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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4/2021_2022__E4_B8_AD_

E8_8D_AF_E5_89_82_E5_c23_564325.htm 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是

科研领域内一项重大成就。目前在生产中系用家畜（牛、羊

、猪）或鱼类之新鲜胰脏以酸性乙醇破坏其胰酶后自胰岛中

获得的一种胰腺内分泌物。 胰岛素的性质如下： 胰岛素为白

色或类白色无定形粉末，易溶于稀酸或稀碱水溶液中，也易

溶于酸性（或碱性）稀醇（80%以下）和稀丙酮水溶液中，

在其他无水有机溶媒中均不溶。在酸性溶液中（如pH3．5）

较稳定，在碱性溶液中极易失活性，其他凡能改变蛋白质结

构的因素如加热（800c以上）、强酸、强碱和蛋白酶等都可

使胰岛素受到破坏。 胰岛索是一种分子量较小的蛋白质激素

，其基本结构单位（单体）分子量近6000，其二聚体分子量

为12，000，由四个多肽键链以六个二硫键相连结而成。其中

含胱氨酸约占12%，胰岛素的生理效能与此种氨基酸中二硫

键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任何一个二硫键断裂都能使胰岛素失

去活力。 因胰岛素属于蛋白质，所以它具有一般蛋白质性质

。近数十年来国内外生产胰岛素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

减压浓缩法”；另一种是“乙醚沉淀法”，即是将酸性乙醇

提取液经过初步提纯后用大量乙醚将胰岛素沉淀下来，然后

制成纤维状胰岛素再精制成结晶。由于以上两种方法均不甚

理想。近年来又在探索新的制备方法，其中以“海藻酸吸附

法”较为成熟，我国亦试制成功，但用于工业生产上，还须

进一步改进。在实际生产中，中国目前仍用“减压浓缩法”

，现将“减压浓缩法”生产胰岛索介绍如下： 提取粗制品： 



将新鲜或冰冻猪胰（牛胰更好）除去结缔组织等杂质，绞碎

成冰胰浆。称重量置提取罐中，加入1．5～2．0倍量的酸性

酒精溶液，使PH为2．5～3．0，醇含量为70%左右，在温度

为13～150C搅拌提取3h,压滤，使浸液尽量滤出。残渣再用上

法提取一次。 合并二次浸出液，放碱化罐中，在10～150C下

加入氨水，使pH达8．2～8，4，拌搅35/min立即压滤，于澄

清的滤液中迅速加入24mol/L硫酸使pH调至2．5～3．0。在0

℃左右放置过夜使酸性杂蛋白沉降，分取清液，真空浓缩

（300C以下），使浓缩液量到原体积1/7～1/9，将浓缩液

在10min之内迅速加温至500G立即用冰冷却至00C，放置3h，

将上层脂肪分离（回收胰岛素），澄清的浓缩液，调pH达2

．5，在20～250C下搅拌加入溶液容积25%的精盐，使全部溶

解，置冷处放置3～4h沉淀，用绢布滤集沉淀，再用无水丙酮

洗涤数次（除去剩余的脂肪和水），300C以下真空干燥得粗

制品。 精制： 称取粗制品用pH2．2的7～10倍量的酸水溶解

，加30%（按酸水容积）冷丙酮，用5mol/LNH 40H调至pH

4.2，再补加所用氨水量的30%冷丙酮。在5℃以下放置过夜，

抽滤，沉淀留用回收胰岛素。取滤液用5mol/LNH4OH调

至pH 6．2～6．4，加入20氯化锌（ZnC12），如pH变偏酸再

调至pH6.0，在冰箱中放置过夜，抽滤，滤液口收胰岛素。滤

饼称重，每克干物约用50ml 20% 枸椽酸溶解。加入固

体ZnC12 0．O8g,加丙酮16m1，搅拌均匀，补加水至100 m1，

调pH 6．0～6．2，放冰箱中48 h以上析出结晶，过滤，滤饼

收取；滤出母液按上条件，在冰箱中放置2～3d,尚可收口部

分结晶。取结晶，用丙酮洗2次，乙醚洗1次，置P205的真空

干燥中干燥，即得成品，测定生物效价。 制剂： 胰岛素口服



能受胃肠消化酶分解而失效，因而必须制成注射液：有胰岛

素注射液、蛋白锌胰岛素注射液、精蛋白锌胰岛素注射液等

。 更多信息请访问：执业药师网校 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

线考试系统 百考试题执业药师加入收藏 特别推荐：2009年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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