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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多酚氧化酶特异性与抑制剂动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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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金银花多酚氧化酶底物特异性和不同抑制剂的抑制效应进行了动力学分析，结果表明：金银花多酚氧化酶

的最适作用底物为绿原酸，Ｋｍ值为 ０００５９ｍｍｏｌ／Ｌ。维生素 Ｃ、４己基间苯二酚、Ｌ半胱氨酸对多酚氧化酶的抑制

均属可逆抑制，其抑制类型分别属于混合性、竞争性、反竞争性，对游离酶的抑制常数 ＫＩ分别为 １６２０、４５８７、

０ｍｍｏｌ／Ｌ，对酶 底物络合物的抑制常数 ＫＩＳ分别为 １９９５、０、３７８０ｍｍｏｌ／Ｌ；柠檬酸的抑制效应属不可逆抑制。维生

素 Ｃ、４己基间苯二酚、Ｌ半胱氨酸、柠檬酸对金银花多酚氧化酶半抑制浓度分别为 ００６２、００５３、０１４０、

００４８ｍｍｏ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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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金银花是忍冬科植物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的花蕾，是一种天然的药食同源原料［１－２］

。

金银花采摘后及其干燥过程中易发生外观劣变和药

用品质的降低，前期研究结果证实，这是由金银花多

酚氧化酶催化氧化绿原酸等酚类物质的酶促褐变造

成的
［３－４］

。

酶促褐变是农产品采后和加工过程中品质劣变

的重要原因，因此酶促褐变抑制剂的应用受到研究

者的重视。Ｄｏｇｒｕ等研究显示儿茶酚为西芹多酚氧
化酶（ＰＰＯ）的最适底物，维生素 Ｃ等还原性有机酸
能将邻醌还原成二元酚，通过非竞争性可逆抑制限

制褐色物质的产生
［５］
；Ｒｏｓａ等研究表明巯基化合物

能通过与醌中间物反应生成无色物质而阻断酶促褐

变的进行，也可通过与 ＰＰＯ活性中心的铜形成稳定
复合物直接抑制酶活性，其抑制效应属于可逆抑

制
［６］
。

目前对于金银花 ＰＰＯ的研究较为少见，Ｌｉｕ
等

［７］
研究显示金银花多酚氧化酶对儿茶酚、绿原酸

等二元酚的活性明显高于一元酚，其最适底物为儿

茶酚，并报道了曲酸、叠氮钠和环庚三烯酚酮对金银

花 ＰＰＯ活性有一定抑制效果，候爽爽［８］
研究了亚硫

酸氢钠和柠檬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作用，但是缺
乏对抑制剂抑制机理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对金

银花多酚氧化酶底物特异性研究的前提下，选择维

生素 Ｃ、４己基间苯二酚、Ｌ半胱氨酸、柠檬酸作为
金银花 ＰＰＯ抑制剂，对其抑制效应和抑制动力学进
行研究，为减少储藏和加工过程中金银花及其产品

褐变和功效成分损失提供依据。

１　试验方法

１１　金银花 ＰＰＯ提纯
采用磷酸盐缓冲溶液（ＰＢＳ）匀浆浸提金银花

ＰＰＯ，硫酸铵沉淀及柱层析法对其进行纯化。
挑选新鲜无霉变虫蛀金银花１０ｇ，加入ｐＨ值为

８的磷酸盐缓冲溶液８０ｍＬ（内含 ＰＶＰＰ１６ｇ），匀浆
４ｍｉｎ，８层纱布过滤，４℃ 下浸提 １ｈ；４℃ 下以
９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离心 １５ｍｉｎ，收集上清液即为粗
ＰＰＯ液［９］

。

向粗酶液中缓慢加入等体积饱和硫酸铵溶液，

４℃静置１ｈ，４℃下９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５ｍｉｎ，弃去溶
有杂质蛋白和其他小分子物质的上清，收集沉淀用

ＰＢＳ溶解，溶解液 ４℃下在 ｐＨ值为 ７、００５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中透析 １２ｈ，离心，收集上清，用于进一步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 １００凝胶柱层析。取３ｍＬＰＰＯ液加样
于平衡的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 １００凝胶柱，用 ００５ｍｏｌ／Ｌ、
ｐＨ值为７的 ＴｒｉｓＨＣｌ进行洗脱，流速 ０３ｍＬ／ｍｉｎ，
每３ｍＬ收集 １管，检测各管的酶活性和 ２８０ｎｍ的
吸光度，层析柱分离持续至无蛋白峰出现为止

［１０］
，

合并收集酶活性峰，经 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酶液纯度后，
用于底物特异性及抑制剂效应的研究。



１２　酶活检测
２５℃下，向３ｍＬＰＢＳ中加入 ５ｍｍｏｌ／Ｌ绿原酸

１ｍＬ，加入纯化 ＰＰＯ液１ｍＬ，摇匀迅速倒入 １ｃｍ比
色皿中，４２０ｎｍ下测定吸光度，从酶液加入后开始
计时，每１０ｓ记录一次 ＯＤ值，以 ＰＢＳ和绿原酸混合
液为空白组，通过最初直线段的斜率计算酶活

力
［１１－１２］

，计算公式为

Ｕ＝
ΔＡＶｒ

０００１ＷＶｓＴ
（１）

式中　Ｕ———酶活　　Ｔ———反应时间
ΔＡ———一定时间内吸光度的变化值
Ｖｒ———加样缓冲液总体积，ｍＬ
Ｖｓ———取样比色体积，ｍＬ
Ｗ———取样质量

１３　底物特异性
按１２节酶活测定体系，选择多种不同底物：苯

酚、邻苯二酚、连苯三酚、绿原酸。３ｍＬｐＨ值 ６８
磷酸盐缓冲液与 １ｍＬ底物混合后，加入 １ｍＬＰＰＯ
液，充分混匀，室温４２０ｎｍ下测定３ｍｉｎ内反应体系
吸光度随时间的变化，计算 ＰＰＯ活性，利用双倒数
作图法

［１３］
，以底物浓度的倒数为 ｘ轴，反应速率的

倒数为 ｙ轴，作图得出金银花 ＰＰＯ与不同底物作用
时的米氏方程、米氏常数（Ｋｍ）和最大反应速率
（Ｖｍａｘ），Ｋｍ值可以反应酶与底物亲合力的大小，Ｋｍ
值越小，表示 ＰＰＯ与底物的亲合力越大。
１４　抑制剂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效应

向２ｍＬＰＢＳ和１ｍＬ５ｍｍｏｌ／Ｌ绿原酸组成的反
应体系中分别加入 １ｍＬ不同种类及不同浓度的抑
制剂，分别为维生素 Ｃ（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
００９ｍｍｏｌ／Ｌ）、４己基间苯二酚（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５、
００７、００９ｍｍｏｌ／Ｌ）、Ｌ半胱氨酸（００５、０１、０１５、
０２、０２５ｍｍｏｌ／Ｌ）、柠檬酸（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
００９ｍｍｏｌ／Ｌ），混合均匀后，加入１ｍＬＰＰＯ液，检测
不同条件下 ＰＰＯ的活性，通过得到不同抑制剂对酶
的半抑制浓度和迟滞时间

［１４－１５］
，分别判断其对金银

花 ＰＰＯ的抑制效果。
１５　抑制剂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作用机理

含２ｍＬＰＢＳ和１ｍＬ５ｍｍｏｌ／Ｌ绿原酸的混合溶
液，在添加１ｍＬ不同浓度维生素 Ｃ、４己基间苯二
酚、Ｌ半胱氨酸及柠檬酸条件下（同１３节），分别加
入１ｍＬ不同质量浓度的 ＰＰＯ（２、４、６、８ｍｇ／ｍＬ），测
定酶活，分析在不同抑制剂存在条件下，酶浓度与酶

活性的关系
［１３，１６］

，判断抑制剂对 ＰＰＯ的抑制作用机
理。

１６　抑制剂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类型和抑制常数
改变 ＰＢＳ和绿原酸混合溶液中绿原酸的浓度，

测定在加入１ｍＬ不同浓度维生素 Ｃ、４己基间苯二
酚、Ｌ半胱氨酸的条件下，绿原酸浓度对 ＰＰＯ活力
的影响，通过 Ｌｉｎｅｗｅａｖｅｒ Ｂｕｒｋ双倒数作图，以绿原
酸浓度的倒数为 Ｘ轴，反应速率的倒数为 Ｙ轴，通
过米氏方程得到米氏常数（Ｋｍ）和最大反应速度

（Ｖｍａｘ），判断不同抑制剂对 ＰＰＯ的抑制类型
［１７－１８］

；

抑制常数的测定是通过米氏方程的斜率和纵轴截距

对抑制剂浓度二次作图，所得两条直线的斜率分别

为抑制剂对游离酶的抑制常数 ＫＩ和对酶 底物络合

物的抑制常数 ＫＩＳ
［１９－２０］

。

米氏方程为

１
Ｖ
＝
Ｋｍ
ＶｍａｘＳ

＋ １
Ｖｍａｘ

（２）

式中　Ｖ———反应速率
Ｓ———绿原酸浓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底物特异性

图 １　ＰＰＯ的 ＳＤＳ

ＰＡＧＥ电泳图谱

Ｆｉｇ．１　ＳＤＳＰＡ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ＰＰＯ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 １００
型凝胶柱分离纯化所得酶

液，进行 ＳＤＳ ＰＡＧＥ型凝
胶电泳纯度检验，所选分

离胶质量分数为 １２％，浓
缩胶质量分数为５％，电流
调至 ２０ｍＡ，电泳结果如
图 １所示，发现只有一条
谱带，说明此酶已经达到

电泳纯，可用于底物特异

性及抑制剂效应的研究。

金银花 ＰＰＯ作用底
物为苯酚、邻苯二酚、连苯

三酚、绿原酸时，通过双倒数作图所得米氏方程、米

氏常数及最大反应速率如表１所示。

表 １　不同底物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１　Ｋｉ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ｏｎ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ＰＰＯ

底物
米氏

方程

Ｋｍ／

（ｍｍｏｌ·Ｌ－１）

Ｖｍａｘ／（ｍｍｏｌ·

（Ｌ·ｍｉｎ）－１）
苯酚 ｙ＝００４３９ｘ＋０４７９５ ００９１６ ２０８５５

邻苯二酚 ｙ＝００８１３ｘ＋５８５６４ ００１３９ ０１７０８

连苯三酚 ｙ＝０３３３６ｘ＋４６７２３ ００７１４ ０２１４０

绿原酸 ｙ＝０００１３ｘ＋０２２０３ ０００５９ ４５３９３

　　由表１可知，当绿原酸作为底物时 Ｋｍ值最小为
０００５９ｍｍｏｌ／Ｌ，这说明绿原酸为金银花 ＰＰＯ的最
适作用底物，金银花 ＰＰＯ与绿原酸的亲和力最强，
与金银花 ＰＰＯ亲和力由强到弱顺序为绿原酸、邻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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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酚、连苯三酚、苯酚，可以推出金银花 ＰＰＯ对二元
酚酶有较好的结合力，对一元酚和多元酚的结合力

相对较弱，因此可得金银花 ＰＰＯ为二酚酶，最适底
物为绿原酸。

２２　不同抑制剂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效应
２２１　维生素 Ｃ

由图 ２可知，维生素 Ｃ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
效应随着浓度的增大而增大。而维生素 Ｃ浓度与
迟滞时间和酶稳态活力的关系也证实，随着浓度

的增大，相对活力逐渐下降，迟滞时间逐渐延长，

其半抑制浓度为 ００６２ｍｍｏｌ／Ｌ。ＡｎｉｌＫｕｍａｒ和

ＢａｒｒｙＧ等研究显示维生素 Ｃ可以抑制樱桃 ＰＰＯ
和芒果 ＰＰＯ活性，有效抑制樱桃和芒果果浆褐变
现象

［２１－２２］
。

２２２　４己基间苯二酚
由图３可知 ４己基间苯二酚对金银花 ＰＰＯ活

性的发挥有一定抑制作用，随着其浓度的增加，迟滞

时间延长，相对活力持续下降，当 ４己基间苯二酚
浓度为 ００５ｍｍｏｌ／Ｌ时，迟滞时间为 １２０ｓ，活力下
降 ５０％，即半抑制浓度为 ００５３ｍｍｏｌ／Ｌ。Ｉｙｉｄｏｇａｎ
等

［２３］
研究称 ４己基间苯二酚组合能抑制苹果汁

８９２％的褐变，是苹果汁最有效的抑制剂。

图 ２　不同浓度维生素 Ｃ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效应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ＰＰＯ
　

图 ３　不同浓度 ４己基间苯二酚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效应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４ｈｅｘｙｌｒｅｓｏｒｃｉｎｏｌｏｎ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ＰＰＯ
　
２２３　Ｌ半胱氨酸

由图 ４可知 Ｌ半胱氨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活性的
发挥有延迟作用，并对酶稳态活力有抑制作用。

Ｌ半胱氨酸浓度对 ＰＰＯ稳态活力和迟滞时间二次
作图，分析可知，随着其浓度的增加，ＰＰＯ的稳态活
力持续下降，半抑制浓度为 ０１４０ｍｍｏｌ／Ｌ。Ｊｉａｎｇ研
究表明 Ｌ半胱氨酸、硫脲均能够明显地抑制龙眼
ＰＰＯ活性［２４］

。

２２４　柠檬酸
由图 ５可知柠檬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活性的发

挥有一定延迟作用，并对酶稳态活力有一定抑

制，随着柠檬酸浓度的增加，迟滞时间增加，ＰＰＯ
的稳态活力持续下降，柠檬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半
抑制浓度为 ００４８ｍｍｏｌ／Ｌ。Ｌｉｕ等认为柠檬酸可
作为蘑菇 ＰＰＯ的有效抑制剂应用于工业生产

中
［９］
。

２３　抑制剂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作用机理
图６ａ～６ｃ均为通过原点的直线，随着抑制剂浓

度的增加，直线斜率减小，酶促反应速率下降明显，

酶活逐步降低，说明维生素 Ｃ、４己基间苯二酚、
Ｌ半胱氨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属于可逆抑制，抑
制剂与酶以非共价键结合而引起酶活性降低，并不

导致酶分子结构永久变化。

由图６ｄ可知在柠檬酸存在的测活体系中，ＰＰＯ
稳态活力与加入酶量的关系为一组平行直线，随着

柠檬酸浓度的增加，反应速度不受影响，横轴截距增

大，说明柠檬酸在酶促反应初期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
制属于不可逆抑制，柠檬酸能与酶分子某些必需基

团以牢固的共价键结合，使酶永久失活减少有效酶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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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浓度 Ｌ半胱氨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效应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ｏｎ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ＰＰＯ
　

图 ５　不同浓度柠檬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效应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ＰＰＯ
　

图 ６　在不同浓度抑制剂下酶活力和酶量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ＰＯ
（ａ）维生素 Ｃ　（ｂ）４己基间苯二酚　（ｃ）Ｌ半胱氨酸　（ｄ）柠檬酸

　
２４　抑制剂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类型及抑制常数
２４１　维生素 Ｃ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类型

由图７可知添加维生素 Ｃ时，为相交于第二象
限的一组直线，直线的斜率和纵轴截距均随维生素

Ｃ浓度的变化而变化，其抑制机理表现为混合性抑
制，即维生素 Ｃ既能与酶结合，又能与酶底物络合
物结合，且结合常数不同。随着维生素 Ｃ浓度的增
大，Ｋｍ增大，Ｖｍａｘ减小，说明维生素 Ｃ既能改变 ＰＰＯ

与底物的亲和力，又能影响酶促反应速率。

２４２　４己基间苯二酚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类型
由图８可知添加 ４己基间苯二酚时，为交于 ｘ

轴的一组斜率不同的直线，随着 ４己基间苯二酚浓
度的增加，Ｋｍ不变，Ｖｍａｘ依次减小，说明其抑制类型
属于竞争性抑制，４己基间苯二酚在反应体系中与
绿原酸竞争与酶反应，降低参与到酶促反应的酶量，

可同时与酶和酶 底物络合物结合，且抑制常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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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维生素 Ｃ对金银花 ＰＰＯ抑制作用的

Ｌｉｎｅｗｅａｖｅｒ Ｂｕｒｋ曲线

Ｆｉｇ．７　Ｌｉｎｅｗｅａｖｅｒ Ｂｕｒｋｐｌｏｔｓｆｏ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ｃｏｒｂｉｃ

ａｃｉｄｏｎ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ＰＰＯ
　

图 ８　４己基间苯二酚对金银花 ＰＰＯ抑制

作用的 Ｌｉｎｅｗｅａｖｅｒ Ｂｕｒｋ曲线

Ｆｉｇ．８　Ｌｉｎｅｗｅａｖｅｒ Ｂｕｒｋｐｌｏｔｓｆｏ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

４ｈｅｘｙｌｒｅｓｏｒｃｉｎｏｌｏｎ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ＰＰＯ
　
同，其不影响 ＰＰＯ与绿原酸的结合力，只影响酶促
反应速度。

２４３　Ｌ半胱氨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类型
由图 ９可知添加 Ｌ半胱氨酸时，为一组平行

的直线，酶促反应的 Ｋｍ和 Ｖｍａｘ均随着 Ｌ半胱氨酸
浓度的增大而减小，其抑制类型表现为反竞争性

可逆抑制，Ｌ半胱氨酸只能与酶 －底物络合物结
合，形成酶 底物 抑制剂复合物，从而阻断酶促反

应进程，抑制褐色物的生成，并且浓度越大结合力

越强。

图 ９　Ｌ半胱氨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抑制作用的

Ｌｉｎｅｗｅａｖｅｒ Ｂｕｒｋ曲线

Ｆｉｇ．９　Ｌｉｎｅｗｅａｖｅｒ Ｂｕｒｋｐｌｏｔｓｆｏ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

Ｌ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ｏｎ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ＰＰＯ
　

２４４　不同抑制剂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常数
以米氏方程斜率和纵轴截距对抑制剂浓度二次

作图可得到维生素 Ｃ、４己基间苯二酚、Ｌ半胱氨酸
对多酚氧化酶的抑制常数，如图１０根据直线斜率可

求得 维 生 素 Ｃ 对 游 离 酶 的 抑 制 常 数 ＫＩ为
１６２０ｍｍｏｌ／Ｌ，对酶 底物络合物抑制常数 ＫＩＳ为
１９９５ｍｍｏｌ／Ｌ。由图１１、１２可知，分别根据直线斜率
可求得４己基间苯二酚对游离酶的抑制常数 ＫＩ为
４５８７ｍｍｏｌ／Ｌ，对酶 底物络合物的抑制常数 ＫＩＳ为
零；Ｌ半胱氨酸不能与游离酶结合，ＫＩ为零，其对酶
底物络合物的抑制常数 ＫＩＳ为３７８０ｍｍｏｌ／Ｌ。

图 １０　维生素 Ｃ浓度与斜率和纵轴截距的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

ｏｎ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图 １１　４己基间苯二酚浓度与纵轴截距的关系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４ｈｅｘｙｌｒｅｓｏｒｃｉｎｏｌｏｎ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图 １２　Ｌ半胱氨酸浓度与纵轴截距的关系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ｏｎ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３　结论

（１）金银花 ＰＰＯ最适底物为绿原酸，米氏常数
为 ０００５９ｍｍｏｌ／Ｌ。维生素 Ｃ、４己基间苯二酚、
Ｌ半胱氨酸和柠檬酸均对金银花多酚氧化酶有抑制
作用，半抑制浓度分别为 ００６２、００５３、０１４０、
００４８ｍｍｏｌ／Ｌ。

（２）维生素 Ｃ、４己基间苯二酚、Ｌ半胱氨酸对
金银花多酚氧化酶的抑制属于可逆抑制，柠檬酸为

不可逆抑制。通过双倒数作图分析得出维生素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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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己基间苯二酚、Ｌ半胱氨酸对金银花多酚氧化酶
抑制类型分别为混合性、竞争性、反竞争性。

（３）维生素 Ｃ对游离酶的抑制常数 ＫＩ为
１６２０ｍｍｏｌ／Ｌ，对酶 底物络合物抑制常数 ＫＩＳ为
１９９５ｍｍｏｌ／Ｌ；４己基间苯二酚对游离酶的抑制常
数 ＫＩ为４５８７ｍｍｏｌ／Ｌ，对酶 底物络合物的抑制常

数 ＫＩＳ为零；Ｌ半胱氨酸对游离酶的抑制常数 ＫＩ为
零，对酶 底物络合物抑制常数 ＫＩＳ为３７８０ｍｍｏｌ／Ｌ。

（４）柠檬酸对金银花 ＰＰＯ的抑制效果最强，半
抑制浓度为 ００４８ｍｍｏｌ／Ｌ；其次为 ４己基间苯二
酚，其在酶促褐变初始阶段通过对游离酶抑制而阻

碍褐变进程，半抑制浓度为 ００５３ｍｍｏｌ／Ｌ；第三为
维生素 Ｃ，其从游离酶和酶底物络合物两方面阻碍
酶促褐变的发生，抑制常数相对比较低，半抑制浓度

为００６２ｍｍｏｌ／Ｌ；Ｌ半胱氨酸的抑制作用最弱，半抑
制浓度为０１４０ｍｍｏｌ／Ｌ。

参 考 文 献

１　马雪梅，吴朝封．河南省金银花产业发展现状及思路［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５１（６）：１１８５－１１８８．
ＭａＸｕｅｍｅｉ，ＷｕＣｈａｏｆｅ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ｄｅａｓｏｎ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Ｈｕｂｅ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５１（６）：１１８５－１１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石钺，石任兵，陆蕴如，等．我国药用金银花资源、化学成分及药理研究进展［Ｊ］．中国药学杂志，１９９９，３４（１１）：７２４．
３　李会军．金银花的活性成分与质量评价研究［Ｄ］．南京：中国药科大学，２００３．
４　侯爽爽，罗磊．金银花热风干燥过程中颜色的劣变机理［Ｊ］．农产品加工学刊，２０１０（１０）：６３－６５．
ＨｏｕＳ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ＬｕｏＬｅｉ．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ｃｏｌｏｒ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ｔａｉｒｄｒｙｉｎｇ［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Ｆａ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０（１０）：６３－６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ＤｏｇｒｕＹＺ，Ｅｒａｔ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ｆｒｏｍｐａｒｓｌｅｙ［Ｊ］．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２，４９（１）：４１１－４１５．

６　ＤｅｌａＲｏｓａＬＡ，ＡｌｖａｒｅｚＰａｒｒｉｌｌａＥ，ＭｏｙｅｒｓＭｏｎｔｏｙａＥ，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ｅｊｕｉｃｅ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ｂｙ
ＰａｌｏＦｉｅｒｒｏ（ｄｅｓｅｒｔｉｒｏｎｗｅｅｄ）ｈｏｎｅ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ＬＷＴ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４４（１）：
２６９－２７６．

７　ＬｉｕＮ，ＬｉｕＷ，ＷａｎｇＤ，ｅｔａｌ．Ｐｕｒｉｆｌ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ｂｕｄｓｏｆ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１３８（１）：４７８－４８３．

８　侯爽爽．金银花热风干燥过程中颜色劣变机理及抑制研究［Ｄ］．洛阳：河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１．
ＨｏｕＳ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ｃｏｌｏｒ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ｔａｉｒｄｒｙ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Ｌｕｏｙａｎｇ：
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ＬｉｕＷｅｉ，Ｚｏ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Ｊｕ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１４０（１－２）：２８９－２９５．

１０　ＨｅＳ，ＬｉｕＨ，ＺｈｏｕＳ，ｅｔａｌ．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ｊｕｉｃｅ［Ｃ］∥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Ｗｏｒｌｄ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ｕｇ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ＳＣＵＴ，２００９：１８３－１８６．

１１　ＰａｌｍａＯｒｏｚｃｏＧ，ＯｒｔｉｚＭｏｒｅｎｏＡ，ＤｏｒａｎｔｅｓＡｌｖａｒｅｚＬ，ｅｔａｌ．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ｆｒｏｍｍａｍｅｙ（Ｐｏｕｔｅｒｉａｓａｐｏｔａ）［Ｊ］．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７２（１）：８２－８８．

１２　Ｄｏ̌ｇｒｕＹＺ，Ｅｒａｔ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ｆｒｏｍｐａｒｓｌｅｙ［Ｊ］．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２，４９（１）：４１１－４１５．

１３　李佩艳，刘建学，徐宝成，等．不同抑制剂对澳洲青苹中多酚氧化酶活性的影响［Ｊ］．中国食品添加剂，２０１１（１）：１６０－１６４．
ＬｉＰｅｉｙａｎ，ＬｉｕＪｉａｎｘｕｅ，ＸｕＢａｏ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ｏｎ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ｇｒａｎｎｙａｍｉｔｈ
ａｐｐｌｅ［Ｊ］．ＣｈｉｎａＦｏｏ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２０１１（１）：１６０－１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ＡｌｉｊａｎｉａｎｚａｄｅｈＭ，ＳａｂｏｕｒｙＡＡ，ＧａｎｊａｌｉＭ 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ｏｎ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ｔｙｒｏｓｉｎａｓ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１２，５０（３）：５７３－５７７．

１５　ＦａｎｇｅＤ，ＬｏｖｍａｒＭ，ＰａｖｌｏｖＭ Ｙ，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ｚｙｍ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ｒｏｍ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Ｊ］．
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ｅ，２０１１，９３（９）：１６２３－１６２９．

１６　ＭｅｌａｎｉｅＨｏｌｚｗａｒｔｈ，ＪｕｌｉａＷｉｔｔｉｇ，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Ｃａｒｌｅ，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ｕ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ＰＰＯ）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ｏｎ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ｘａｎａｎａｓｓａＤｕｃｈ．）ＰＰ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ｏｒｅｄｐｕｒéｅｓ［Ｊ］．ＬＷＴ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５２（２）：１１６－１２２．

１７　ＹａｎｇＭＨ，ＣｈｅｎＣＭ，ＨｕＹＨ，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ＤＡＢＴａｎｄＤＡＢＰＴａｓｎｏｖｅｌｔｙｒｏｓｉ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１１５（５）：５１４－５１７．

１８　肖飞，赵曙辉．鹰嘴豆异黄酮对酪氨酸酶的抑制动力学［Ｊ］．日用化学工业，２０１０，４０（６）：４３９－４４３．
ＸｉａｏＦｅｉ，ＺｈａｏＳｈｕｈｕｉ．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Ｃｉｃｅｒａｒｉｅｔｉｎｕｍｉｓｏｆｌａｖｏｎｅｓｏｎｔｙｒｏｓｉｎ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Ｃｈｉｎａ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４０（６）：４３９－４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ＳｉＹＸ，ＪｉＳ，Ｗ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ｏｌｄｉｎｅｏｎｔｙｒｏｓｉ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４８（１）：１５２－１６１．

２０　彭益强，邓峰，刘宇，等．富士苹果中多酚氧化酶活性的中心必需基团与抑制动力学［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７０２第 ７期　　　　　　　　　　　　罗磊 等：金银花多酚氧化酶特异性与抑制剂动力学研究



２０１２，３３（１）：５１－５４．
ＰｅｎｇＹｉｑｉａｎｇ，Ｄｅ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ｕＹｕ，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ｔｅ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ｆｒｏｍＦｕｊｉａｐｐ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３（１）：５１－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ＫｕｍａｒＶＢ，ＭｏｈａｎＴＣ，ＭｕｒｕｇａｎＫ．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ｋｉ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ｆｒｏｍ Ｂａｒｂａｄｏｓｃｈｅｒｒｙ
（ＭａｌｐｉｇｈｉａｇｌａｂｒａＬ．）［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８，１１０（２）：３２８－３３３．

２２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ＢｅｌｔｒáｎＪＡ， Ｓｗａｎｓｏｎ Ｂ Ｇ， ＢａｒｂｏｓａＣáｎｏｖａｓＧ Ｖ．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 ｉｎ ｍａｎｇｏ ｐｕｒｅｅ ｗｉｔｈ
４ｈｅｘｙｌｒｅｓｏｒｃｉｎｏ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ａｎｄ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Ｊ］．ＬＷＴ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３８（６）：６２５－６３０．

２３　ＩｙｉｄｏｇａｎＮＦ，ＢａｙｉｎｄｉｒｈＡ．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ｋｏｊ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４ｈｅｘｙｌｒｅｓｏｒｃｉｎｏ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ｉｎＡｍａｓｙａａｐｐｌｅｊｕｉ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４，６２（３）：２９９－３０４．

２４　ＪｉａｎｇＹＭ．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ｍ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ｏｆｌｏｎｇａｎｆｒｕｉｔ［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９，６６（１）：７５－７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ｆｒｏｍ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

ＬｕｏＬｅｉ　ＺｈｏｕＹａｎｙａｎ　ＺｈｕＷｅｎｘｕｅ　ＹａｎｇＢｉｎ　ＱｕＺｈｅｎｇ　ＫａｎｇＸｉｎｙ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ｗａ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ｌｃ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
４ｈｅｘｙｌｒｅｓｏｒｃｉｎｏｌ，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ａｎｄｃ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ＰＰＯ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ｔｈｅｂｅｓｔ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ｉｓ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ａｃｉ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Ｋｍ 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５９ｍｍｏｌ／Ｌ；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
４ｈｅｘｙｌｒｅｓｏｒｃｉｎｏｌａｎｄ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Ｃ５０ 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００６２，
００５３，０１４０ｍｍｏｌ／Ｌ．Ｃ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ｓｈｏｗｓ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ｔｏＰＰＯｗｉｔｈＩＣ５０ｖａｌｕｅｏｆ００４８ｍｍｏｌ／Ｌ．
Ｌｉｎｅｗｅａｖｅｒ Ｂｕｒｋｐｌｏｔｔｉｎｇ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４ｈｅｘｙｌｒｅｓｏｒｃｉｎｏｌａｎｄ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ａｒｅｍｉｘｅｄｔｙｐｅ，
ｎ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ＫＩ ｏｆ１６２０，４５８７，
０ｍｍｏｌ／Ｌ，ａｎｄＫＩＳｏｆ１９９５，０，３７８０ｍｍｏｌ／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ｏｎｅｙｓｕｃｋｌｅ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Ｋｉｎｅｔｉｃ

（上接第 ２２１页）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ｙｅ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Ｄｒｙｅｒ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ＬｉＣｈａｎｇｙｏｕ　ＭａＸｉｎｇｚａｏ　ＬｉＪｉａｎｍｉｎ　ＺｏｕＸｉａｎｇｊｕｎ　ＷａｎｇＲｕｎｆａ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ｇｒａｉｎｌａｙｅｒ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ｔｏｔｈｅｄｒｙｉｎｇ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ｓ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ｆｏｒｌａｙ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ｆ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ｏｆ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ｌａｙｅｒａｒｅｌｏｗ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
ｉｇｎ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ｇｒａｉｎｌａｙｅｒ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ｇｕｎｍｏｄｅｌ．Ｂ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ｉｒｆｌｏｗ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ｎｔｅｓ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ｉ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ｏ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ｙ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ｎｅｒｒ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λ，ａ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ａｙｅｒｗａｓ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ｒｇｕ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ａｉ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２ｍ／ｓ，ｔｈｅλｉｓ１；ｗｈｅｎ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０２ｍ／ｓａｎｄ０４ｍ／ｓ，ｔｈｅλｉｓ
０８９；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０４ｍ／ｓａｎｄ０６ｍ／ｓ，ｔｈｅλｉｓ０７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ｒｙｅｒ　Ｌａｙ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　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ｒｇｕｎ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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