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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蛋白酶在洗涤剂、制革、丝绸、饲料、医药、食品、环保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具有重要

的工业和经济价值。在筛选新型蛋白酶产酶菌株方面, 近年来已报道了具有较高 pH 适应性的碱性

蛋白酶, 碱性弹性蛋白酶, 水解多种底物的碱性蛋白酶, 具有耐热、耐表面活性剂、耐氧化剂等特

性的碱性蛋白。新型碱性蛋白酶的研究对新产品开发及催化机制等领域的认识均有重要意义。 

本刊 2011 年第 2 期刊登了黄继翔的文章“产碱性蛋白酶芽孢杆菌的鉴定”[1]。作者对采集自江

苏徐州地区屠宰场、垃圾填埋场、农村堆肥土壤的 130 份样品, 通过比较其在碱性蛋白平板上产生

的蛋白水解圈直径, 进行了产新型碱性蛋白酶芽孢杆菌的筛选鉴定工作, 并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

了初步研究。分离筛选到一株产碱性蛋白酶的淀粉液化芽孢杆菌(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其发

酵液上清对多种底物均有降解效果, 包括难降解的角蛋白, 对胶原蛋白的水解度显著高于牛乳酪

蛋白、牛血清白蛋白等常见底物, 该酶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近年来作者对其进行了产酶条件优化, 酶活提高了约 2.4 倍。发酵液经初步纯化后, 确定为一

种蛋白酶, SDS-PAGE 显示分子量约为 53 kD, 与常见的枯草芽孢杆菌蛋白酶(30 kD 及以下)在分子

量上有明显差别。其最适 pH 10.0, Cu2+、Ag+离子抑制其酶活, Mg2+、Ca2+、K+提高其酶活, EDTA

和 PMSF 抑制其酶活, 初步确定为丝氨酸蛋白酶。B. amyloliquifaciens HFBL079 所产胞外碱性蛋白

酶在底物特异性、酶切位点特异性上与常见的 Subtilisin 类型蛋白酶有所差异, 具有特殊性。建议

作者通过对该酶基因克隆和序列分析进一步了解该酶, 研究催化机理, 利用其特性进行产业化应

用研究。 

我国在选育特异性碱性蛋白酶产生菌、低温碱性蛋白酶产生菌、耐高温碱性蛋白酶产生菌等

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年来从海洋和特殊环境微生物中也获得了特异活性的碱性蛋白酶[2−3]。在

特异性碱性蛋白酶应用方面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4−8], 为蛋白酶的应用开拓了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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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书写规范 

专论与综述论文的撰写要点 

专论与综述是本刊重要栏目之一, 主要反映国内外微生物学及相关领域学科研究最新成果和进展, 

其内容要求新颖丰富, 观点明确, 论述恰当, 应包含作者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见解。因此, 作者在动笔之

前必须明确选题, 一般原则上应选择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专题进行论述。围绕专题所

涉及的各个方面, 在综合分析和评价已有资料基础上提出其演变规律和趋势, 即掌握其内在的精髓, 

深入到专题研究的本质, 论述其发展前景。作者通过回顾、观察和展望, 提出合乎逻辑并具有启迪性

的看法和建议。另外, 作者也可以采用以汇集文献资料为主的写作方法, 辅以注释, 客观而有少量评述, 

使读者对该专题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个全面、足够的认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 我刊要求作者投稿时在正文前写上主要作者的简介, 并指出自己的工作

(已发表的文章)在综述中的体现，同时请在稿件中用不同颜色标出来。(2) 在专论与综述中引用的文献

应该主要是近 5 年国内外正式发表的研究论文, 引用文献数量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