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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美辛与牛血清白蛋白结合作用的研究

曹玺珉!杜黎明"

山西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山西 临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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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应用紫外光谱和荧光光谱研究了生理条件下吲哚美辛与牛血清白蛋白的相互作用机理!确定静态

猝灭和非辐射能量转移是导致吲哚美辛对
J/9

荧光猝灭的两大原因"利用荧光猝灭反应求得药物与牛血清

白蛋白之间的结合常数和结合位点数!根据热力学参数确定它们之间的作用力类型!依据能量转移理论计

算二者相互结合时给体
,

受体间的距离和能量转移效率!结合紫外吸收光谱和荧光光谱结果!探讨了吲哚美

辛与牛血清白蛋白的相互作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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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美辛&

:78%D02E61:7

!

I;

'!属非甾体抗消炎药!其

作用机理是通过对环氧合酶的抑制而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

从而对肌体产生解热镇痛及消炎作用"与甾体消炎药相比具

有安全性较好和副反应较小等优点!常被作为评价非甾体抗

炎药物的标准药物"血清白蛋白是血浆中含量最丰富的重要

载体蛋白!它可与许多内源及外源性物质广泛结合"外源性

物质药物进入生物体后!通过血浆的贮存与运输才能到达受

体部位产生药效"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可以控制药物向受体

释放#避免药物迅速代谢而达不到一定的治疗效果"因此研

究药物与血清白蛋白的作用对于了解药物在生物体内的吸

收#转运及代谢进程!阐明生物大分子与药物小分子相互作

用的本质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

"

本文用紫外和荧光光谱法研究了生理条件下吲哚美辛与

牛血清白蛋白&

J/9

'的相互作用!探讨吲哚美辛与
J/9

的作

用机理!测定其荧光猝灭常数#结合常数和结合位点数!证

实吲哚美辛与
J/9

的相互结合作用主要为静态猝灭和非辐

射能量转移过程%通过计算得到给体
,

受体间的结合距离!利

用同步荧光技术考察了吲哚美辛对
J/9

构象的影响!并推

测了吲哚美辛与
J/9

的结合模式"这对进一步研究吲哚美

辛及其衍生物在生物体内的储存#运输及代谢等提供了重要

信息!也为药物合成#临床用药提供了参考"

<

!

实验部分

%$%

!

仪器与试剂

@/,#.J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美国
M03L:7,W&D03

公司'%

a$,!!.<

型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

型超

级恒温器&重庆四达实验仪器厂'"吲哚美辛&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提供'先溶于少量的无水乙醇中!与
J/9

&上海丽

珠东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分别用浓度为
.'<D%&

$

@

A<

!

)

O

"'>.

的
b3:4,OZ&

缓冲溶液&内含有
.'<D%&

$

@

A<

(6Z&

维持

体系的离子强度'配成
#p<.

A#

D%&

$

@

A<的溶液!使用时逐

级稀释"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均为二次亚沸蒸馏

水"

%$7

!

实验方法

在
<.D@

容量瓶中加入
#p<.

A#

D%&

$

@

A<的吲哚美辛

溶液
!'.D@

!取适量的
J/9

溶液!用缓冲溶液定容!配制

系列不同
J/9

浓度的
J/9

,吲哚美辛混合溶液!以相应浓度

的
J/9

为参比测定吲哚美辛的紫外吸收光谱"

移取
#p<.

A#

D%&

$

@

A<的牛血清白蛋白溶液
<'.D@

于

<.D@

比色管中!分别加入一定量的
#p<.

A#

D%&

$

@

A<的吲

哚美辛溶液!用缓冲溶液定容至刻度后摇匀"放置
.'#E

!然

后置于
<1D

荧光比色皿中!固定荧光激发波长为
!*.7D

!

入射和出射狭缝均为
!'#7D

!扫描其荧光光谱并测量其荧

光强度"



!

!

结果与讨论

7$%

!

吲哚美辛与
R&L

结合的紫外吸收光谱

固定吲哚美辛浓度不变!改变
J/9

的浓度!以相应浓度

的
J/9

为参比!测量混合溶液的吸收光谱!可得到吲哚美辛

与
J/9

结合后的紫外吸收差示光谱图&见图
<

'"从图
<

可

见!在
)

O"'>.

的
b3:4,OZ&

缓冲溶液中吲哚美辛的紫外吸

收光谱有三个吸收带!分别为
!..

"

!>.7D

的强吸收带#

!>.

"

+..7D

的中强吸收带#

+..

"

+*.7D

的弱吸收带"随

着
J/9

浓度的增大!位于
!..

"

!>.7D

的吸收带发生了显

著变化!

!.-7D

附近的强吸收峰明显降低!

!>.

"

+..7D

的

吸收带在强度降低的同时最大吸收峰蓝移!而
+..

"

+*.7D

的吸收带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什么变化"当吲哚美辛和
J/9

的摩尔比大于
<

后!

!--7D

的吸收峰逐渐消失!最大吸收峰

移到
!#.7D

处!其他两个吸收带的峰位和峰形没有明显变

化"这说明吲哚美辛与
J/9

发生了相互作用!使吲哚美辛的

,

电子共轭体系的能级发生了明显变化!即吲哚美辛与
J/9

间形成了配合物!引起了吲哚美辛紫外吸收光谱的变化"由

于基态配合物的生成!可以初步判断吲哚美辛对
J/9

的荧

光猝灭应为静态猝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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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吲哚美辛与
R&L

结合的荧光光谱及荧光猝灭类型

蛋白质分子中的色氨酸&

b3

)

'#酪氨酸&

b

5

3

'和苯丙氨酸

&

ME0

'残基能吸收紫外光!发射荧光!所以蛋白质具有内源

荧光"蛋白质的内源荧光主要是
b3

)

和
b

5

3

残基所发射的!

J/9

含有
<C

个
b

5

3

残基!两个
b3

)

残基分别在
<+>

及
!<!

位"固定
J/9

的量!随着吲哚美辛浓度的增大!

J/9

的内源

荧光强度有规律地降低!且发射峰峰位及峰形基本不变!说

明吲哚美辛对
J/9

的荧光有猝灭作用&如图
!

所示'"在
!*.

7D

的激发波长下!吲哚美辛本身无荧光!因此可以忽略.内

滤光效应/的干扰问题"

!!

在荧光发射过程中!部分荧光体通过和其他粒子碰撞而

失去激发能称为荧光猝灭"导致荧光猝灭的因素很多!主要

包括激发态反应#能量转移#生成配合物和碰撞猝灭等!碰撞

猝灭又称为动态猝灭!静态猝灭是由于生成配合物而引起的

荧光猝灭"区别荧光猝灭是动态猝灭还是静态猝灭!一是看

相互作用物质间是否形成基态配合物!二是依据荧光猝灭常

数随温度的变化关系来确定"分别测定
<"K

和
+"K

温度下

实验体系的荧光光谱随吲哚美辛浓度的变化情况!绘制不同

温度下
J/9

的
/2037,$%&D03

图)

>

*

&见图
+

'"可以看出曲线有

良好的线性关系!且随着温度的升高曲线的斜率降低!即吲

哚美辛对
J/9

的荧光猝灭常数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荧光

猝灭是由于二者之间形成基态配合物所引起!结合
!'<

节吲

哚美辛和
J/9

相互作用形成基态配合物的紫外吸收光谱实

验结果!说明该荧光猝灭过程为静态猝灭"根据
/2037,

$%&D03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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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其中!

$

c

为双分子猝灭过程速率常数!

$

4S

为
/2037,$%&D03

动态猝灭常数!

'.

为猝灭体不存在时荧光分子的平均寿命!

)

N

*为猝灭剂浓度'!生物大分子的荧光寿命
'.

约为

<.

A*

4

)

#

*

!从猝灭曲线的斜率得到
$

4S

!由
$

4S

Q$

c

'.

求得吲

哚美辛对
J/9

荧光猝灭过程的速率常数(

&Q<"K

!

$

c

Q

<'.#p<.

<+

@

$

D%&

A<

$

4

A<

%

&Q+"K

!

$

c

Q*'C<p<.

<!

@

$

D%&

A<

$

4

A<

"各类猝灭剂对生物大分子的最大扩散碰撞猝灭

&动态猝灭'速率常数为
!'.p<.

<.

@

$

D%&

A<

$

4

A<

)

-

*

!而吲哚

美辛对
J/9

荧光猝灭过程速率常数远远大于扩散控制的

$

c

!所以进一步证实(吲哚美辛对
J/9

的荧光猝灭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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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配合物所引起的静态猝灭"

7$>

!

吲哚美辛与
R&L

的结合常数和结合位点数

对于静态猝灭过程!可按静态猝灭公式)

"

!

*

*

&

?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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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9G

)&

?

)

N

*

处理实验数据!以
&

?

&

-

.

A-

',

-

对
&

?

)

N

*作图可得一直线!

由直线的截距和斜率即可确定结合常数
$

9

和结合位点数
)

"

将
<"

和
+"K

温度下实验体系的测量数据用静态猝灭公

式处理!分别得到
<"

和
+"K

两个温度下的线性方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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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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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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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N

*

G

#'"#>

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CC"C

和
.'CC"-

"由直线的截距和斜

率求得两个温度下吲哚美辛和
J/9

作用的结合常数
$

9

和

结合位点数
)

的值列于表
<

"吲哚美辛与
J/9

相互作用时具

有一个结合位点!它们的结合常数较大!而温度对吲哚美辛

与
J/9

的结合常数影响不大!吲哚美辛与
J/9

之间有较强

的结合力"

7$D

!

吲哚美辛与
R&L

的主要作用力类型

药物小分子与生物大分子的作用力类型包括氢键#范德

华力#静电引力#疏水作用力等)

C

!

<.

*

!药物不同!与
J/9

作用

力的类型也不相同"在温度变化范围不大时!若将吲哚美辛

与
J/9

之间的作用过程的焓变
-

T

作为一个不随温度改变

的常数!依据热力学参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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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6(&7$

根据
<"

和
+"K

两个温度下的结合常数可以计算出吲哚美辛

与
J/9

相互作用的热力学函数值!结果列于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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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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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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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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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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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A<

$

R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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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C- A<>'-! A+!'*C -+'.

+"

#'-*p<.

#

<'<"> A<>'-! A+>'<# -+'.

!!

_%44

)

<.

*等根据大量的实验结果!总结了判断生物大分

子与小分子结合作用力类型及生物大分子自身作用力类型的

热力学规律!

-

@

1

.

可能是疏水和静电作用力%

-

T

0

.

或较

小!

-

@

1

.

为静电作用力%

-

T

%

.

时静电作用力为主要作用

力"因此可以认为该体系中吲哚美辛与
J/9

之间的作用力

以静电引力为主!疏水作用力也存在"

7$F

!

吲哚美辛在
R&L

上的结合位置

根据
Ui34203

的偶极
,

偶极无辐射能量转移理论!当两种

化合物分子满足以下条件时!将发生非辐射能量转移(&

<

'

供能体发荧光%&

!

'供能体的荧光发射与受能体的吸收光谱

有足够的重叠%&

+

'供能体与受能体足够接近!最大距离不

超过
"7D

"能量转移效率与给体和受体间的距离
>

及临界能

量转移距离
6

.

有关!且给体与受体间能量转移效率
!

为(

!

#

6

-

.

,&

6

-

.G

>

-

' &

<

'

!!

其中
6

.

是转移效率为
#.N

时的临界距离"

6

. #

*'*

R

<.

E

!#

$

!

)

E

>

2

<

&

!

'

!!

其中
$

!为偶极空间取向因子!

)

为界质的折射指数!

2

为给体的荧光量子产率!

<

为给体的荧光发射光谱与受体的

吸收光谱间的光谱重叠积分(

<

#3

-

&

%

'

1

&

%

'

%

>

-%

,&

3

-

&

%

'

-%

' &

+

'

其中
-

&

%

'为荧光给体在波长
%

处的荧光强度!

1

&

%

'为受体在

波长
%

处的摩尔吸光系数!能量转移效率
!

又可由下式求

出(

!

#

<

E

-

,

-

.

&

>

'

!!

由&

<

'

"

&

>

'式可计算出
6

.

和
>

"

药物与蛋白质的物质的量为
<m<

时
J/9

的荧光光谱和

吲哚美辛的吸收光谱见图
>

!二者有一定程度的重叠"用矩

形分割法对该图中光谱重叠部分的面积求和!求得重叠积分

<Q"'C<p<.

A<#

1D

+

$

@

$

D%&

A<

"在实验条件下!取向因子

取给体
,

受体各向随机分布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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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荧光主要来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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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色氨酸残基!量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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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各量

代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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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临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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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验数据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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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得能量转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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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式&

<

'得到吲哚美辛与

J/9

荧光残基间的距离
>Q!'"-7D

!小于
"7D

!符合非辐

射能量转移的条件!所以吲哚美辛与
J/9

间存在非辐射能

量转移!并且结合距离
>

大于能量转移效率为
#.N

时的临界

距离
6

.

!说明非辐射能量转移引起荧光猝灭的概率比静态

猝灭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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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美辛对
R&L

构象的影响

使激发波长和发射波长的间距固定为
-%

!同步扫描激

发和发射单色器可得到同步荧光光谱"蛋白质的同步荧光光

谱已被用来判断蛋白质的构象变化"对于蛋白质的同步荧光

光谱!

-%

Q<#7D

时只表现出酪氨酸残基的荧光!

-%

Q-.

7D

时仅表现出色氨酸残基的荧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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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氨基酸残基的最

大荧光波长与其所处环境的疏水性有关!所以由荧光波长的

改变可判断蛋白质构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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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
J/9

浓度而逐渐增大吲哚美辛的浓度!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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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

和
-%

Q-.7D

时的同步荧光光谱&见图
#

'"发现酪氨

酸残基的最大发射波长保持不变!而色氨酸残基的最大发射

波长明显红移!从
!*#7D

红移至
!C-7D

"表明吲哚美辛的

加入使
J/9

的构象发生变化!色氨酸残基所处环境的疏水

性降低!

J/9

内部的疏水结构有所瓦解!肽链的伸展程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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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美辛与
R&L

结合模式的分析

血清白蛋白的空间结构由
+

个结构域组成!每个结构域

又由
!

个亚结构域以槽口相对的方式形成圆筒状结构!几乎

所有疏水性氨基酸残基都包埋在圆筒内部!构成疏水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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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血清白蛋白的结合受药物分子疏水性的影响!脂溶性

的药物容易进入疏水腔与蛋白质形成分子缔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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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

美辛的脂溶性强!容易进入
J/9

的疏水腔与疏水性氨基酸

残基相互作用!使色氨酸残基疏水性降低!蛋白质的构象发

生变化"在血清白蛋白分子中!有
!

个药物分子的主要结合

位点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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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20

+

!它们分别位于分子的
+

9

和
&

9

亚结

构域!在
4:20

$

结合的药物通常是电荷位于分子中央的环状

结构的阴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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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电荷位于分子末端的链状分子!如脂肪

酸等通常结合在
4:20

+

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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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吲哚美辛是吲哚类衍生物!

吲哚环及
(

上的氯苯甲酰基使分子中产生大的共轭体系&见

图
-

'!电荷分布在共轭体系的环上!从实验结果看!吲哚美

辛在
J/9

上只有一个结合位点!它结合在
4:20

$

位点的可

能性较大"用差光谱技术检测相互作用后的
J/9

谱图!吲哚

美辛仅能使
J/9

在
!!.7D

处的吸收峰强度产生微弱降低!

而对于吲哚美辛分子!两者相互作用后其差示谱图的变化非

常显著!药物与蛋白质的浓度比大于
<

后吲哚美辛差谱比较

相似!说明它们的结合基本平衡!

<

个
J/9

分子结合了
<

个

吲哚美辛分子!与荧光光谱的实验结果相符"当药物与蛋白

质的浓度比大于
<

时!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荧光猝灭还在

持续加强!说明药物除了在
4:20

$

结合位点与蛋白质进行特

征结合外!还与蛋白质表面的其他官能团发生相互作用!引

起蛋白质荧光的持续猝灭"

J/9

的
!

个药物主要结合位点是

在蛋白质分子中疏水性氨基酸残基通过疏水作用聚集在一起

构成的疏水腔内!在疏水腔的入口处主要是一些带电荷的氨

基酸残基!吲哚美辛分子通过静电引力靠近疏水腔!并因为

吲哚环#苯环的疏水性以疏水作用力与疏水腔中的氨基酸残

基发生相互作用!作用结果不但阻止了酪氨酸残基与色氨酸

残基间的能量转移!而且使色氨酸残基与吲哚美辛分子间产

生非辐射能量转移!从而猝灭
J/9

的内源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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