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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地所人血清蛋白与不同形态锑的络合作用研究获进展

  文章来源：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04-23 【字号： 小  中  大 】 

锑（Sb）污染是我国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Sb能够通过饮用水、呼吸作用及食物链等途径进入人体，并不可避

免地与血液中的人血清蛋白（HSA）发生作用，从而对人体健康带来巨大危害。Sb对人体构成的危害程度取决于其存

在形态及其与HSA的络合强度。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潘响亮研究员团队应用三维荧光光谱技术研究了三种不同形态的Sb的化合物

（包括酒石酸锑钾、三氯化锑和焦锑酸钾）与HSA的络合作用。 

研究发现，上述三种形态的Sb均能有效淬灭HSA的荧光(见下图)。荧光淬灭滴定实验研究得出，酒石酸锑钾、三

氯化锑和焦锑酸钾与HAS的络合常数[Kb（×104/M）]分别为：0.02-0.07，3.55-5.01，0.07-1.08。对于三氯化锑而

言，HSA具有一组独立的Sb结合位点，而对酒石酸锑钾和焦锑酸钾，HSA具有多组Sb结合位点且多位点之间具有负向

协同作用。综上研究得出，HSA与三种不同形态Sb的络合能力依次为：三氯化锑＞焦锑酸钾＞酒石酸锑钾。该研究成

果有助于深入了解Sb对人体产生毒害的作用机理。 

研究结果于近日发表在Journal of Luminescenc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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