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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卤化物在生物圈内广泛存在, 许多天然卤化物广泛应用在药理学领域。根据催化机理, 催化形成C-X 键的

卤代酶( halogenases ) 主要分为两大类型:卤代过氧化物酶(haloperoxidases) 和黄素依赖型卤代酶

( flavin-dependent halogenases) , 另外还有非血红素Fe ( Ⅱ )&#1089839;α-酮戊二酸盐依赖型卤代酶

( non-heme FeII&#1089839;α-ketoglutarate
( aKG)-dependent halogenases) 、甲基卤代转移酶(methyl halide transferases) 和氟化酶

(fluorinases ) 等。本文综述了目前已知的卤代酶的发现、分子作用机制和生物催化潜力。近年来, 卤代酶在生
物卤化过程中的重要生物学功能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利用组合生物合成、定向进化等现代生物技术合成有价值
的天然卤代衍生物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卤代酶   生物卤化   卤化物    
分类号 

Q 55

  
DOI:  10.3724 SP.J.1143.2009.08218 

 

通讯作者: 
 
作者个人主页: 耿召良1 ; 2 ; 3 ; 王浩鑫1 ; 赵沛基1 ; 郝小江1 ; 曾 英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