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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3．2 组织水解液钙含量测定 取背角无 齿 

蚌外套膜外表皮组织和培养1 5天的白色组织块 

各 1克 ，用 0．56％NaC1溶液洗三次，加 6tool／L 

HC1溶液 1 0ml，11 O℃ 封管水解 24小时 ，开 

管后蒸干并用 O．56弦NacI溶液定容至 5Oral。 

用美国 Jarrell—Ash 公 司 ICAP 9000(N+ 

M)型光谱仪测定钙台量。 

l-2．4 碱性磷酸酶 (AKP)活 性 测 定 AKP 

的纯化及活性测定参考 Mckenna等 的 方 法 

并略加修改：分 6取背角无齿蚌外套膜外侧及 

随侧，以及培养组织，用冷蒸馏水漂洗后剪碎， 

按 1：3(w／v)加人预冷的 0．05 mol／L Tris— 

Ha 缓冲液 (pH7．5，台 0．1mol／L NaC1)，匀 

浆，匀浆液加人预冷的正丁醇 2O％ (V／V)，以 

3000 r／min 离心 1 5分钟后得到粗提取液，再 

用硫酸铵盐析，取 0．4—0．7饱和度沉淀部分，溶 

解透析后经 Sephadex G一10O 柱 (1．5× 100 

cm)层析，用 0．05 mol／L Tris—HC1缓冲液 

(pH 7 5)洗脱，流速 t 8 ml／d,时，收集有活力 

部分以磷酸苯二钠为底物测其酶活，每 1 5分钟 

生成 1 0赦克酚为 1个活力单位。 

蛋 白质浓度按 Lowry 法 测定。 

组织培养及测定工作从 89年 3月至 92年 

5月，共培养 10批。 氨基酸、牛磺酸及钙台量 

各测定 3批，碱性磷酸酶活性测定 4批。 各取 

其平均值。 

2 结 果 

2．1 氨基酸含量 

测定了背角无齿蚌的空白培养液及培养 5 

天的培养液中氨基酸含量，结果见表 1。 

2．2 牛磺酸含量 

表 l 空 白培井液与 5天后培井液 中氯基酸吉■比较 (~Lmol／t．) 

相对增加量 氨基醒种类 

一 j 空白培养液 5天后培养旅 相差值 (％) 
丙氢 酸 1 J65·72 1063．63 B9 7，81 541．76 

善 氢酸 2o1．1O 837．40 636．30 316．56 

赖氢酸 12 B．78 2 95．71) 166．92 129．62 

苏氨酸 156．50 319．11 162．61 1o3．9O 

丝氨酸 18B-80 367．36 178．56 94．5S 

甘氨 酸 I{3，40 274．06 130．66 9I I2 

组 氨酸 114．91 154．20 69．29 8I．60 

天门冬氨酸 18o，50 327．17 146．67 8I，26 

绸 氨酸 196-3B 30 9 92 1I 3．5 57．82 

甲硫 氨酸 61-66 93．70 32 04 5I．96 

精 氢酸 2O7-68 303．42 95．7● 46．1O 

亮氨酸 3211．56 417．20 8B．6,1 26．98 

胱 氨酸 132．84 159，lO 26，：6 19．7 7 

异 亮氨 酸 183．44 214．50 3I．04 I6．92 

表 2 培葬组织与未培葬组织培井液中的牛磺酸吉■ (~mofft．) 

背角 无齿蛄 三 角 蚌 褶 垃冠 蚌 
结 果 未 培养 

5天 1o天 I 5天 5天 Io天 l5天 5无 1O天 15天 

洳定 值 I{．53 45．27 52．43 69．22 I 5．37 I 9．27 2I．54 21．56 26．O4 2B．62 

增 加 值 3o．7{ 37．9o 54．69 o．84 ．74 7．o1 7．O3 l1．5O I4．o 9 

相 对增 加量 211
． 6o 26o．84 376．39 5．78 32．62 4 B．25 48．38 79．22 96．97 (％ )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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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质 淡水珠和海水珠相似，台碳酸钙91．7弼 o 

外套膜具有三个突起：生壳突起、感觉突起和 

缘膜突起，一般认为生壳突起分泌贝壳最外层 

的黑褐色角质层，生壳突起以内向壳顶方向的 
一 小部分上皮细胞分泌石灰质的、无光泽的棱 

柱层 。在离体培养下，形成贝壳素的黑褐色 

组织和形成珍珠质的白色组织其 钙 台 量均 增 

加，具有富集钙的能力。由表 3可见，分泌珍珠 

质的白色组织的匀浆液和水解液钙含量分别增 

加 111 0瞄 和 87．3％，说明在组织培养中，细胞 

的钙质代谢是十分旺盛的。 

3．4 碱性磷酸酶是一种具有低专一性的膜 酶 ， 

崔纽胞内不仅与多种物质代谢的调节控制相 

关 ，而且参与钙磷代谢 ，维持细胞内适宜的钙磷 

比例。在贝类 ，Beedham“ 和 Kado“ 指出， 

碱性磷酸酶与蛋白质的分泌有关。从铡定外套 

膜发其不同部位和外套膜培养组织的该酶活性 

来看，培养组织的比活及相对活力均接近于整 

个外套膜 (表 4)，说明在培养过程中细胞仍进 

行着正常的钙磷代谢和蛋白质分泌活动。 

综上所述，从培养组织几种生亿成分的分 

析表明，河蚌外套膜分泌珍珠质的细跑在体外 

适宜的条件下进行培养，能利用培养液中供给 

的营养成分，合成珍珠药用的有效成分之一的 

牛磺酸及珍珠中所含的各种氨基酸，同时还能 

富集培养液中的钙，以用于珍珠质的形成。从 

培养液的氢基酸含量及培养组织碱性磷酸酶的 

活性测定，表明培养细胞具有旺盛的蛋白质合 

成和分泌活动。这些结果可能为利用组织培养 

技术来生产药用珍珠质提供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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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LYSIS 0N SEVERA L BIoCHEMICAL CoMP0NENT 

OF THE CULTURED TISSUE OF FRESH W ATER OYSTER 

ZHANG Hongyuan SHI Anjlng LIU Kewu GONG Youbin LUO Shengqing 

(DtparJmtn：。，Biol妇y．S；c~uan U．~versity，Chtngdu 610064) 

ABSTPA CT Content analyses were made f0r amin0 acid
．
taurine． and calcium which 

are existed in the cultured tissue and cultured solution of the mantle of fresh water 

oyster(Hyriopsis cumiugii Lea，Crlstaria plicata Leach，Anodon ga woodiana Lea)．These 

components can be seen in nature pearls，The contents of Alanine and Glycine were higher 

in the culture solution than in the control culture solution by 541％ and 91％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s of taurine in the culture solution with three fresh Wtater oysters were found 

to increase 5．78％ to 300％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one．calcium in the cultured tissues 
WaS increased about 1 time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solution tOO． The specific and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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