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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属硫蛋白(Metallothionein，MT)是一类能够调节必需金属

代谢和重金属解毒的金属蛋白质，它对金属离子的捕获，释放和转
移行为都是动态的细胞过程。实时监测这一系列过程中蛋白质的结

构变化对研究这类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的生物

学意义。

本文我们引入扫描电化学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chemical

Microscopy，SECM)．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PR)联用技术，实时研究了表面固定的硫蛋白与Cu2+

的相互作用过程。结果表明，这一新型联用技术不仅能够控制金属

键合的程度，还能检测硫蛋白与金属离子的结合情况以及相关动力

学过程。本文对脱金属硫蛋白(apo．metallothionein，apo-MT)捕获

Cu2+以及MT释放Cu2+的分步过程进行了解释，说明了三个稳态结

构所包含的不同金属离子个数5、9、12，并对结合过程进行了动力

学分析。另外，由于在固体电极上原始状态下的MT的伏安信号通

常不明显，因此，本文的研究使这一联用技术的应用范围也得到了

拓展，即可对不具电化学活性的蛋白质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这一研究模型应用到检测apo．MT与H92+

的结合作用。实验测得apo．MT对H92+的饱和结合数为18；当H92+

的量为apo．MT的120倍时，MT结构遭到破坏。

关键词：扫描电化学显微镜一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联用技术，金属

硫蛋白，铜离子，汞离子，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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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llothioneins are a class of metalloproteins tha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ssential metal regulation and heavy metal

detoxification．The activity of metal ion sequestration，release，and

transfer by MTs ale dynamic cellular processes．Detecting the structure

changes during the dynamic processes is of immense biological

imoortance for unraveling the protein structure／function relationship．

However,many traditional techniques monitoring changes either in

solution or in the solid state are not amenable for studies of rapid

functional and dynamic changes of proteins at the solid／liquid interface．

Furthermore．there are certain inherent limitations．

、Ⅳe describe herein the real．time SECM—SPR detec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opper ion and surface．confined MT．It is shown

that not only did the couple technique enable US to control the extent of

metal binding，but also allowed the binding stoichiometry and dynamics
to be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d．It reveals that copper ion sequestration

by apo—MT and copper ion release by MT are both stepwise processes，

leading to three stable structures containing different numbers of metal

ions，which are Cu5-MT，Cu9-MT，CUl2一MT，respectively．Since MTs in

their native structure generally do not exhibit well—defined

voltammograms at solid electrodes，our work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SECN卜-sPR from studies of redox proteins to proteins that do not

undergo facile electron transfer reactions．

After this，the research approach is applied to detect the process of

mercury sequestration by apo．MT．It shows that MT reaches the

satuation state，when the molar ratio of Hg'+／MT iS up to 1 8．When the

ratio is beyond 1 20，the structures／compositions of MT turn out to be

destroyed．

KEY WORDS：．SECM-SPR metallothionein，copper ion，mercury ion，

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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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联用分析技术是当前仪器分析的重要发展方向，它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汇

集了各自的优点、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从而更好的完成试样的分析任务。在表面

分析方面，扫描电化学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chemical Microscopy，SECM)

和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PR)都是较为成熟的分

析技术，他们各自在生物、化学、医学、制药等领域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是

表面微区检测强有力的工具。迄今为止，它们曾分别与多种分析技术相结合。

就SECM而言，它在开始应用的阶段，就已经与多种表面分析技术联用，

用于研究氧化还原诱导的表面反应、吸附剂的性质以及所选技术的性能评估【l-9]，

如SECM一石英晶体微天平【1，3，41、SECM-电化学发光【21和SECM．光学显微镜【51、

SECM．光电化学显微镜[10j、SECM．原子力显微镜【6】、SECM-电化学隧道显微镜【11】

和SECM．微电极电位测定法【9】等。推动这种联用技术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在获得电

化学信息的同时需要对界面现象进行寻址，以及实现SECM探针电极在诱导局

部反应并可控地制造微型表面图样方面的普适性的需求【12】。

近年来，与SPR相关的联用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如流动注射．SPR【13】、近红

外SPR成像技术【141、SPR．荧光光谱法【15】、SPR-石英晶体微天平【161、电化学

(Electrochemistry，EC)．SPR【171、SPR-质谱【18】等。其中，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

振技术与电化学相结合(EC．SPR)为探测吸附物的光学与电学特性提供了可行

的途径，并为定量分析伴随氧化还原反应发生的超薄薄膜的厚度变化提供了灵敏

的检测方法。然而，在经典电化学-SPR实验中，施加在SPR基底表面的电位会

改变基底电子密度并造成SPR共振角位秽102,103】。

SECM-SPR新型联用技术【121的建立正是为了避免在SPR基底施加电位而引

起电子密度或SPR共振角位移变化，而利用SECM电化学技术诱导基底表面的

局部反应，使这一联用技术能够避免某些表面参数发生变化，从而使数据分析简

化。

1．1扫描电化学显微镜．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联用技术

扫描电化学显微镜一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SECM．SPR)作为一种新型表

面分析联用技术【121，利用了SECM的微米级空间分辨率、表面电化学活性测量

等功能和SPR的亚埃米级厚度检测限的优点，同时弥补了SECM灵敏度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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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表面吸附的分子构型变化信息，以及EC．SPR的金属基底电场变化对等离

子体激元密度影响等方面的不足，将溶液中微区选择性诱导和表面高灵敏检测相

结合，从而实现高选择、原位、动态的现场研究。

1．1．1 联用技术的发展概况

电化学．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EC．sPR)是电极／溶液界面实时表征和处理

的有力工具【19。211自1980年Gordon等人‘19】揭示了在电解质溶液中银／电解质溶液

界面上的SP共振与电极电位呈函数关系，并讨论了影响共振位移的影响因素以

来，SPR技术在界面电化学领域的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十年，很

多研究组对EC—SPR技术应用更为深入。

董绍俊院士的研究组以SPR传感片上的金膜作为电化学测定的膜电极，将

SPR技术与循环伏安、电化学阻抗联用，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发生在电极表面的及

其附近的化学和物理过程，在表征表面的氧化还原过程、单层及双层膜的形成、

物质沉积和吸附、离子的检测等表面过程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22。24】，并分别对聚

苯胺的电化学聚合行为、聚苯胺膜在电化学氧化还原过程中膜的溶胀／收缩行为

以及阴离子的掺杂／去掺杂行为原位地进行了详细的考察[24，251。此后，他们又通

过还原溶解氧，以原位电生成媒介物H202作为氧化剂，在金电极表面阴极合成

的聚苯胺膜，并且利用SPR检测多晶金电极和金电极基底上聚苯胺膜的平均增

长速率。结果显示此种方法制得的膜厚易于控制在分子水平，有潜力应用到纳米

元件领域【261。该课题组还利用EC．SPR探索了金电极表面上导电聚合物聚吡咯膜

的电化学合成【1041。

最近，他们将EC—SPR技术应用在生物分子领埘271。王建龙等应用EC．SPR

技术，通过在金膜上催化沉积金属离子检测小生物分子。由于抗坏血酸的浓度可

以影响在金膜上银的沉积量，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SPR信号增强，并且沉积在

金膜上的银可以通过溶出实现SPR传感表面再生，因此，为电化学方法检测抗

坏血酸浓度提供了可行性【281。在DNA方面，研究了复合物膜(带负电的小牛胸

腺双链DNA和带正电的Zr4+离子交替多层组装膜)和血红素蛋白细胞色素C间

的相互作用f29】，考察了电场激发多层膜(层层组装DNA和Zr4+的膜)的分解。

通过控制施加电位来控制膜分解速率，从而实现可控的释放DNA，并能够保证

连续电化学释放出的DNA仍然具有完整性和基因转染活性【27】。

1wasaki等利用EC—SPR技术表征了膜电极表面发生的表面反应【30。321。磷酸

盐电介质溶液中的探针离子Fe(CN)63-／4-在金电极表面的氧化还原过程可以通过

循环伏安和SPR进行表征【311，由于探针离子的氧化还原导致分子的电子结构的

变化，在电子传输过程中导致金电极表面的介电常数的变化，因此引起．SPR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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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改变，SPR信号对时间的导数与电流变化相关。在使用低浓度的Fc(CN)63-／4"

时，在电极表面吸附的磷酸盐离子被探针离子替代的过程可以从SPR图谱上观

察到。在使用高浓度的Fe(CN)63-／4-[孓J-，SPR信号的变化反映的是Fe(c№63摊的氧

化还原态的不同导致的折射率的变化。在持续的进行电压扫描的情况下，SPR信

号相对于电压的变化的图谱完全改变了，而循环伏安曲线没有变化，SPR信号表

明电极表面形成了～层膜，但是电化学数据显示这层膜并不影响电子的传输反

应。另外，1wasald等将辣根过氧化物酶(HRP)．锇(os)．聚乙烯吡啶修饰电极用

于固定葡萄糖氧化酶，采用电化学／SPR技术研究了HRP对葡萄糖氧化酶电活性

的影响，并将此电极用于葡萄糖的检测【321。

Baba等建立电化学方法与原位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ectroscopy，SPRS)和表面等离子体场增强光散射(surface plasmon

field．enhanced li#t scattering，SPFELS)的联用技术。由于基底施加循环的电位

会导致基底上发生苯胺的电聚合，随着聚苯胺膜的形貌变化膜的介电常数和膜厚

发生变化，产生明显的电子震荡，因此可利用SPRS和SPFELS检测苯胺的电聚

合过程和随后形成聚苯胺膜的掺杂去掺杂过程，同时由循环伏安法获得苯胺的电

聚合信息，实现金电极上聚苯胺膜的光学和电化学性质的同时获得【105]。此后，

Baba等利用EC．SPRS／SPFELS技术同时检测了层层自组装导电超薄聚合物膜的

光学和电化学性质。以聚苯胺和磺化聚苯胺分别为导电层层自组装膜的聚阳离子

和聚阴离子。由EC—SPRS／SPFELS监测在不同聚苯胺／磺化聚苯胺膜厚情况下掺

杂／去掺杂过程，获得了聚苯胺／磺化聚苯胺层层自组装薄膜不同膜厚对应的介电

常数和同时发生的形貌变化的原位信，息【33】。2003年，Baba等又利用EC．SPR研

究了苯胺或聚(3，4．乙烯基二羟基噻吩PEDOT)的聚合作用中阴离子掺杂／去掺

杂过程，膜沉积作用和电致变色性质，精确地确定了不同掺杂程度下导电聚合物

超薄膜的复杂的介电常数和光学传导率【17】。还比较了在裸金电极上和表面修饰十

八烷基硫醇(octadecancthiol，oDT)SAM的金电极上电聚合生成聚吡咯的过程，

说明了裸金电极上吡咯电聚合过程需要金电极和吡咯单体间的电子转移来实现，

而ODT SAM修饰的金电极中，由于ODT SAM是一层绝缘层，吡咯的电聚合受

到阻碍【2l】。

此外，在电聚合方面，Gu等应用EC．SPR波谱研究金膜上的聚(4．硝基．1，

2．苯二胺)的电聚合过程及其氧化还原态的变迁【341。Wang等也应用了此联用技

术检测膜掺杂和去掺杂时电聚合和离子捕获过程中，聚合物膜厚变化引起的反射

率改变【35】。Taranckar等应用EC．SPR研究了共聚作用电化学光学性质【36】。

在酶化学方面，Schlereth等应用EC—SPR研究了表面固定的酶的电化学催化

行为【371。Raitman,O．A．等【431和Tian,S．等【38】应用在沉积聚合物的电聚合过程或阴

3



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绪论

离子掺杂／除杂过程中对电致变色性质的膨胀和收缩行为的原位检测技术，整合

氧化还原酶和导电聚合物作为生物电催化膜，拓展了生物传感器的种类。

Simonian等研制了一种纳米复合材料薄膜的静电组装方法。采用EC—SPR实

时检测传感元件的组装并原位的电化学检验酶加入到多层膜(由金属有机电子交

换聚合物(RP)和氧化还原酶、葡萄糖氧化酶(GOX)、乳酸氧化酶(LOX)

和丙酮酸氧化酶(PYX)交替铺层制得)纳米结构上时基底电流的变化，说明了

酶的活性和在氧化还原聚合物和酶之间的电子迁移【391。Tang等基于酶生物催化

沉淀物放大抗体一抗原相互作用，制备了抗体．抗原一碱性磷酸酶(AP)标记的二

级抗体三明治结构，将酶生物催化产品沉积在免疫传感器电极表面，用SPR放

大信号检测共振角位移和Fe(CN)163-／4"氧化还原电对的法拉第电子阻抗。这一方法

可用于其他三明治免疫分析并可检测其他低浓度抗体抗原相互作用免疫分析㈣。

在生物电化学方面，电化学／SPR技术能够监测生物分子在电极表面的吸附

行为，可利用其研究生物分子的电化学氧化／还原过程【41-43,103】。schlereth等【411将

SPR与电化学循环伏安法联用研究了细胞色素C、细胞色素C氧化酶在烷基硫醇

修饰金电极表面的吸附过程，并对两种蛋白质在修饰电极表面的覆盖度和电化学

氧化／还原过程进行了探讨。长春应化所杨秀荣【42】等在巯基丙酸单分子层修饰金

电极表面固定铁蛋白，利用SPR和循环伏安法对电极的组装过程和铁蛋白的直

接电化学氧化／还原进行了研究。Raitlnan等[43】将聚苯胺／聚丙烯酸膜修饰电极用

于葡萄糖氧化酶和乳酸脱氢酶的固定。电化学／SPR研究结果表明：聚合膜氧化

态(PAn2+)和还原态(PAn)之间的可逆转换对葡萄糖氧化酶、乳酸脱氢酶的电化学

氧化／还原过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修饰电极用于葡萄糖和乳酸的检测具有很

好的响应特性。此外Boussaad等人【103】也证实SPR光谱技术能够用于氧化还原蛋

白质在电极表面的构象变化及其氧化还原电子传递过程的研究。Liu等【44】在缩氨

酸修饰电极表面固定生物素标记的互补DNA链，再吸附二茂铁．亲和素复合物。

采用电化学／SPR检测了DNA杂交时放大的SPR响应和基于二茂铁增强的电化

学响应信号。

而纳米材料方面，Ling等用EC．SPR检测ferrocenyl dendrimers and p-CD．功

能金纳米粒子在分析印制板上原位吸附和脱附现象。通过在纳米粒子膜的特殊领

域应用电化学氧化物，可以检测局部纳米粒子的脱附。非氧化区域，纳米粒子保

持很强的表面吸附能力，而在电化学氧化区域，纳米粒子完全消失【4s】。Hiep等

应用EC．SPR研究核．壳结构纳米粒子。即，制备了一种新型金膜基底(核．壳结

构纳米粒子)来传感信号SPR检N--氧化硅纳米粒子的核大小和沉积的金壳厚

度。结果显示保持核大小为常数，当壳厚度增加，SPR波谱的峰波长移向短波，

并且在某一特定的壳厚度处出现最大峰强度。应用这种结构，我们用膜基底纳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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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光学检测混合双分子层与蜂毒肽的键合，并用电化学技术确定溶液浓度对

膜的干扰。拓宽了一个领域：通过在微流体上结合芯片和采用多列形式，实现功

能上检测类似蛋白质毒素和其他膜靶多肽【钓J。

然而，在上述的SPR与电化学联用的实验中，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

个问题：施加在SPR基底的电位改变了基底电子密度并造成SPR共振角位移【751。

这个固有干扰在极小厚度变化时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尽管有人认为氧化还原

反应可以通过引入电活性物质诱导，但溶液成分(折射率)的剧烈变化也会导致

SPR共振角位移。为此，Xiang等引入SECM的表面电化学活性测量功能，利用

SECM探针产生的氧化还原物种来诱导SPR基底上电活性物质(细胞色素c(cyt

c)分子)的氧化还原，从而避免了对基底施加电位而引起的SPR角度偏移，并

由SPR检测表面固定细胞色素c(cyt c)分子的构象变化引起的膜厚变化【12】。

此前，Szunerits等也曾将这两种表面分析技术(SECM、SPR)联用，探索

SECM-SPRi技术在固／液界面电聚合方面的应用，同时提出了该技术还可应用于

检测基底上伴随着氧化态变化的反应及其动力学研究【7J。随后，他们又将该联用

技术应用于固液界面上DNA杂交过程的研刭47J。

⋯一天忑=崎
图I-I SECM．SPRi的装1 1至t tn，图中，CE一对电极，RE一参比电极

Hg．1．1 SECM．SPRi system[刀，CE counter electrode，RE reference electrode

不同的是，Szunerits等建立的联用技术，仍以SPR基底为工作电极，SECM

探针为对电极，从而既保证了SPR对基底上沉积的电聚合产物厚度进行检测，

又保证了导电聚合物在微区内沉积。

．SECM．SPR联用技术作为生物传感和表面分析领域里的一种新型界面分析

技术，因其兼有SECM的高分辨率和SPR的高灵敏度的优势而具有很强的生命

力，同时，其拓展的“读写并行’’理念将为发展新型界面分析技术提供更为人性

化的思维空间。不过，作为刚刚起步的新型联用技术，SECM．SPR系统有其不足

之处需要不断完善，如空间分辨能力和灵敏度仍待提高。

S

驴∑
咿印

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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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联用技术的工作原理

SECM—SPR联用技术利用SECM的微米级空间分辨率、表面电化学活性测

量等功能和SPR的亚埃米级厚度检测限的优点，同时弥补SECM灵敏度低，并

且不能获得表面吸附的分子构型变化信息，以及EC—SPR的金属基底电场变化对

等离子体激元密度影响等方面的不足，将溶液中微区选择性诱导和表面高灵敏检

测相结合，从而实现高选择、原位、动态的现场研究。联用技术的工作原理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介绍：

1)SECM基本原理

SECM装置如图1．2所示，主要由电化学部分(电解池、探头、基底、参比

电极、辅助电极和双恒电位仪)和用来精确控制、操作探头和基底位置的压电驱

动器，以及用来控制操作、获取和分析数据的计算机三部分组成。微电极探头固

定在可三维调节的微控制器上，可以精确控制其在基底电极上的位置。基底固定

在电解池的底部，可以是各种材料的导体电极，也可以是生物物质或细胞等绝缘

基底。双恒电位仪用来控制探头和基底的电位。

图1-2 SECM装置图【481

Fig．1-2 Block diagram of the SECM apparatus[481

SECM与其它电化学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两个优点： (1)能够用于反应机理

的研究和探测界面现象。 (2)分辨率高(在亚微米和纳米级范围内)和传质速

度快，由此可以在稳态条件下研究快速反应过程。它已被应用于许多领域，既可

以作为电化学技术，也可以作为描绘图像的仪器和作为微加工的工具。这些功能

均通过不同的工作模式来完成(见图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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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O__-

(D)离子转移反馈模式 (E)平衡扰动模式

(c)穿透模式

一．二止L

图1-3 SECM六种常用工作模式示意图

Fig．1-3 Six operating modes of SECM

其中，我们主要采用了SECM的电流反馈模式(图1．3A和图1-4)，它是

SECM应用最广泛的主要进行定量分析的工作模式。

在反馈模式(如图1．4)下，微电极作为扫描电化学显微镜的探头，电荷在

探头和对电极之间流动，研究的样品作为基底，溶液中含有氧化还原电对。

图14 SECM的反馈模式示意图，(A)探针远离基底，o向电极的扩散形成稳态电流‘。，

电极反应为O+he"寸矗；(B)探针接近导体基底，O在基底重新生成，发生正反馈，使‘>ir。

(正反馈)；(C)探针接近绝缘基底，O向电极的扩散受到阻碍，使‘<‘。(负反馈)嗍

Fig．14 Feedback mode ofthe SECM operation，(A)The UME tip is far from the substrate；03)

Positive feedback：species R is regeneratodat the substrate；(C)Negative feedback：diffusionofR

to也e卸is hindered by the substrate[4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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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氧化介质(o)为例，当探头上施加足够负的电位时，o在探头上发生还

原反应：

D+ne’专R 反应(1．1)

此时，电极反应的速率受。向探头扩散的速度控制(如图1-4A)。当探头离基

底很远时，探头上的稳态扩散电流0。可由下式计算：

‘．。=4nFDoCoa 公式(1．1)

式中n是电子转移数，，是法拉第常数，瑰是O的扩散系数，C-n是。的浓度，
口是探头的半径。公式(1．1)是针对超微圆盘电极推导而来，对于其它形状的

电极同样适用。

当探头不断靠近基底时，探头上的电流‘将随基底性质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

改变，若基底是导体，即探头上的还原产物R在基底上被氧化为o，O扩散回探

头，使反应(1—1)继续发生，从而使探头电流增大，即‘>‘。，这种现象称为

“正反馈"(图1．4B)；反之，将探针移至绝缘基底上方，即扩散到基底的还

原剂R与基底不发生氧化还原作用，无法重新获得。而使O向探针表面的扩散

无法得到及时补充，O不断消耗，‘将随探头靠近基底而减小，即ir<iT。，这种

现象称为“负反馈”(图1-4C)。还原性物质R在基底上被还原的速率决定了

探头电流变化的程度，通过这种变化，可以研究相关反应的动力学过程。当探头

在基底上方扫描时，探头的电流随基底的起伏和性质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对于导体基底，d很小时，探头和基底间的传质速度很快，因此可以用此模式来

研究探头与基底电极上的快速异相电子转移反应。

在该模式下，探针与基底之间大概的距离可由反馈模式中的电流响应得出。

有如下近似方程：

‘∞)／‘．。=0．68+0．78377／L+0．3315exp(-1．0672／L) 公式(1-2)

‘(D／‘，。=l／J0．292+1．5151／L+0．6553exp(一2．4035／L)]公式(1—3)

其中，L为归一化探针．基底距离(L--d／a)，a为探针半径。近似方程(1．2)和(1-3)

的理论曲线如图1．5所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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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 1 2 3 4 5 6

t

图l-5 SECM探针接近不同基底时的电流一距离理论曲线，(1)探针接近一个导体基底；(2)

探针接近一个绝缘基底【48】

Fig．1-5 Theoretical approach CUl'V岱for a tip electrode over a conductive(1)and insulating(2)

substrate[4s]

2)SPR基本原理

SPR是发生在金属薄膜与电介质分界面上的一种物理光学现象【49】。

码＼‘／℃

h

攮 囊

量 曩

弁 囊

图1-6 SPR原理图

Fig．1_6 Principle of SPR

翻

￡I

霉l

当光源发出的P．偏振光以一定的角度入射到棱镜中，在棱镜和金属界面处

将发生反射和折射(如图1-6a)。光波从光密介质(折射率为n1)射向光疏介质

(n2，nl>n2)时，根据折射定律，五sm丽O,=詈，若入射角。l大于临界角ocSm以 ，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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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sm垒)，即sin鼠>sinO： ，会有s >l，此时没有折射光，光c
n2

in02。

％
‘

％

线全部返回棱镜中，发生了全反射(如图1-6b)。

在全反射情况下，电场在金属和棱镜的界面处并不立即消失，而是以消逝波

的形式沿垂直于界面方向向金属中呈指数衰减。消逝波沿X轴向(与界面平行)

传播的波矢量分量后，为：

颤=(noco／c)sinO 公式(14)

式中，no为棱镜的折射率，彩为入射光波在真空中的角频率，p为入射角，c为

入射光在真空中的速度。

同时，消逝波与金属薄膜中的自由电子相互作用，激发出沿金属导体表面传

播的表面等离子体子体波(Surface Plasmon Wave，SPW)——一种在金属表面

振荡的电磁波，其沿X轴方向与表面平行的固有波矢为％：

％2詈(羔)1，2 公式(1-5)

式中，缈为入射光波在真空中的角频率，c为入射光在真空中的速度，％、乞分

别为金属和介质的介电常数。

频率为由消逝波引发的SPW的频率与消逝波的频率相同，当入射光的角度

或者波长发生适当的改变，消逝波在X轴的波矢分量也与SPW沿X轴方向的固

有传播波矢％满足：

kx=ksp 公式(1．6)

消逝波与SPW发生共振，入射光的大部分能量被SPW吸收，使得反射光能

量急剧下降，从而出现共振吸收峰。由于发生了入射光的能量吸收，这种全反射

形式也被称为衰减全反射(Attenuated Total Reflection，A1限)。由公式1-4可知，

SPW的忌。与金属折射率及光疏媒质折射率有关。理论计算表明【501，当光疏媒质

折射率发生极细微的变化时，将会相应的改变共振吸收峰的位置。SPR传感技术

就是利用上述原理对金属表面的被分析物进行检测的。

SPR具有两个基本模型(见图1．7)—堋。模型和Kretschmann模型，而
本实验采用Kretschmann模型。在Kretschmann模型(图1—7b)中，将几十纳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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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金属膜直接覆盖在棱镜底部，待测物质在金属膜下面，消逝渡透过金属薄膜，

在金属／介质界面处发生表面等离激元共振现象。在这种模型中，由于消逝波必

须透过金属膜才能产生SPR现象，因此金属膜的厚度对测定结果会有很大的影

响。若厚度超过消逝波的有效深度，则消逝波在金属膜内会有很大衰减，无法达

到金属价质界面。若金属膜过薄，则不能达到最佳共振效果。

睦镜f。

舟磺址￡

盒H层o

(a)Otto辘堑

图1．7两种SPR模型示毒图

Figl—SPRmodel schemes

实验前还需调节检测器的位置，使反射光吸收最大的部分(即“黑线”)落

在单元A和B的中间，此时(A．B)的信号值为零，检测器对黑线的位移极为敏感。

当金膜表面的厚度或折射事发生了变化，SPR共振角偏移，黑线将离开平衡位置．

相应地，(A·B)／(A十B)的信号值随时问的变化被记录下来，生成SPR图，如图1-8

所示。

[-匝
图I-8“黑绒”的产生与SPR感应囝

Fi91-8 SPRinflucaeeehart

芎‰{}，



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绪论

31联用技术的基本原理

固I-9 SECM—SPR联用技术研究MT金属结合的实验装置示意图021，SECM(ModelCHl900)

通过控制压电控制器束移动探针，自制的SPR议器用干收集SPR信号，SPR信号通过由

Labview程序控制的敏据收集装置记录，SECM和SPR杖器可由同一台计算机控制，探针生

成氧化刺(0)对膜上具有氧化还原性质部分进行氧化作用．从而产生膜的局部厚度变化，

插图：(a)探针上生成了氧化荆0；(b)氧化荆。以扩散控制速率生成时扩散带图示，

值得注意的是被激光光斑照射到的区域比擐针的尺寸大很多，并且在分子取向改变的同时，

SPR共振角的位置(黑线处)已经从(a)变化到(b)

Fig 14 SECM．SPR combination for studies of inteTacfion between MT and metallic lod‘“

SECM(Model CHl 900)hp is controlled by piezo controller,SPR signal is collected by

home-made SPR apparatus inget：sch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thediffesion z㈨鹤atthemomfmtt

when O is generated at the tip(曲and at the time when 0 is produced at the difhtsion-eontrolled

Ⅱk(b)，noticethatthe ar嘲illuminated bythelas盯spotismuch grealerthanthetip size andthe

positionoftheSPRdip(darklin砷has changedfrom(时to(吣uponthemolecularori釉tation

change

以图l一9 SECM．SPR联用技术的实验装置图所示为例，SECM探针和电解池

直接放置在SPR基底上方112I。我们应用SECM的电流反馈模式，采用i电极体

系，其中，金超微电极探针(UME Tip，半径为Ⅱ)作为工作电极，Ag／AgCl和

铂丝分别作为参比电极和对电极。实验中，利用SECM的反馈模式将探针和基

底间距逼近为d，在电解池中注入含电化学活性物种R(还原态物质，可被氧化)

的溶液，使探针电极和基底均处于溶液之中。当探针上所加电位足够正以使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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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为o，再利用探针生成的氧化态物种。与基底物质A发生作用，即采用间

接诱导方式使基底物质产生构象变化A’，从而引起局部膜厚变化，SPR共振角

位移发生改变。SECM探针与SPR基底上发生反应如下：

SECM探针： R—ne-专O

SPR基底： O+AjA’

反应(1．2)

反应(1-3)

反应(1．3)中，A为组装在SPR基底上的物质，A’为A的氧化产物。

1．2金属硫蛋白

金属硫蛋fj(Metallothionein，MT)广泛存在于人和动物的实质性脏器中。由

于MT与金属离子有很强大的螯合力，它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主要涉及：(1)

体内必需金属元素的储运、代谢和精细调节，使机体达到最佳生理状态；(2)通

过与重金属离子配位结合成无毒或低毒络合物，从而消除汞、铅、镉、砷等重金

属的体内毒害作用；(3)MT能通过巯基和自由基结合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并对

自由基损伤有修复作用，抗生物氧化，防止机体衰老，并因其抗x射线及UV

能力大于一般细胞而具有减轻电离辐射对细胞的损伤的作用；(4)调控金属酶或

转录因子的活性，抗应激反应，增强机体对各种不良状态的适应能力；(5)参与

调控细胞分化和信号传导；(6)调控细胞代谢，防止细胞癌变。可见，研究MT

的金属结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2．1 金属硫蛋白的定义和结构

金属硫蛋白(Metallothionein，MT)是细胞内一类富含巯基、性质独特、可

诱导的低分子量非酶金属蛋白质或多肽，MTs的化学名为金属硫组氨酸三甲基

内盐，它具有以下特征【53】：

a)低分子量，大多数约为6000．7000道尔顿，含有60-63个氨基酸残基，

脱去金属后即为硫蛋白(thionein，apo．MT)，相对分子质量6000 Da)

b)特征氨基酸组成(含有高达23．33％的半胱氨酸残基、没有二硫键、不

含芳香族氨基酸和组氨酸)；

c)独特的氨基酸序列结构(半胱氨酸残基在氨基酸一级序列中的分布极为

保守性，分布有特征性，如：Cys—X-Cys，其中X代表除半胱氨酸外的

其它一个或多个氨基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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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1．10兔肝MT．2的一级结构为例：

图1．10兔肝MT．2a的氨基酸序列‘51】

Fig．1．10 Primary amino acid sequence ofrabbit liver MT-2at511

d)金属硫醇盐的光谱特征，所有半胱氨酸残基均以还原态存在，通过巯键

与金属离子结合，因此具有金属巯基化合物的光谱学特性，如Zn．MT

的最大吸收值在220 nlTl，Cd—MT在250 nin，而Cu-MT则在270 nill；

e)金属硫醇盐族结构，每个MT可结合7个二价金属离子，如Cd2+、Zn2+、

H矿，或11．18个一价金属离子，如Cu+、A矿。
根据结构和来源的不同，金属硫蛋白可以被分为以下三类【52】：

第1类：所有脊椎动物的金属硫蛋白和具有明显相关结构的其它门类动物的

金属硫蛋白；

第1I类：一级序列与哺乳动物金属硫蛋白无关或关系很远的金属硫蛋白类

型，如海胆，玉米，酵母和一些原核生物(藻类)中的金属硫蛋白；

第1u类：植物中的金属硫蛋白，实际是一些典型的含有^r．谷胱甘肽单位的

多肽，是较短的非转录合成的金属硫肽。

所有第1类和第1I类MT均为单链，哺乳动物MT含有61—62个氨基酸残基，

一些非哺乳动物和真菌中的MT的肽链则很短，如粗糙胞霉菌MT中仅有25个

氨基酸残基；第1II类MT通常是由不同长度的两条或更多的肽链组成的寡聚体

结构。

哺乳类MT包含61．62个氨基酸残基，20个半胱氨酸【53】。在无脊椎动物和

真菌中发现更短的肽链，如Prinz和Wcser发现酿酒酵母X一2180．1Aa菌株中的

Cu．MT含53个残基，12个半胱氨酸【106]。最短的多肽链存在于粗糙脉孢菌MT

中，该MT含25个残基，7个半胱氨酸。而某些高等植物MT是由两条或更多

条长度不等的多肽链构成的低聚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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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MT的三级结构【531

Fig．1．I 1 The tertiary slructure of MT-2aIs3]

经核磁共振、X射线等技术研究发现，虽然不同MT中氨基酸顺序不同，但

空间结构却相似，即MT整个分子呈哑铃形，由a和D两个大小相近的球形结构

域组成，即氨基端的1""29残基形成B结构域，羧基端的31"-'61残基形成Q结

构域，两个结构域通过第30，31位的Lys残基(铰链区)相连，MT铰链区的存在

使2个结构域存在较大的柔性和可变性，从而使MT中的金属离子与溶液中的金

属离子易于交换，除此之外，两个结构域中的金属也可以进行交换，为其调节体

内金属离子的代谢提供了结构基础【53】。

口和D结构域具有不同的结合金属元素的能力【541，C端a结构域包含11个

半胱氨酸(Cys)结合4个Zn2+或cd2+，或结合5-6个Cu+，形成M4Sll形态，N端

D结构域包含9个Cys结合3个Zn2+或CA2+，或结合5-6个Cu+，形成M3S9形

态，即20个Cys可以结合7个Zn2+或Cd?，或多达12个cu+。apo．MT高级结

构为无序的结构，但它一旦结合金属离子后就会折叠成有序的结构。天然的MT

分子不含二硫键，也没有自由的巯基存在，在每个区中Zn和Cd都是以二价状

态和4个Cys的巯基结合，形成【M2+(Cys)4]2。络合物而使得整个分子带负电，

Cu则是以一价的形式结合【107-1叫。

又如晶体结构分析表明，在这两个结构域内，为了更适于结合金属，多肽链

盘绕着金属离子而各形成三个回折(如图1．12)。

金属与MT形成络合物的稳定常数在1013～1022之间，不同的金属离子与MT

的结合力有较大的差异，结合最强的是Hg，按如下顺序递减：

H92+>Ag+≈or>Cd+>Zn+【56J

在哺乳动物中，一般一个MT分子最多能与7个二价金属离子如Zn2+、Cd2+等

结合，或能与12个一价金属离子如Cu+、A矿或Au+等结合。与巯基结合着的金属

离子可位于MT分子中的终端，也可在MT分子链中起桥连的作用【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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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鬼肝MT．2a的空间填克和球棍模型(a)，兔肝MT．2a的晶休结构(b)p”，a困中深

色球为Zn(1I)或CdCID，浅色球为S，在B域有六个半胱氨酸残基通过三个交联键与三个二

价金属配位，在q域有六个半胱氨酸残基通过四个盘联键结合四个二价金属

Fig I-12 Space-filllng and ball·stick represeatadon of the rabbit MT-2a(a)，crystal stricture of

rabbitliverMT-2a(b)I”】，(a)Atomlegend：dark-Zn“orCd”，gzay=S，in pdomainthere are 3

Mz+bindcdby6 cystelnes．whileinndomaintherearc4M“with6 oystdn器

一般在MT分子中会形成两个结构域即Ⅱ．结构域和B．结构域，如图1一12所

示，这两个结构域使MT分子形成两个结构不同的金属一蛋白质族，在这两个族

中巯基与金属结台的亲和力有所不同，其中小结构域包含的一个族包括从MT

分子的第1个到第30个氨基酸，结合有4个两价的金属离子，通常结合力顺序

为：Cd>Zn>Cu；而含有分子中第32至61个氨基酸的B．结构域结合有3个二

价金属离子，其结合力顺序却是：Cu>Zn>Cd。小结构域常处于肽链的c端，

而B．结构域处于氮端。因此处于碳端的舡结构域包含有I 1个半胱氨酸基而形成

M2+4．S⋯在N端的B一结构域含有9个半胱氨酸基并形成M抖3-S9【聃】。

1 2．2 金属硫蛋白与金属结合的性质

对MT与金属结合规律的研究，除对其结构进行研究外，与金属结合的性

质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哺乳动物MT的等电点在pH=3 9-4．6之间，在生理条件下(pH 7．¨70)，

金属硫蛋白带负电荷。研究还表明．不同种属的MT，其等电点可能有些差异。

例如，马肾MT在pH7 5,,-9 5之间，带2个负电荷；而人、鼠、兔的MT-2．在

pH8．6下，带有3个负电荷。MT在天然状态下，所有的Scys均与金属离子结合，

不存在游离的Scys，MT与金属离子结合的稳定常数一般较大。因此．apo．MT

必须在较低的口H值条件下才能获得。对于MT与金属结合的性质研究，主要集

中在稳定性方面进行研究，这包括热力学性质和动力学性质。

1)MT与金属结合的热力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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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可以同多种金属离子在体内或体外结合【57】，结合的稳定常数可通过用pH

滴定的实验结果求出解离常数。用这种方法所计算出的兔Cd7．MT和Zn7-MT的

解离常数分别为lO-22和1o_18，由此可以获得其平均解离常数。实验证实，酝
与K压分别为5×10—17和5X 10‘13。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人的Kza为1．4×1013。

根据其热力学的稳定性，可计算MT与许多金属离子结合的稳定常数。研究证明，

许多重金属可以诱导MT进行生物合成。由体内分离纯化得到的MT通常含有

Cu、Zn、Hg、Cd等金属元素。而在体外实验中，许多金属离子包括Zn2+、Cd2+、

A矿、Cu+、Au*、Bi3+、Cop、Fe2+、H矿、Ni2+、pb2+、pt2+和T∥等都可以与
MT结合。根据其稳定常数可以知道，MT对金属离子亲和力的大小顺序与典型

的硫醇盐对金属离子的亲合顺序相一致。即Fe2+<C02+<Zn2+<pb2+<Cd2+<<C小，

gg+，Bi3+<<H矿IS71。
2)MT与金属结合的动力学性质

从MT与金属离子的热力学研究知道，MT与金属结合的稳定常数较大。但

实验证实，MT在体内、外还具有很高的动力学活性。在体外，MT中的金属离

子很容易与溶液中的金属离子发生交换反应，例如，在MT之间，不同MT中的

金属离子可发生离子之间的交换，其原因可能与MT所结合的金属离子本身固有

的动力学性质有关，也可能与MT本身结构及结构的柔性有关。MT的2个结构

域之间是通过2个铰链区联结的，因此，2个结构域具有较大的柔性和可变性，

从而使金属暴露的机会增加，这样使MT中的金属离子与溶液中的金属离子易于

产生交换。核磁共振实验还证实，金属巯基配位簇的配位键不断进行断裂和重组。

放射性同位素研究则证明，MT的2个结构域之间交换反应的速率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由此可以获得这2个结构域在动力学性质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根据核磁共

振实验得，MT与金属离子的动力学稳定性，与热力学稳定性的顺序相反。

综上所述，MT与金属结合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热力学性质，而且还受其动

力学的影响。

1．3论文工作的背景与意义

揭示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具有深远的生物学意义。实时探测化学和生

物激励诱导的蛋白质结构变化对研究他们的结构和性质意义重大。很多光谱检测

技术已经应用于检测活体内外的蛋白质构型变化，如红外光谱法E58,591，圆二色谱

法【53，5们，核磁共振波谱法[60，611，x射线单晶衍射澍621。然而，这些方法中，很

多技术只在溶液或者固体状态下检测反应变化，并且不能对固／液界面的蛋白质

发生的快速的结构和动力学变化进行研究。同时，这些方法都有某些固有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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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核磁共振波谱法的信号相对很小，红外光谱法只检测低浓度的蛋白质样品，

x射线单晶衍射法对晶体的纯度要求很高。

为了实现对固／液界面上化学或生物激励诱导的蛋白质结构变化和动力学变

化进行实时检测，我们引入了SECM—SPR联用技术。

首先，我们建立了SECM．SPR联用技术检测表面固定的蛋白质分子模型，

即，在预沉积了铜的SECM探针上施加正电位溶出铜离子，铜离子扩散到基底，

与SPR基底表面固定的脱金属硫蛋白(apo．MT)结合，通过SPR实时检测这一

过程中产生的构型变化和动力学信息。

然后，在SPR基底固定Cul2一MT，通过在SECM探针上施加氧化电位氧化

溶液中的质子化试剂——对苯二酚释放质子，从而降低局部区域内溶液的pH值，

即增加局部区域内溶液酸度，使Cul2．MT释放出铜离子，发生构型变化，并由

SPR检测。

最后，将以上研究模型应用于apo．MT与H92+结合的SECM．SPR检测，讨

论二者的结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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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引言

第--．章硫蛋白与Cu2+的相互作用研究

金属硫蛋白伽ctallothioncdn，简称MT)是指一类低分子量，高巯基含量，能
结合大量金属离子的蛋白质，其化学名为金属硫组氨酸三甲基内盐，具有独特的

金属硫络合结构。它们在体内参与重要的微量金属的储存、运输和代谢，并在重

金属解毒、抗电离辐射和清除自由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对于它的结构功

能以及作用机理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一些哺乳动物的MT结构已经由

核磁共振嘟】和X射线晶体学111019,测出来，它含有两个金属键区域。N端13域含

有9个半胱氪酸残基，C端tt域含有11个半胱氨酸残基，所有的半胱氨酸都参

与金属离子的捕获、转移和释放过程16,a661。

囤2-1分子建模技术拟旮出的Cul2枷结构目旧，球辊模型中，友球代表琉基，黑球代表
铜离干

Fi92·l Space_filling andtube reprcscntatlonsoftheproposed rabbitliverCul2-MT sRalcture，key：

black=Cu；graTS，the asteriskdenotesthe accessible sitesofthe coppcr(i)-cysteincthiolatc

clusters[6q

对于Cal2一MT，MT的每个结构域中有6个cu+，形成Cu6(Scys)ll 11-结构簇

和Cvs(Scys)9 p结构簇，12个cr采取三角形结构与巯基配位，且cu优先结合

到p-结构域【醅】。Cul2-MT的分子建模技术拟合模型见图2-lI州。

金属硫蛋白对溶液的pH值具有敏感性，不同的pH值会改变它在溶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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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状态。MT在酸性水溶液中存在如下平衡【69】：

MT寺ap。一MT 反应(2一1)

MT与金属离子的结合是可逆的【70,71】。pH值接近中性时，MT主要以结合金

属的形式存在，降低溶液的pH值，MT的金属即可脱去【68】。不同MT的解离常

数因其所结合的金属不同而异【1111，各种MTs 50％的金属离子发生解离的pH值

分别是：

Zn-MTs为3．5"--'4．5、Cd—MTs为2．5---．3．5、Cu．MTs的pH值低于l，脱金属

硫蛋白在低pH值时较稳定。

Stillman等人对apo．MT与Cu2+键合作用的活体外滴定分析和Cu2+与含Cd、

Zn-MT相互作用进行光谱研究，通过不同的键合化学计量法说明了Cul2．MT是

稳定结构【56，68,721。同时，在Cu2+与apo．MT结合过程中，cu2+到Cu+的还原过程

伴随了部分MT的氧化作用(MT中一些半胱氨酸残基的氧化作用)【73，74】。在

Cul2一MT中，Cu+离子均匀的分布在两个结构域，形成了Cu6S9和Cu6Sll的三角

形结构。

在本章，我们将采用SECM．SPR联用技术实时原位研究apo．MT与铜离子相

互作用，随后，对于逆过程(Cu-MT的金属释放)，我们在Cul2．MT基底上进

行实验。我们发现联用技术不仅能控制金属键合的程度，还可以定量研究apo．MT

与铜离子的结合数和键合动力学。研究发现，apo-MT捕获铜离子和MT释放铜

离子过程都是分步进行的，并存在三个稳定结构，每种结构中铜离子的结合数目

不同。由于apo．MT本身不具备电化学活性，因此本研究将SECM—SPR联用技术

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不具备氧化还原活性的蛋白质。

2．2实验部分

2．2．1实验试剂及材料

实验所用试剂及材料如表2．1所示：

表2-1实验试剂

Tab．2一l The ehemicals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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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需金靶，纯度为99．99％；铬靶，纯度为99．99％。

2．2．2实验仪器

实验所用仪器如表2—2所示：

表2-2实验仪器

Tab．2—2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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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装SPR与相关文献中介绍的类似[75—61。简要地说，它采用的是

Kretschmarm棱镜耦合模式。我们用BK7半圆柱透镜作为SPR的棱镜，在棱镜

上放置一片镀有2 nm厚铬膜和50 nm厚金膜的BK7玻片，玻片和棱镜之间滴加

与棱镜折射率相同的浸镜油。激光方面，SPR有两个二极管激光器，其发射波长

分别为675 nln和785 nm，可以选择其中之一与一个LDC 500激光驱动器

(Thorlabs，Newton，NJ)连接起来。二极管激光器与SPR棱镜之间置有一片透

镜，用于将激光束聚集成直径可变的光斑。检测系统方面，我们使用的是双单元

光电检测器(A和B，比较图1．9)检测反射光，具有高分辨率。数据采集方面，

我们通过Labview程序控制的数据采集卡记录SPR信号。根据相关文献报道，

可将数据采集卡记录采集的(A．B)／(A+B)值转换成SPR共振角度的变化值【771。

SECM仪器包括三部分：探头(包括电化学测量系统和探针的调节和扫描装

置)，电子线路控制系统及微机实时控制系统。本实验在一个三电极模式下进行，

通过控制压电控制器来移动探针。SECM(CHI 900B，CHInstruments，Austin，

TX)工作电极为一支直径10 gm的金微电极探针。Ag／AgCI和铂丝分别作为参

比电极和辅助电极。

2．3实验条件的优化

2．3．1仪器校正系数的确定

图2-2逐次加入无水乙醇的SPR信号曲线

Fig．2-2 SPR signal record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absolute ethyl alcohol adding into water step by

ste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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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共振角的位移△0与SPR测得信号的变化△【(A-B)／(A+B)】是成正比的。

为了将SPR测得的信号变化△[(A—B)／(A+B)]转变成SPR共振角的位移△0，我们

需要通过酒精校正实验来确定SPR仪的校正系数，即SPR信号与△0的比例系

数。

表2-3 乙醇浓度V％～A【(A．B)／(A+B)】

Tab．2-3 Volume fraction ofethanol V％---A[(A—B)“A十B)】

V％ AI(A-B)／(A+B)l

0．0999

0．1996

0．2991

0．3484

0．4975

O．5964

-0．0284

-o．06407

-0．09395

一o．11245

-0．16372

-o．1936

酒精校正实验中，我们将金膜装入电化学池，向电化学池中注入l皿纯水，

调整黑线位置使之照射在双单元光电检测器正中央，调整双单元监测器A和B

的值，等待SPR信号△(A．B)／(A+B)平衡。随后，逐次向电化学池中加入1 m无

水乙醇，图2．2为逐次加入无水乙醇的SPR信号曲线，直到SPR信号无明显阶

跃现象为止。

萋
喜

O．'0．2 0．3 O一．0．5 0．6

V％

图2-3酒精校正线性拟合曲线

Fig．2-3 Fitting curve of ethanol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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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在水溶液中不会被SPR基底吸附，所以SPR的吸收峰位移基本与溶液

的折射率变化成正比。这个比例随仪器的设计和基底种类不同而变化。根据图

2．2，取每段阶梯中点的纵坐标，然后减去纯水阶梯(第一个阶梯)的纵坐标，

即可得到与A0有关的数据，参见表2．3。

由表2．3数据作乙醇浓度v％～△[(A．B)／(A+B)】图，并得到其拟合方程及相

关系数，如图2．3所示。经计算得到该曲线斜率为．0．033372。通过比较标准斜率

0．08j：0．002与乙醇线性拟合曲线的斜率得到本实验组装的SPR的仪器校正系数

为2．3972，该系数与△[(A．B)／似+B)】相乘便可得到SPR共振角度位移。

2．3．2 SPR基底制备

本实验采用高频溅射法来制备金膜，使用仪器为真空磁力溅射镀膜仪。高频

溅射法工作原理是在1．3×lO。1 Pa左右充入适量氩气，在阴极(柱状靶或平面靶)

和阳极(镀膜室壁)之间施加几百伏直流电压，氩气被电离后在镀膜室内产生磁

控型辉光放电。氩离子被阴极加速并轰击阴极靶表面，将靶材表面原子溅射出来

沉积在工件表面上形成薄膜。更换不同的靶材和控制不同的溅射时间可获得不同

材质和厚度的薄膜。

镀膜时，先将BK7载玻片(Fisher)在80℃的piranha溶液(30％H202：

70％H2S04=3：1)中加热30 min；冷却后，用大量二次水冲洗，此后在H20：

HONH3c1：30％H202=5：1：1(体积比)的溶液中超声60 min；取出后，用大量二

次水冲洗，再用氮气吹干。在阴极安装上铬靶后，将刚处理的玻片置于镀膜机样

品台上准备镀膜。首先在氩气氛围内镀铬295 s，得到厚度为2 nln的铬膜，以使

金膜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玻片上：再换上金靶，镀320 s，得到厚度为50 nlll的

金膜。

在镀膜前后要注意防尘，以免玻片上沾有污物而阻碍金属原子与玻片紧密结

合。

将镀好的金膜用氢火焰退火2．4 min，使玻片上的金原子重排，得到更均匀

的金膜表面，同时去除金膜表面污染物。金膜退火即可进行修饰。

2．3．3 MT的表面固定

修饰时采用共价氨基偶联法固定MT(见图2-4)。先将金膜置于盛有4

mmol·L．1 MUA的无水乙醇溶液(5．5 mL)的泡膜池中，浸泡12．24 h，使其表面

形成一层巯基自组装单层(self-assembled monolayer，SAM)；随后再利用氨基

偶联法使偶联剂与MT表面相应的功能基团发生共价键合，即用含0．4 tool·L．1

EDC和0．1 tool·L-1 NI-IS的10 mmol·L-1 NaCl溶液组装30分钟，再用含80 lxg·mE"1

MT的10 mmol·L．1 NaCl溶液组装3 h(组装时间不宜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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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_4氨基偶联法固定MT的原理图

Fig．2_4 principle scheme ofimmobilizing MT by amino coupling agent

经过自组装后，用大量二次水冲洗膜片洗去物理吸附在薄膜表面的多余混合

液。再用氮气小气流(防止吹掉组装在玻片上的MT)吹干，立即装池使用。

利用MUA固定MT的优点是程序简单；自组装膜更加致密；分子膜的重排

引起的水化效应的影响小，而水化效应直接影响自组装膜的折射率；同时固定的

MT分子不存在内在金属离子严重流失的问题。正由于这些优势，用MUA固定

的MT膜方向性更均一。

2．3．4表面组装MT的定量

利用FI—SPR检测MT在金膜表面的覆盖度。将MUA自组装膜放置在BI．SPR

1000仪器的棱镜上。以10 mmol·L-1 NaCl溶液为载液，先后依次注射EDC(EDC

0．4 m01．L。1+1 0 mm01．L‘1 NaCl)-NHS(NHS O．1 t001．L-l+1 0 mm01．L。1 NaCI)混

合液和MT(MT 800 P,g·mL-1+10 mmol·L’1 NaCI)溶液，流速为10儿·miffl。组

装好MT后，用GIy-HCl(pH=2，Gly 100 mmol·L-1)将MT中的Zn2+洗脱除去，

得到apo．MT。随后，注射10 mmol·L_1 CuS04+10 mmol·L-1 NaCl溶液。

由图2．5知，将EDC和NHS的混合溶液以及MT溶液分别注射进入装有

MUA修饰的金膜的流通池，MT组装上金膜后，SPR角发生0．20。的位移。由

于1。的SPR共振角位移△0相当于蛋白质lO ng·mm之的表面密度，与蛋白质的

尺寸无关【781。据此计算，MT表面密度是2．0 ng．舢n-2或33 pmol·cIll’2，那么激光

照射区域(直径约为700岬)MT的量约为0．19 pmol。

随后，利用Glycine．HCl缓冲液除去MT中的金属离子，原因在于质子可以

取代蛋白质中与金属结合的位点，而甘氨酸能螯合释放出来的金属离子【79】。我们

发现Glycine-HCl缓冲液能够有效地除去固定在金膜表面的MT中的金属离子。

Glycine-HCl洗脱MT中的金属离子引起净SPR信号约为0．010。(见图2．5的插

图)，这归因于MT中金属质量的减少和MT构型的变化。注射第二次Glycine．HCl

缓冲液时，不会再引起任何显著的A0变化，即注射一次就足以除去MT分子中

所有的金属离子。因此，为了避免Glycine-HCl缓冲液对MT组装层过度的降解

作用，在FI．SPR实验中只注射一次，，SECM．SPR实验中Glycine-HCl洗脱15 rnin。

n循k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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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FI．SPR检测图

Fig．2·5 FI-SPR detection

为定量金基底上预组装的apo．MT捕获的铜离子，我们以0．5 mL-h-1流速注

射100 l_tmol·L．1 Cu2+(10 mmol·L．1 CuS04+10 mmol·L．1 NaCl)，并计算出结合铜

离子时SPR共振角的净位移约为0．010。。

2．3．5探针向基底的逼近

1·7

'·6

1·5

1．4

名
》'·3

12

'·1

1．o

o．口

-100 U 100 硼 剐400 删 唧 ，UU 删
Distance／lain

图2．6探针在MV溶液(1．0 mmol·L-1 MVCl2+10 mmol·L-1NaCl溶液)中的逼近曲线，探

针逼近电位为-o．7 v，终点电流比率为60％

Fig．2-6 The approach curve detected by却in MV solution(1．0 mmol。L-1 MVCl2 4-10 mmol’L-1

NaCl solution)，the approach potential is-0．7 V，the terminal current ratio is 60％

固定加载了SPR基底的棱镜与聚四氟乙烯电解池【121，调整电解池和预沉积

了铜的微电极探针位置，使微电极探针处在激光光斑上方。然后向电解池中加入

1．0 mmol·L～MVCl2 4-10 mmol·L-1 NaCl溶液，通过控制SECM探针上MV2+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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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反馈电流实现探针向基底表面逼近(见图2．6)。

当达到探针／基底的最适距离(d)时，将MVCl2+NaCl溶液用移液管移出，

冲洗电解池。

2．4结果与讨论

2．4．1 SECM．SPR检测apo—MT与铜离子的结合

11工作原理

铜离子和apo—MT的结合数取决于MT分子的结构和金属组成【721。Stillman

等人对apo．MT与Cu2+键合作用做了活体外滴定分析，并对Cu2+与Cd、Zn-MT

相互作用进行光谱研究，通过不同的键合化学计量法说明了Cul2一MT是稳定结

构[56,68,72】。同时，在Cu寸与apo—MT结合过程中，Cu2+到cu+的还原过程伴随了

部分MT的氧化作用(MT中一些半胱氨酸残基的氧化作用)【73‘741。在Cul2一MT

中，Cu+离子均匀的分布在两个结构域，形成了Cu6S9和Cu6S11的三角形结构。

紫外．可见，圆二色谱，和发光光谱滴定方法已经有效地推演出金属与MT

结合达稳定结构时的结合情况，但在铜离子／MT键合和金属离子释放过程动力学

方面未进行过相关研究。

图2．7实时SECM-SPR检测SPR基底固定的apo-MT捕获SECM探针上溶出的铜离子过程

图，图中SECM探针，Cu2+，m分子和激光束并未按比例绘制，同时，绘出了apo-MT和
MT分子的a、p结构域

Fig．2-7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eal-time SECM-SPR monitoring ofsequestration of

C∥+stripped and diffused from the SECM tip by apo-MT molecules anchored at the SPR

substrate，conformations of apo-MT and MT molecules谢tll q and p domains are presented．

基于以上信息，我们选择Cu¨与apo．MT的相互作用体系作为研究对象，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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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扫描电化学显微镜(SECM)与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SPR)联用技术在实

时检测固／液界面上化学或生物激励诱导的蛋白质结构变化和动力学变化方面的

应用。

实验中，在预沉积了铜的SECM探针上电化学溶出Cu2+，Cu2+扩散到SPR

基底，并与基底上的apo．MT结合，诱导MT发生构型变化，从而产生SPR角度

偏移(见图2．7)。

在d距离处，在探针上阳极氧化的铜离子迅速扩散到SPR基底，并与apo．MT

分子结合，这一金属键合反应会导致MT膜的折射率发生变化，因此实时分辨的

SPR共振角位移可以说明捕获过程的动力学以及确定基底上稳定的MT结构／构

型。

以上过程中，SECM探针和MT覆盖的SPR基底上发生如下反应：

SECM探针： Cu一2e一专Cu2+ 反应(2．2)

SPR基底上：xCu“+apo-柳一Cu．-MT 反应(2—3)

反应(2．2)中生成的Cu2+在到达SPR基底并与apo—MT结合时，先被MT

的部分半胱氨酸残基还原为Cu+，同时MT的这部分半胱氨酸残基发生了氧化‘73，

74]。Cu+与apo．MT的键合数(x)取决于到达SPR基底的Cu2+离子数量。

2)SECM—SPR测量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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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金盘电极在CuS04溶液中(5．0 mmol·L-1 CuS04+O．1 mol·L-1 Na2S04溶液)的循环伏安

图，扫描速率为O．1 v·一，表示扫描方向

Fig．2-8 cyclic voltammogram of gold electrode in CuS04 solution(5．0 mmol·L-1 CuS04+0．1

mol·L-‘Na2S04 solution)，scanning rate is 0．1 V·s．1，alTOW shows the scanning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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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uS04溶液(5．0 mmol·L．1 CuS04+O．1 tool·L-1 Na2S04溶液)的循环伏安曲

线(如图2—8)，确定铜的沉积电位(-0．3 V)，溶出电位(0．13 V)。

将10岫直径[拘SECM金探针W于Cu2+溶液(5．0 mmol·L-1 CuS04+O．1 tool·L-1

NaES04溶液)中，以．0．3 V电位下电化学沉积铜，沉积时间分别为10、20、40和

50 S。

然后向电解池中注入Gly-HCl(pH=2，Gly 100 mmol·L-1)缓冲溶液洗脱固

定在SPR基底的MT分子中的金属离子。随后用去离子水冲洗电解池，并注入

已除氧的10 mmol·L_1 NaCl溶液。待状态稳定后，在SECM探针上施加O．13 v

的电位阳极氧化探针上预沉积的铜，同时用SPR检测共振角的位移。实验在室

温下氮气氛围内完成。

3)实验结果与分析

O ∞ 1∞ ’∞2∞ 踟

Time．／s Time．／s

图2-9金探针上预沉积的铜在0．13 V电位下的阳极氧化电化学曲线(a图中曲线1)和与之

相应的组装了apo-MT的SPR基底上SPR共振角位移．时间图(b图中曲线1)以及相同条

件下，在仅组装了MUA SAM的SPR基底上测得的实验数据(a、b图中曲线2)；a、b图

中的曲线3对应的是未预沉积铜的金探针在组装了apo．MT的SPR基底上检测到的电化学

信号和SPR共振角位移．时间图，实验中d约为6岬，图b中箭头表示探针上铜氧化的起始

时问

Fig．2—9 A chronoamperomogram of anodic stripping of copper coated onto an Au tip upon

stepping the potential to 0．1 3 V(curve l in panel a)and the corresponding SPR dip shift-time

diagram at a SPR substrate covered、jl，i也apo-MT(curve 1 in panel b)，the$arne measurement was

conducted at a SPR substratc covcreAwithaMUA SAM(curves 2 in both panels)，the CUl"Ve,s 3 in

both panels represent the chronoampcromogram at a bare Au tip and the corresponding SPR dip

shift-time diagram at an apo-MT--covercd SPR substrate，respectively,all the measm'cmcnts were

conducted at d 2 6 Inn，the arrow in panel b indicates the time when Cu was stripped at the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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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有两组空白实验(见图2．9)：第一个空白实验条件是CLl2+从SECM

探针上扩散到仅组装了MUA SAM的SPR基底(虚线2)；另一个是未预沉积

Ch的金探针在组装了apo．MT的基底上施加O．13 V电位检测到的电化学信号和

SPR共振角位移一时间信号(实线3)。两个控制实验中，基底上SPR信号仅在

水平线上发生微小波动(即为噪音信号)，这说明在实线1中SPR共振角位移

信号出现的较大阶跃正是由apo．MT捕获金属而产生。

由图2．9b中实线1可见，在SECM探针上生成Cu2+(大约100 s处，箭头

所示)后，基底上SPR信号发生变化。图中整个SECM．SPR的检测范围(4．5 min)

内出现了三个平台。这三个平台说明，apo．MT捕获不同数量的Cu+过程中存在

三个相对稳定的MT结构／构型，那么在apo．MT结合Cu+过程中，实时分辨的

SPR信号中的平台可能与预沉积在金探针上的铜数量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当控制金探针上预沉积的铜的数量，并进一步进行SECM．SPR检测时，这

一推测得到证实(见图2．10)。

由图2．10a可知，对四组电化学数据中的法拉第电流进行积分，可计算出预

沉积在金探针上铜的量，由此可以对金探针上溶出的铜进行定量。同时，通过精

确控制预沉积铜的量，还可以确定MT分子中金属含量(x)和apo．MT分子捕

获金属离子的速率：

x=生止：—』型韭筮L 公式(2-1)
以Mr 靠s尸足基底上组装的M7

式中，SPR上组装的MT可以通过单独的FI—SPR实验测定(见2．4．1)。

在图2．10b中出现了三个SPR平台信号，对应了apo．MT捕获不同数量的

Cu+过程中存在的三个相对稳态。其中，实线1中最高的平台信号与虚线2具有

很高的可比性。这说明一旦从SECM探针上溶出大量的Cu2+，足以占据MT中

所有键合位点，那么MT膜的折射率与溶液中过量的Cu2+无关，即过量的Cu2+

不会引起SPR信号的变化。

与图2．10a电化学信息相结合可知，图2．10b中三种稳态结构对应的Cu+／MT

的摩尔比为5、9、12，即得到的Cu-MT物质分别为Cu5．MT、Cu9．MT、和Cul2．MT。

而得到这三种结构／构型的反应速率(由表24得)大小排序依次为：

apo-MT-"Cu5一MT>Cus—MT--Cu9-MT>Cu9．MT"·Cul2一M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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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预沉积了不同量的铜的金探针上阳极氧化的电化学曲线(a)，四条曲线由上至下分

别对应了预沉积的铜的量为2．4l(1)、1．78(2)、1．32(3)、0．73 pmol(4)，同时记录

了组装有apo-MT的SPR基底上的SPR共振角位移．时间图(b)，d约为6 tun，箭头表示

探针上铜发生氧化的起始时间，图(c)是流动注射．SPR实验中检测到的表面固定的apo-MT

结合cu2+(100 pm01．L-1)的SPR 4-言号，载液是50 mmol·L．1 NaCl，流速为0．5 mL-h-1，进样环

尺寸为50此，箭头表示开始进样

Fig．2—10 Chronoamperomograms corresponding to anodic stripping of different amounts of Cu

predeposited onto Au tips(a)，the amounts of Cu predqx)sited were 2．41(1)，1．78(2)，1．32(3)，

and 0．73 pmol(4)，the time-resolved SPR dip sbjfts recorded simultaneously、7Irith the

chronoamperomograms at SPR subswates covered丽lh apo-MT are shown in(b)，d 4 6 pm，the

alTOW indicates the start of anodic stripping of Cu，in(c)，a representative SPR sensorgram

corresponding to the sequestration of Cu2+(100曲ol·L-1)by immobilized apo-MT is shown，the

carrier solution is 50 mmol·L‘NaCl and a flow rote of0．5 mL·11-1 and a 50此sample loop were

used，the arrow indicates the time when the injection wa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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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apo-MT结合Cu2+的SECM-SPR数据表

Tab．2-4 SECM-SPR measurements ofthe Cu2+sequestration by immobilized apo-MT

另外，图2．10b中不同量的cu2+释放过程中，SPR曲线增长情况几乎一致，

说明了MT与金属结合的动力学不受SECM探针．SPR基底间距内的Cu2+的传质

速率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在SECM探针与SPR基底间距d内引入具有高传

质速率(本实验中指铜的溶出)性质的SECM探针有利于SPR动力学测量。在

SECM探针处生成的Cu2+扩散到SPR基底的时间t为

d
2

t=一D 公式(2．2)

式中，D是cu2+的扩散系数，取D=lxl0-5伽2·s-1【so】，d--6 Ixm，则扩散时间t为

0．036 s。

在传统的FI．SPR或光谱滴定分析法中，从本体溶液到传感器表面或者滴定

剂与样品混合的有限传质有碍于对快速化学反应的检测。我们进行的FI—SPR实

验中，在流通池中注射了50 pL的100 gmol·L-1Cu2+后，固定在SPR基底的apo-MT

捕获金属成为cul2一MT，得到的SPR信号并没有出现中间的平台(如图2—10c中

所示，进样后产生的信号峰是由100 lanol·L．1Cu2+溶液引起)。图2—10c中注射

cu2+溶液前后SPR信号的净变化约为0．010。，这与图2—10b中实线l、2对应的

33



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硫蛋白与Cu2+的相互作用研究

SPR信号变化非常吻合(FI．SPR与SECM．SPR实验结果的微小差别出自于两种

实验方法的试验条件存在些微的区别)。如果SECM仪器可以使d的值为1 lxrn

或更小【811，那么时间域将被缩短至几毫秒或更短，那么SECM．SPR联用技术在

快速动力学分析方面将堪比于高级停流混合技术【82】。

我们已经介绍过SPR共振角位移和SPR基底收集效率的数量级取决于探针．

基底间距dtl2】。传统的SECM探针生成／基底收集模式中，由于基底的尺寸是探

针直径的四倍，单位收集效率需在间距大小不超过探针半径情况下得到【112,113】。

而在我们的SECM．SPR实验中，由于SECM探针电极(直径为10 gm)的面积

远小于照射在SPR基底上的激光光斑的大小(直径约为500岬)，因此在d约
为10 stm处，就能得到较高的收集效率。然而，如上所述，由于扩散时间与探针

／基底间距的平方成正比，则将探针放置在10 1．tm以内可以保证Cu2+易于传质而

不成为速控步骤。

表2—4可知，得到三种稳定的Cu—MT结构的速率不同，说明Cu-MT结合过

程中存在键合．重组．平衡过程【551。由文献知，MT的脱金属过程几乎没有多肽主

链的构型重组，而且apo—MT主要保留着MT的二级结构【83】。本实验所用apo—MT

是通过脱去Zn7．MT中呈四面体构型结合的Zn获得的，因此，apo—MT的二级结

构应该与对Zn2+饱和的Zn7．MT的结构相似。apo．MT最初与金属结合时，其上

所有结合位点都可与金属键合，并且键合速率很高(这一过程是动力学控制或者

在传质较慢的情况下为传质控制)。然而一旦某些位点被结合，由于MT的立体

化学刚性增科841，金属键合的速率将减慢，从而MT分子中金属离子的重排或再

分配作用将更加缓慢【114】。在初始的金属键合阶段，Cu+离子由MT的0【域转移至

13域的过程是热力学优先过程，因此，在一定时间内，Cu+离子将在Q域和D域

之间均匀分配，并最终形成Cul2-MT。

可见，图2．9b和图2．10b中曲线说明SECM．SPR能够用于实时检测Cux—MT

的构型变化。

2．4．2 SECM．SPR检测Cul2．MT的铜离子释放

11工作原理

对于逆过程(Cu．MT的金属释放)，我们在Cul2．MT基底上进行实验。通

过在SECM探针上施加电位氧化溶液中的对苯二酚，产生旷增大局部区域内溶

液酸度，使MT释放铜离子，再次发生构型变化，导致SPR角度发生偏移(如

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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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实时SECM．SPR检测SECM探针处氧化质子化试剂释放质子诱使基底固定的MT

释放金属的过程，图中SECM探针，Cu2+，MT分子和激光束并未按比例绘制，同时，绘出

了apo-MT和MT分子的a、13结构域

Fig．2一l l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eal-time SECM-SPR monitoring ofmetal release from

immobilized MT molecules caused by protons generated froma redox reaction(e．g．，hydroquinone

oxidation)at the SECM tip，for clarity,the SECM tip，Cl广ions，MT molecules and the laser

beam are not drawn to scale，conformations of apo-MT and MT molecules 1jlrim Q and B domains

are presented．

实验中，SECM探针处电化学氧化对苯二酚HQ，同时引起基底上发生如下

反应：

sEcM探针： 席。弋>鲫+。◇。+四++如 反应(2-4)

SPR基底：H++cul2-MT-Au专仇2++吼-MT—Au 反应(2—5)

氧化对苯二酚，释放质子(见反应2．4)，这使SECM探针／SPR基底间隙内

的pH值剧烈变化。由于强酸环境能使MT脱去已结合的金属【68,85】，那么组装在

SPR基底的MT分子的结构将发生变化，从而使SPR共振角位移发生变化。

2．)SECM．SPR测量预处理

通过循环伏安法在对苯二酚(HQ)溶液(5．0 mmol·L．1 HQ+0．1 tool·L-1 NaCI

溶液)中测得HQ的氧化还原电位(如图2．12)，确定探针上施加的HQ氧化电

位(0．7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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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Z U．4 0．b 0．B 1．0

ⅣV Vs．A∥AgCI

图2．12金盘电极在对苯二酚溶液中(5．0 mmol·L-1 HQ+O．1 tool·L_1 NaCI溶液)的循环伏安

图，扫描速率为O．1 v·s-1，箭头表示扫描方向

Fig．2-12 cyclic voltammogram ofgold electrode in hydroquinone solution(5．0 mmol·L1 HQ+0．1

mol·L1 NaCl solution)，scanning rate is O．1 V‘S～，arrow shows the scanning direction

在修饰好MT的金膜后，吹干并装池，再用GlyoHCl(pH--2)对固定在金

膜上的MT进行洗脱，去除MT中的金属离子(Z112+)，随后，用大量二次水和

NaCI溶液洗去Gly-HCI，最后，在电化学池中加入己除氧的CuS04溶液，使

apo．MT与Cu2+充分结合，形成Cul2．MT，整个过程要在氮气氛围内完成。

随后，向电解池中注入刚配好并已除氧的HQ溶液。待状态稳定后，在0．7 V

电位下氧化对苯二酚生成对苯醌，在探针上生成的质子扩散至IJSPR基底，增加了

探针下方局部区域内的酸度，即降低了该区域内的pH值，使MT分子释放金属离

子，MT发生的构型变化用SPR检测。实验在室温下氮气氛围内完成。

3)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如图2．13所示。空白组实验是在不含对苯二酚HQ的溶液条件下

获得的，数据见图2．13a、b中曲线2，可见此时，探针上没有H+释放时，施加

电位前后SPR信号基本保持恒定。

图2．13a中的曲线l对应了组装了Cul2-MT的SPR基底上方SECM探针电

化学氧化对苯二酚HQ的多步阶跃电流一时间图。与之相应的是图2．13b中的曲线

l，即在探针上开始施加电位后，SPR信号渐渐开始变化并且电位停止后(100 s)，

SPR信号仍在变化，直至达到最终的稳定状态，整个过程中出现两个中间平台。

与空白组实验数据对比可知，曲线1即为探针电化学生成质子诱导MT分子释放

金属过程中产生的SPR信号。

对图2．13a中的曲线1进行积分(d=5 Van)，得到探针处生成的质子的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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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1．8 pmol，pH值接近1．4。尽管这个值略高于在溶液中得到apo．MT的酸度

(pH-一0．5)IS6】，但从实验数据推测，表面固定的Cul2．MT脱去金属的最终稳态

很可能是apo-MT，因为图2．13b中的曲线l的SPR信号净变化(~0．0094。)与

图2．9b中的曲线1的SPR信号净变化(~0．0085。)非常相似。而且，由图2．13b

的曲线l可知，在SECM探针上已不再生成质子之后(100s之后)，SPR信号

仍在变化。由Cul2-MT到apo．MT的变化持续了超过200 S，这远远长于apo．MT

捕获探针产生的Cu2+所需要的时间(-100 s)。由此可知，质子引起MT释放金

属所需的时间要比apo．MT结合金属要长一些，不过，由图2．13b中虚线箭头所

示，两个中间平台相对窄些，可推知，在酸性环境下，中间态的结构稳定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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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组装了Cul2-MT的SPR基底上方SECM探针在0．7 V电位下10 mmol·r1 HQ+50

mmol·r1NaCl溶液中测得的多步阶跃I-t曲线(a图中曲线1珈在不合HQ的50 mmol·l。1NaCl

溶液中测得的多步阶跃I-t曲线(a图中曲线2)，电位由0．2 V阶跃至0．7 V，及与其相应

的SPR共振角位移．时间图(b图)，实验中d约为5岬，b图中实线箭头指示电位阶跃起

始处，虚线箭头表示SPR共振角位移．时闻曲线中出现的两个中间平台。

Fig．2-1 3 Chronoamperomograms recorded at SECM 6pS positioned over SPR substrates covered

with Cut2-MT in 10 mmol。l-l HQ啼50 mmol·r1NaCI solution(curve 1 in panel a)and 50

mmol·l_NaCI solution without HQ(curve 2 in panel a)，the potential WaS stepped from 0．2 to 0．7

V，the corresponding SPR dip shifl-thne diagrams are shown in panel b，d“5 tan，the solid arrow

in panel b shows the end of the potential step and the dotted arrows indicate the two intermediate

plateaus observed in the SPR dip shift‘’time curve

图2．13b中曲线2对应的是基线(即对照试验数据)，排除小于基线噪音信

号标准偏差三倍(30)的信号(~0．001。)，则相对较大的角度变化信号(如图

2．13b中，在250 S处的平台信号)不作Cu．MT中间态信号考虑。图2．13b中的

两个中间态平台已经重复实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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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小结

SECM．SPR检测中，表面固定的apo—MT与铜离子结合得到Cul2-MT过程中，

随着结合数增加，Cux．MT构型也发生变化，其中经历了三种稳态结构。并且，

在结合数为12后，SPR信号不再发生变化，此时MT达到饱和。微区内，过量

的铜离子不会对SPR信号产生影响。

铜离子与MT结合过程中的三种稳态结构对应的Cux．MT分子中Cu含量x

分别为5、9、12。并且，得到三种稳态产物(Cu5．MT、Cu9．MT和Cul2．Mr)的

反应速率不同，大小顺序依次为apo．MT---'-Cu5一MT>Cu5一MT---'-Cu9．MT>Cu9．MT

—CUl2-MT。

对于逆过程，即Cul2一MT释放铜离子实验，我们发现微区内氢离子浓度增

大时，表面固定的Cul2-MT分子即开始释放铜离子，在探针上氢离子停止产生

后，MT的铜离子释放过程仍在进行，整个过程也出现了三种稳态结构。不过，

释放过程中的中间态历时较短(中间平台较窄)，可见，酸性环境下，中间态的

结构稳定性较差。并且，释放铜离子过程中得到的最终产物很可能是apo．MT。

将两个过程进行比较发现，仇扩胛—_印D．MT的变化持续了超过200 S

时间，而其逆过程apo．脚叫鼠，．MT仅经历了100 S，可见，质子引起MT

释放金属所需的时间比apo—MT结合金属要长。

综合分析两个过程所得结果，可以说明SECM．SPR联用技术研究MT与铜

离子相互作用模型可行，SECM—SPR联用技术可用于研究生物分子的键合和解离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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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引言

第三章硫蛋白与H92+的相互作用研究

汞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人体非必需元素。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它在

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从而汞对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危害也越来越大。汞

在自然界有三种存在形式：即元素汞(Hg)、无机汞(H矿、H矿)和有机汞。
各种形态的汞及其化合物都会对机体造成以神经毒性和肾脏毒性为主的多系统

损害。

汞及其化合物能够产生广泛的毒性效应，总体上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汞

(甲基汞)具有很强的亲巯基性，能够与体内众多富含巯基的膜蛋白相结合，影

响蛋白功能，从而导致多系统发生毒性效应【87】。大量的生物毒性试验证明，当汞

离子与生物大分子上的活性点或非活性点位结合后，可以改变生物大分子正常的

生存和代谢功能，使生物体表现为中毒现象，甚至死亡【88】。虽然生物体内含有金

属硫蛋白及类金属硫蛋白，其半胱氨酸上的巯基对汞有很高的亲合力，能够牢固

地结合大量汞，起到重金属解毒作用，但生物体对汞的积累能力是有限的。当他

们摄入的汞过量，蓄积能力饱和后，就会发生“溢出”现象，生物体开始发生病

变。

目前为止，Hg-MT键合特性的研究仍以光谱法(紫外．可见吸收和圆二色谱

法)[56,90,93,95,101】为主，检测到几种Hg-MT的结合数，并讨论了H孑+结合MT过

程中H孑+与MT结合时间和配离子存在等因素的影响。Hg．MT的电子光谱数据

显示HgT-MT中Hf+与结合位点呈类四面体的几何构型【89】。随后Johnson和

Armitage的紫外光谱数据说明H孑+滴定Cd7．MT过程中，最初H矿以四面体结
构占位，当Cd．MT与H矿结合数超过4，则以直线型结合。x射线吸收研究显

示，HgTMT中Hg-S键长有2．33 A和3．4 A两种，H矿以变型四面体结构结合即’
91】。而扩展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法(extended X-ray absorption fine structure，

EXAFS)检测H97MT得出Hg-S键长为2．42 A，H矿与巯基以三配位结合【叼。

Leiva等的光谱滴定数据显示，在pH=3时，汞过量时，产物为H918-MT[95】。而

pH=2时，Lu和Stillman的CD光谱数据显示Hg／MT比例不同，配位结构也发

生变化，并且两者配比在7时出现一个吸收峰，在8．14为平台，到18时，又出

现一个吸收峰，说明7时的四面体配位结构变为ll时的三角型结构又变为18时

的对角型结构[90,93】。

本章，我们将已建立的SECM．SPR研究Cu-MT模型应用于apo．MT与H矿



的结合过程，探索界面上Hg-MT的结合性质，即将SECM探针上预沉积的汞氧

化溶出H矿，ng+扩散到SPR基底，并与基底上的apo．MT结合，诱导MT发
生构型变化，从而产生SPR角度偏移。

3．2实验部分

3．2．1实验试剂及材料

实验所用试剂及材料如表3．1所示：

表3．1实验试剂及材料

Tab．3—1 The chemicals and materials

—————-———_--————————_———————●———_———————●-——-———————_—一
名称 分子式

分子量
纯度 产地

／(g／m01)

硫酸

30％过氧化氢

盐酸羟胺

Sulfuric Acid H2s04

Hydrogen Peroxide H202

Hydroxylamine

HoNH3C1
Hydrochlorid

Potassium

98．08

34．01

69．49

优级纯 焦作市化I---"厂

分析纯 上海桃浦化工厂

分析纯
湖南高纯化学试

剂厂

铁氰化钾 HeXacy孤。f．钮．ate K3【Fe(QD6】 329．25 分析纯
湖南’湘中地质

(Ⅱ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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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实验条件的优化

3．3．1 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实验条件的优化

1、l溶液中apo—MT的制备

本实验所用的脱金属硫蛋白(apo．MT)是通过冷冻分离机结合Microcon

YM．3离心超滤膜分离MT而得到。实验中选取Microcon YM一3 3 KDa型号，大

于3 KDa的物质将留在膜的上方，即上清液中，Zn．MT中的Zn将沉积在下清液

中。

首先调试好冷冻离心机为最佳分离条件，取300 uLMT溶液于装有分离膜的

离心管中进行分离，第一次加入HCI溶液(pH=2)200 uL，重复五次，去除MT

中金属离子，得到apo．MT。然后再向apo—MT中加入HCI溶液至总体积约500uL，

待用。其中所有的溶液都通N2以除去溶液中的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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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溶液中apo．MT的定量

DTNB作为巯基试剂(Ellman氏试剂)，与硫醇存在如下反应：

211廿'giltt

叫≮≯一弋≯N4
_('酣 "coo。

R一8一s仓N02秘。即。tiltI
’

0017"

图3-1 Ellman，S试剂与硫醇的反应示意图‘115】，其中pH>7．3，产物TNB2．在412 11111处有强烈

的吸光效应

Fig．3-1 Reaction ofa mcrcaptan with Ellman’s reagent，yidding a mixed disulfide and one

equivalent ofTNB2-．The molar absorptivities(e412)all refer to pH>7．3[H5】

反应中1分子硫醇引起1分子硝基苯甲酸(TNB2。)的释放，后者在412 am

波长处有强烈的光吸收，可利用此性质对通过绘制半胱氨酸溶液的浓度．吸光度

标准曲线，可以对溶液中的MT进行定量。

配一系列浓度的半胱氨酸溶液，并分别加入过量的DTNB，调节pH值>7，

待反应完全(约15 min)后，利用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进行检测(扫描范围为

190--,500 nm)。在412 nm处测得吸光度值，如表3．3所示：

表3．3不同巯基浓度与DTNB反应在412 n／n处的吸光度值

Tab．3—3 Relationship between UV absorption and sulflaydryl ofdefferen kinds ofconcentration

由表3．3数据得如下A"CsH巯基标准曲线(如图3．2)：

43



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硫蛋白与H孑+的相互作用研究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CsH／¨mol‘L．1

图3-2巯基浓度的标准曲线图

Fig．3-2 Standard curv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sulfhydryl

在相同条件下将本实验所用apo．MT溶液与过量DTNB充分反应，测得吸光

度值为1．02(三次平行实验取均值)，已知1 mol apo．MT含有20 mol半胱氨酸，

则由标准曲线计算出本实验中apo．MT的浓度为216．4岬ol·L-1。
3．3．2 SECM．SPR检测法试验条件优化

1．)汞溶液的选择

尽管在低pH值并有氯离子参与条件下，H矿与MT的结合能力十分突出[94，

951，但在电化学氧化汞至H矿过程中，氯离子的加入极易促成Hg÷产生，得到甘
汞沉淀[96,97】，而使ng+溶出过程很难定量。因此我们选用HN03+Hg(N03)2溶液

体系(5．0 mmol·L．1 Hg(N03)2-10．01 mol·L．1 NaN03+HN03溶液，pH=2)。

2)电极材料的选择

由于汞能与很多金属结合(汞齐化)而成汞齐。因此预沉积汞的电极材料将

会影响汞在阳极的氧化溶出。

分别将金盘电极和铂盘电极置于Hg(N03)2溶液(5．0 mmol·L．1 Hg(N03)2

+O．01 tool·L-1 NaN03+HN03溶液，pH=2)中，在．0．2 V电位下沉积汞，将电极取

出，用二次水冲洗干净，放入0．01 mol·L．1 NaN03+HN03溶液(pH=2)中，以线

性扫描伏安法释放H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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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预沉积不同量汞的金盘电极(a图)和铂盘电极(b图)在0．01 mol·L．1 NaN03+HN03

溶液(pH=2)中的线性扫描曲线，预沉积汞的量由下至上依次增大，扫描速率为O．1 V·s-1

Fig．3—3 Linear sweep voltammogram of gold(panel a)and platinum(panel b)electrode in 0．01

tool·L1 NaN03+HN03 solution QH每2)，Hg predeposited on the electrodes are of inereasing size

from lower to upper,scanning rate is 0．1 V·s-l

比较图3．3中a、b两图可知，与铂电极相比，金电极与汞的汞齐化作用明

显，使汞在电极上的氧化溶出过程较为复杂，这可能会使随后的SECM．SPR检

测结果复杂化。因此，选铂电极为工作电极。同时，由于铂电极上汞的氧化很剧

烈，为避免汞的释放速率过快，局部区域内汞离子浓度增幅过大，而对SPR信

号产生影响，将扫速降为0．001 V·S一。

3)铂探针的预沉积

'∞

1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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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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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

u．口0．2 0．4 0．6 uo 1．u

E，VⅦ．Ag／AgO

图3_4 sECM铂探针在Hg科03)2溶液中(5．0 mm01．L．1 Hg(N03)2+O．0 1 tool·L．1 NaN03+HN03

溶液，pH=2)的循环伏安图，扫描速率为O．1 v．s．1，箭头表示扫描方向

Fig．3—4 cyclic voltammogram of SECM Pt tip in Hg(N03)2 solution(5．0 mmol·L．‘Hg(N03h+

0．Ol mol·L．1 NaN03+HN03 solution，pH=2)，scanning rate is 0．1 V·s-1，arrow shows the scanning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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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Hg(N03)2溶液(5．0 mmol·U1 Hg(N03h+0．01 mol·L_1 N帕+HN03溶液，
pH=2)的循环伏安曲线(如图3-4)，确定汞的沉积电位(-0．1 V)，汞氧化的

峰电位为o．56 V，则可以确定H孑十溶出时线性扫描伏安法的电位扫描范围

(O．3~o．7 V)。

将直径为10岬SECM铂探针置于Hg(N03)2溶液(5．0 mmol·L-1 Hg(N03)2

+O．01 mol·L-1 NaN03+HN03溶液，pH=2)中，在．0．1 V电位下电化学沉积汞，以

沉积时间为变量。沉积汞后，迅速将铂探针从H孑+溶液中取出，并浸入o．01 mol·L-1

NaN03+HN03溶液(pH=2)中以免探针上的汞与沉积溶液中的H矿发生歧化反
应【96】：

豫+玩2+专2磁+ 反应(3-1)

4)探针向基底的逼近

固定加载了SPR基底的棱镜与聚四氟乙烯电解池【121，调整电解池和微电极

探针位置，使微电极探针处在激光光斑上方。然后向电解池中加入1．0 mmol·L『1

MVCl2+10 mmol·L_1 NaCl溶液，通过控制SECM探针上MV2+还原的反馈电流

实现探针向基底表面逼近，终点电流比率为75％。当达到探针／基底的最适距离

(d~9岬)时，将MVCl2+NaCl溶液用移液管移出，冲洗电解池。
随后，向电解池中注入GIy-HCl(pH=2，Gly 100 mmol·L．1)缓冲溶液洗脱

固定在SPR基底的MT分子中的金属离子。随后用去离子水冲洗电解池，并注

入0．01 mol·L-1 NaN03+HN03溶液(pH-2)。待状态稳定后，采用线性扫描伏安

技术在SECM探针上施加电位，扫描范围为(O．3～0．7 V)，扫速为0．001 V·s-1，

同时用SPR检测基底上共振角位移的变化。实验在室温下氮气氛围内完成。

3．4结果与讨论

3．4．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检测apo．MT与H孑+的结合

依次取不同体积的1．52 mmol·L-1的HgCl2溶液加入10此apo—MT溶液中再

定容至200“L，得H孑+／apo—MT分别为l、3、5、7、10、15、18、19、20、40、
60、80、100、120、130、160的混合溶液，10 min后，进行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法检测(如图3．5、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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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apo-MT与ng+结合的紫外光谱图，图中，A、B、C分别为apo-MT溶液、H902

液和apo-MT与H92+结合的紫外吸收曲线，其中7k“／7‰一胛≈120
Fig．3—5 UV absorption spleI曲舳of Hg-MT，A，B，C correspond to apo-MT，HgCl2 and Hg-MT，

respectively

图3．5是apo．MT与H矿结合的紫外光谱图。可见，在200,-,260 nnl波长范

围内，Hf+存在强烈的紫外吸收，而在270,-,380 nln波长范围内，apo．MT与H矿

均没有特征吸收，Hg-MT在300 nin附近显示出Hg．S键的特征吸收峰。我们选

定此范围进行检测。

由图3．6a、b可见，当apo．MT与H孑+结合数达到7之前，Hg-S键的特征吸

收峰在3 10 am波长处，并随H孑+的量的增大而升高。但当咋矿／‰护胛≥10时，
在310 Bin处已观察不到特征吸收峰，270,-,380 nnl波长范围内紫外信号已呈直线

型。而文献数据(如图3．6c)，当刀矿／铀为10时，在310 nm处Hg-S键的

特征吸收峰已不明显；当刀驴／7k胛为14时，难以分辨此处的吸收峰，紫外信

号呈直线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刀矿／铀≥10时，MT中Hg-S键
由类四面体结构转变为平面三角型结构，并最终转变为对角型结构【56'89母3，95，1011，

这一过程中，Hg-S键的紫外特征吸收峰已经发生蓝移，而与H矿的特征吸收峰
发生重叠难以分离，或已经超出紫外可见光谱检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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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不同量的H92+与apo-MT结合的紫外光谱图，图a中，由下至上，刀驴／吃舢≈l、
3、5、7、10、15、18、19、20；图b中，由上至下，哆矿／吃M≈40、60、100、120、
130、160；图c为文献资料嗍，从左至右分别为兔肝apo．MT 2、兔肝apo-MT l、鼠肝apo-MT

1与10、11、12、13、14、15、16、17、18倍H92+结合的紫外光谱数据

Fig．3—6 UV absorption spectrum of Hg—MT，in panel a，from lower to upper,以驴／‰州盯≈1，
3，5，7，lo，15，18，19，20；in panel b，from upper to lower,啤矿／哳≈40，60，100，120，130，
160；panel c is from ref．90，from left to right，the MTsused ale rabbit apo-MT2，rabbit apo-MTl，

rat apo—MTl，respectively,the amount ofrigz+is 10，11，12，13，14，15，16，17，18 timesofMT

可见，应用传统的紫外可见光谱滴定法较适合检测小剂量Hf+与apo—MT的

结合作用，而在H孑+浓度较大时，则存在一定的局限。

3．4．2 SECM．SPR检测apo．MT与ng+的结合

1)SECM—SPR检测MUA基底上ng+的释放

实验中，先在仅组装了MUA的金膜上进行H孑+释放的SECM．SPR实验，

以获取对照实验数据。完成探针向MUA SAM基底的逼近后，向电解池中加入

0．01 mol·L-1 NaN03+HN03溶液(pH=2)，当实验状态稳定，即SPR基线平稳时，

利用线性伏安扫描法氧化溶出Hg+，同时记录SPR共振角位移变化曲线(如图

3．7)，对照实验条件为未沉积汞的探针在MUA SAM基底上的释放。

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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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中，SPR基线稳定后，开始施加电位时SPR信号并不发生改变，当

电位升至约o．5 V时，随着H孑+的溶出SPR信号开始增大。但是当汞完全溶出

后，基底的SPR信号达到峰值，随后又慢慢回落到基线的位置，并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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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铂探针上溶出的H92+的量与其在MUA SAM基底土产生的SPR信号峰值关系图，插

图为线性拟合信息，实验中d约为9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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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上预沉积不同量的汞在MUA SAM基底上释放，可得到一系列形状相

似的SPR信号图，并且SPR信号峰值的大小与汞的释放量存在以上线性关系。

可见，在基底上，MUA SAM对H92+并没有吸附或结合作用。在H92+溶出

阶段，SPR信号的增大是由于探针与基底间微区内H矿的溶出速率大于H92+向

外扩散速率，而使微区内H92+浓度不断增大，溶液折射率发生较大改变所致；

当汞完全氧化后，H矿的量不再增加，而H92+的向外扩散运动仍然继续，微区内
H92+浓度开始慢慢减小，使溶液折射率较之前发生相反变化，SPR信号则逐渐减

小，直至扩散平衡。而对整个电解池(容积约1．5 mL)内溶液而言，探针上溶

出的H92+的量(pmol级)所能引起的溶液折射率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则微区内

外H92+扩散平衡时，SPR信号最终回落至原点。

2)SECM—SPR检测apo—MT与H矿的结合
实验时，先在SECM探针上预沉积汞，再进行SECM．SPR实验。在d距离

处，在探针上阳极氧化的汞离子迅速扩散到SPR基底，并与apo—MT分子结合，

产生MT膜的折射率发生变化，通过记录SPR共振角位移变化可以实现对

apo．MT捕获Hg+过程的检测。

以上过程中，SECM探针和MT覆盖的SPR基底上发生如下反应：

SECM探针：Hg一2e一一H92+ 反应(3-1)

SPR基底上：xHg“+apo-MT·Hg,一MT 反应(3—2)

由于H孑+与apo．MT的结合能力很强，反应(3．1)中生成的H92+到达SPR

基底后即与apo—MT结合(如图3．9)。

对照实验是未沉积汞的探针在apo—MT基底上进行线性扫描时测得的电化学

和SPR信号(如图3—9a、b图中的曲线2)。

对图3．9a进行积分，得到此时探针上释放的H92+约为2．6 pmol，则

刀驴／铀约为18，此时，SPR检测到A0约为0．011。，由于MUA SAM对

H矿并没有吸附或结合作用(经1)部分内容论证)，则△o完全由apo—MT结合

H92+引起。但是，同apo．MT与Cu2+结合过程有所不同，由于微区内瞬间H矿

的浓度增大引起的折射率变化掩盖了部分"apo．MT与H92+的结合信息，我们无法

检fltlN--者结合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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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铂探针上汞的线性伏安扫描曲线(a图曲线1)和与之相应的apo．MT基底上SPR共

振角位移一时间图(b图曲线1)，图a、b中曲线2为对照实验数据，实验中d约为99m，

图a中扫速为0．001 V·s-1，箭头表示扫描方向，图b中箭头表示此时探针上开始施加电位

Fig．3-9 Linear sweep voltammogram of Hg On Pt tip(curve 1 in panel a)and the corresponding

SPR dip shift-time diagrams of apo—MT substrate are shown a8 Gurvo 1 in panel b，CUI'Ve8 2 in both

panel are control experiment，d≈9 run，scanning rate is 0．001 V·s．1，the ari'ow in panel a shows the

scanning direction，the ari'ow in panel b indicates the start time of stripping

图3．10是采用原位多次释放H矿的方法，得到apo．MT累积结合Hg+的终
态结构变化信息。可见，在apo．MT与H矿结合数达到8时，MT基底上产生了

约为0．007。的SPR信号变化。在apo．MT与H矿结合数达到18之前，探针上
继续释放H矿，SPR共振角位移逐渐增大，但增大的幅度明显降低，可推知，

此时MT与H92+结合的键合情况已有所不同。当apo．MT与Hg+的结合数达到

18时，SPR共振角位移增加至0．01 1。。而继续释放小剂量的H矿至微区内

以矿／‰俨胛约为73时，SPR信号并不发生变化，可见此时MT已达饱和状态，
构型稳定。而当微区内咋矿／％扩御已累积达到120时，SPR信号大幅增大，SPR

信号在0．040。处保持稳定，与MT的饱和结构相比较，此时产生A0净变化约

0．028。。可见，此时基底上MT构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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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apo-MT基底上原位多次释放H孑l得到的二者结合终态的SPR共振角位移．时间图(a)

和对应的SPR共振角位移-咋矿／‰扩柳关系图(b)，图a中，apo-MT基底上累积释放

ng+数分别为4、8、10、17、18、20、73、120、240倍apo．MT的量，实验中d约为9岬，

线性伏安扫描法的扫速为0．001 V·S-l，图中箭头表示探针上开始施加电位的时间

Fig．3-10 Relationship between SPR signal of apo-MT substrate and time when Hg”stripped in

situ(panel a)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SPR signal and以驴／‰妒^盯(panel b)，in panel a，the

amount ofH92+accumulated is 4，8，10，17，18，20，73，120，240 times ofthe amount ofapo-MT，

respectively,d≈9 tun，scanning rate is 0．001 V+s-1，arrows show the start stripping time

在最后一次原位释放H92+(此次释放中k／铀约为120)过程中，发
现基底上SPR信号出现三角峰，即SPR共振角位移变化仅体现微区内H矿溶出
和扩散过程的信息，而SPR信号稳定后，释放前后△O保持不变(见图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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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apo-MT基底上原位释放H92+达的120倍apo-MT的量后，继续释放H92+产生SPR

共振角位移一时问图，本次释放H92+达的120倍apo-MT的量，实验中d约为9 gm，线性伏

安扫描法的扫速为0．001 V·s-1，图中箭头表示探针上开始施加电位的时间

Fig．3-l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R signal of MT substrate and time when H矿stripped in situ，

the amount of H92+has bccn stripped is 120 times of the amount of apo-MT，and the amount of

H92+this time is 120 times ofthe amount ofapo-MT also，d“9岬，scanning rate is 0．001 V·s-1，

arrows show the start time ofstripping

已知MT的等电点pH=3．叫．6，在pH=2时，MT带有少量正电荷。在MT．Hg
结合数少于18时，由于MT上的巯基对H孑+有较强的结合能力，H矛+优先与巯

基活性位点相结合。当MT达到饱和后，巯基不再结合H孑+，并且由于MT带

有部分正电荷，对金属离子存在一定的静电排斥作用，周围环境中存在的少量的

游离H孑+不易与MT上的其他活性位点(如氨基)[98-100]结合，因此对MT尚不

构成毒性伤害。但是当n92+浓度达到100倍MT浓度时，大量的H矿+将MT包

围其中，增大了H矿与MT中的其他活性位点接触的机会，而易于发生结合作
用，从而使MT的结构开始松散，其稳定性变差，并最终结构坍塌，发生不可逆

变性。

3．5小结

通过紫外光谱滴定法研究apo．MT与H矿+的结合的实验数据，以及参阅文献

数据可知，传统的紫外光谱滴定法较适用于apo．MT与小剂量H矿的结合作用研
究，H矿浓度较大时，则存在一定的局限。

SECM．SPR实验中，我们发现汞离子溶出过程会引起溶液折射率发生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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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产生较大的SPR信号掩盖了apo．MT与H孑+结合的动态过程。但是在原

位多次释放H92+检测中，我们得到apo．MT累积结合H矿的结构变化信息。在
apo．MT与H92+结合数达到18时，MT即达饱和状态，共产生0．01 1。结构变化。

而当微区内聆驴／铀累积达120时，SPR信号陡增至0．040。，此时基底
上MT结构坍塌，发生变性。

比较本实验所用两种方法可以得出，SECM．SPR联用技术在研究生物分子与

金属离子相互作用方面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结论

第四章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SECM．SPR联用技术实时检测表面固定的硫蛋白与铜离子相

互作用模型。拓展了SECM．SPR联用技术在无电化学活性生物分子的键合和解

离反应领域的应用。

实验中得出结论，应用SECM．SPR技术研究金属蛋白质与金属离子相互作

用，不但可以对作用过程进行实时在线的快速动力学研究，还可以避免传统光谱

滴定法的某些固有局限，如光源的波长范围、实验体系中参与反应物质产生的光

信号干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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