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繁体 | RSS | 网站地图 | 收藏 | 邮箱 | 联系我

们

首页   新闻   机构   科研   院士   人才   教育   合作交流   科学普及   出版   信息公开   专题   访谈   视频   会议   党建   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科研 > 科研进展

天津工生所碱性果胶酶高效胞外表达研究获进展

  文章来源：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4-09-12 【字号： 小  中  大 】 

  碱性果胶酶（Pectate Lyase, PL, EC 4.2.2.2）催化多聚半乳糖醛酸裂解α-1,4-糖苷键，产生短链的不饱和

寡聚半乳糖醛酸，广泛应用于棉织品前处理，食品加工，植物（麻类）纤维脱胶，污水处理和造纸制浆等加工过

程。近年来，其作为生物精练或者脱胶助剂在麻类脱胶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碱性果胶酶的大规模生产却受

到低表达、低产率和高费用等因素的制约，限制了该酶在脱胶工业的广泛应用。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宋江宁研究员带领的结构生物信息学与整合系统生物学研究组近年来针对

如何提高碱性果胶酶产量的这个关键环节，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开发了一套经济效益高、过程控制简便、适应

工业化大生产要求的重组大肠杆菌高产碱性果胶酶的发酵工艺。该工作中，通过控制细胞比生长速率，建立了多步

甘油补料策略，实现了大肠杆菌的高密度培养，能够有效地控制细胞生长和减少代谢副产物乙酸的产生，最终产酶

水平和生产速率分别高达4475 U/mL和17569.7 U/g/h，为公开报道的最高产量和产酶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

图）。此外，为了减轻诱导物IPTG对细胞的毒害作用，并进一步降低碱性果胶酶的生产成本，该工作还开发了采用

温和、连续的乳糖补料策略代替昂贵的IPTG进行诱导，胞外和总产酶水平亦可分别达到4478和5337 U/mL。 

  该研究表明，诱导温度对重组大肠杆菌产酶过程中的胞外分泌能力有显著影响；诱导剂（包括IPTG和乳糖）浓

度也对重组大肠杆菌的表达和胞外分泌能力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对这些条件的优化，可以实现碱性果胶酶的最优产

量。该研究成果也对其他工业酶的重组工程菌规模化生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研究成果发表在SCI杂志Bio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上，天津工生所结构生物信息学与整合系统生物学

研究组科研助理王辉林和李小曼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择优）、中国科学院知

识创新工程项目（KSCX2-EW-G-8）和天津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0ZCKFSY05600）的资助，并已申请1项国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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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酶过程曲线细胞浓度(■)，胞内酶活(▲)，胞外酶活(▼)，酶分泌能力(□)，以及总酶活 (●)，培养温度

30°C，IPTG诱导浓度0.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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