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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l-／5．9与 7．0时 的结果 在 pH5．9和 

7．0时(见表 1、图 2)，大脑、小脑、中脑、脑桥、 

延髓、脊髓、视神经中均检出一条 94ku酶带，并 

在大脑、延髓 和视神经 中还检 出一条 86ku酶 

带。在坐骨神经中检出 94、86、64、49和 25ku 

五条酶带。其中．94ku的中性 蛋白水解酶普遍 

存在于神经系统各器官中。中枢神经系统中． 

蛋白水解酶种类较少，活性也较弱，而在周围神 

经系统中，尤其是在坐骨神经 中，酶带较 多，活 

性也较强。 

2．3 pH0．5时的结果 在 pill0．5时(见图 

3)，仅在坐骨神经中检出 86、49和 25ku三条酶 

带 

3 讨 论 

本文所采用的活性 电泳方法是一种专 门显 

示蛋白水解酶的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聚丙烯 

酰胺凝胶里共聚有易被蛋白水解酶降解的明胶 

(如果甩 马斯亮蓝 R250染色，整个胶板被染 

成蓝色)。在活性电泳过程 中，SDS与蛋 白水解 

酶结片而使酶发生可逆变性，电泳完毕后，可用 

非离子去垢剂(如 Triton X-lOO)洗去与蛋白水 

解酶结合的 SDS，凝胶板里的蛋 白水解酶可恢 

复活性。因此凝胶板在孵育液 里保温期 间，蛋 

白水解酶可把相应位置的明胶消化掉，从而不 

能再被考马斯亮蓝 R250着色而成为无色透亮 

区域 区域的位置可反映蛋白水解酶的相对分 

子量，区域的大小和透光度代表酶活性的强弱。 

分析结果表明：神经系统中蛋白水解酶的 

种类较少，活性也较弱，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中 

大脑、中脑、小脑、脑桥、延髓和脊髓等部位。而 

在坐骨神经中．检测到了两种活性较强的中性 

和碱性蛋白水解酶．它们的分子量分别为 86ku 

和 25ku。坐骨神经中蛋白水解酶活性较强，符 

合蛋 白水解酶与轴 突的延伸、运动和再生有关 

的研 究结果 l。 

在神经系统 中，发现各部分组织器官均具 

有 31、30和 29ku三种酸性蛋白水解酶．它们在 

中性和碱性条件下不表现活性，在猕猴生殖、泌 

尿、免疫等系统中也有相 同发现 J，这一结果 

与文献报道的酸性溶酶体蛋白酶一致【2 J，故可 

认为这三种酶是酸性溶酶体蛋 白酶，并在猕猴 

各器官 中普遍存在，说明它们对器官执行生理 

功能的重要性。此外还发现，94ku的中性蛋白 

水解酶普通存在于神经系统各器官中，它在神 

经系统中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通过对太行山猕猴神经系统蛋白水懈酶的 

研究．得到 了一套较完整的蛋白水解酶分布及 

活性的基础数据，对诊 断治疗某些疾病有重要 

的I临床实践意义，还为研究神经系统的发育、分 

化、应激反应等奠定基础。 

在蛋白水解酶复性 的过程中．孵育液的 pH 

值和所含的化学成分可影响酶 的活性．可通过 

调节孵育液的化学成分，如加入酶的特异性底 

物、活化因子或抑制 因子等来进一步研 究这些 

酶的种类、性质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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