备一般包

括三个基本步骤，即提取、纯化和结晶（或制剂）。首先将

所需要的酶从原料中引入溶液，此时不可避免地要夹带着一

些杂质，而后再将酶从溶液中选择地分离出来，或者从酶溶

液中选择地除去杂质，最后制成纯净的酶制剂。 1）酶的提

取 胞外酶可以直接进行提取分离；胞内游离存在的“离酶”

以及与颗粒体（如细胞核、线粒体、微粒体、质膜）结合的

“结酶”都有一个破碎细胞过程，“结酶”还有一个转变成

水溶液的问题。因此对酶类的提取要采用多种方法，常用的

细胞破碎法如下： 机械法：如绞碎、刨碎、匀浆、研磨、挤

压或超声波等。研磨时还可加入细砂、石英粉、氧化铝等以

利细胞破碎。 化学法：用盐、碱、表面活性剂、EDTA、丙

酮和正丁醇等可使细胞破碎、颗粒体结构解体，从而把酶释

放出来。例如常将胰脏用数倍量丙酮处理2～3次，制成丙酮

粉供多种酶的提取用；用胆酸盐处理膜结构上的脂蛋白和“

结酶”，使两者形成复合物，并带上静电荷，由于电荷之间

的排斥作用，使膜破裂，达到溶解。 酶解法：用组织自溶或

用溶菌酶、脱氧核糖核酸酶、磷脂酶等降解细胞膜结构，然

后再进行提取。但应知道组织自溶法对某些酶的提取是不利

的，如胰蛋白是以酶原形式纯化后再激活成胰蛋白酶的，若

用自溶法提取，酶原已转成酶，纯化就很困难。而用纯的工

具酶降解法是无此缺点，但成本较高。 冻融法：采用反复冷

冻与融化时由于细胞中形成了冰晶及剩余液体中盐浓度的增



高可以使细胞破裂。 酶的提取溶剂可以用水、一定浓度的乙

醇、乙二醇、丁醇和稀盐溶液、缓冲溶液等；也可以用稀碱

或稀酸溶液，如用稀硫酸提取胰蛋白酶，用稀盐酸提取胃蛋

白酶。溶剂用量一般为原料重量的1～5倍。搅拌可加速提取

，但转速不宜太快，否则会产生泡沫而难以过滤或使酶变性

。多数酶的提取要在50C以下操作，但有的酶在较高温度下提

取更好，如胃蛋白酶在450C提得收率较高，一般可在一5～

＋400C间适当选择。提取液的pH应在酶的稳定pH范围内，

并应远离其等电点的pH为宜，如蛋白酶选用pH2．5～3，0，

胰蛋白酶和α一糜蛋白酶则用0．25 N硫酸提取。若在中性或

碱性提取时，最常用的是0．15 mol/L氯化钠、0.02～0

．05mol/L磷酸缓冲液、0．02-0.05mol/L焦磷酸缓冲液。正丁

醇的亲脂性强，能透入酶的脂质结合物中，又兼有亲水性，

有类似表面活性剂的作用，适用于提取“结酶”。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