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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反相悬浮聚合法制备了甲基丙烯酸羟乙酯(HEMA)与N-乙烯基吡咯烷酮(NVP)的交联共聚微球HEMA/NVP, 然后

采用“接出”法, 实施了甲基丙烯酸(MAA)在交联微球表面的接枝聚合, 制得了接枝微球PMAA-HEMA/NVP. 以溶菌

酶(LYZ)为模型碱性蛋白, 深入研究了接枝微球PMAA-HEMA/NVP对碱性蛋白的吸附性能与吸附机理. 测定了微球

PMAA-HEMA/NVP的zeta电位, 考察了PMAA接枝度、介质pH值及离子强度等因素对体系吸附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

明, 在较大的pH范围内, 接枝微球PMAA-HEMA/NVP的zeta电位为绝对值较大的负值, 即其表面携带有高密度的负

电荷. 在强静电相互作用的驱动下, 接枝微球PMAA-HEMA/NVP对溶菌酶表现出很强的吸附能力. 随介质pH值的增

高, 接枝微球对溶菌酶的吸附容量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在与溶菌酶等电点接近的pH值处(pH=9), 具有最

大的吸附容量(90 mg·g-1); 离子强度对接枝微球的吸附能力也有较大的影响, 当pH<9时, 溶菌酶吸附容量随NaCl
浓度的增高而减小; 当pH>9时, 吸附容量随NaCl浓度的增高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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