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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绿鳍马面鱼皮蛋白体外消化产物的抗氧化作用及相关特征，采用二酶三阶段体外模拟胃、肠消化过

程，分析产物的抗氧化作用（还原力、·ＯＨ清除率、Ｏ－２·清除率、ＤＰＰＨ·清除率）和相关特征（游离氨基酸组成和含
量、分子质量分布）。结果表明：绿鳍马面鱼皮中富含２９６％的抗氧化特征氨基酸；底物质量浓度在８ｍｇ／ｍＬ时，
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活性；抗氧化肽产生于模拟胃肠消化的十二指肠阶段，此时 ＤＰＰＨ·清除率为８３２９％；该阶段产
物中游离氨基酸比原料中多出７种，各种游离氨基酸含量也明显增加；同时，产物中多肽分子量分布集中在２００～
５０００Ｄａ，其中主要多肽的分子量为２１５２Ｄａ和１３５２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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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自由基是非常活跃的分子，它可以与每个细胞

成分反应，并对细胞的功能特性和形态学产生扰动。

有证据证明氧自由基是人类许多疾病和衰老过程的

重要病理介质，如皮肤老化、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

等［１］。因此，开发和利用高效无毒的天然抗氧化

剂，已成为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２］。而抗氧化活性

肽具有安全和高效的特点，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

究热点［３］，并在食品行业获得认同。

绿鳍马面（Ｎａｖｏｄｏｎ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因鱼皮较
厚且硬，加工过程中鱼皮通常被剥除丢弃。目前马

面鱼的主要应用包括：鱼肉的食用和食品加工，鱼皮

提取氨基酸、制胶、制革、提取食用水溶性蛋白质，鱼

肝制取肝油等［４］。近年来，胶原蛋白肽的抗氧化活

性在许多不同的氧化系统中已被证明［５］。但由于

鱼皮蛋白难消化，并且在体内如何进一步发挥抗氧

化活性尚不清楚。随着体外模拟胃肠消化的发展，

其绿色、高效、安全和不具有伦理限制的特点受到广

泛应用。在最近几年，该方法已被开发应用于蛋白

质的生物利用度和生物活性的评价。

本文以绿鳍马面鱼皮为原料，通过模拟胃肠

消化研究其消化产物的抗氧化特性及产物特征（游

离氨基酸组成和含量、分子质量分布），以期为绿鳍

马面鱼皮的再利用提供理论支持，也为鱼皮蛋白

抗氧化肽的开发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绿鳍马面鱼皮，宁波远大海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

胃蛋白酶（酶活力１２００Ｕ／ｇ以上，实验测得活
力为１４００Ｕ／ｇ），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胰蛋
白酶（酶活力５００００Ｕ／ｇ以上，实验测定酶活力为
５１０００Ｕ／ｇ），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Ｌ亮氨
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ＤＰＰＨ购自阿拉丁
试剂（上海）有限公司；ＴＮＢＳ购于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ＨＨ ６型数显恒温水浴锅（江苏金坛市亿通电

子有限公司）；ＬＤ５ ２Ａ型离心机（长春博盛量子科
技有限公司）；Ｈ１６５０型台式高速离心机（湘仪离心
机仪器有限公司）；ＦＤ ８中型真空冷冻干燥机（西
安特普讯仪器设备有限公司）；ＳＱＰ型实验室电子
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ＵＶ １８０１型
紫外分光光度计（立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ＶＩＳ

７２２０Ｎ型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北分瑞利分析仪器
公司）；ＰＸＳ ４５０型精密离子计（上海大普仪器有
限公司）；ＲＶＣ２ １８型离心浓缩仪（北京博劢行仪
器有限公司）；Ｓｙｋａｍ ４３３Ｄ型全自动氨基酸分析
仪（德国ＳＹＫＡＭ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鱼皮蛋白体外模拟胃、肠道消化
１３１１　模拟消化条件

（１）胃消化条件［６］：模拟胃消化液（称取０２０ｇ
ＮａＣｌ，０３２ｇ胃蛋白酶，加入 ７ｍＬ蒸馏水，加入
０７ｍＬ３ｍｏｌ／Ｌ盐酸，再用盐酸调 ｐＨ值至１２，加
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ｍＬ。现用现配），温度３７℃，最大
排空时间４ｈ。

（２）十二指肠消化条件［７］：模拟肠消化液（称

取０７０ｇ磷酸二氢钾溶于２５ｍＬ蒸馏水中，振荡使
之完全溶解，加入１９ｍＬ０２ｍｏｌ／ＬＮａＯＨ和４０ｍＬ
蒸馏水，加入１０ｇ胰蛋白酶，用０２ｍｏｌ／ＬＮａＯＨ调
ｐＨ值至６４±０１，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ｍＬ。现用现
配），温度３７℃，消化时间１ｈ。

（３）小肠消化条件［７］：模拟肠消化液（称取

０７０ｇ磷酸二氢钾溶于２５ｍＬ蒸馏水中，振荡使之
完全溶解，加入１９ｍＬ０２ｍｏｌ／ＬＮａＯＨ和４０ｍＬ蒸
馏水，加入１０ｇ胰蛋白酶，用０２ｍｏｌ／ＬＮａＯＨ调
ｐＨ值至７５±０１，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ｍＬ。胰蛋白
酶酶活力５００００Ｕ／ｇ以上。现用现配），温度３７℃，
消化时间６ｈ。
１３１２　模拟消化过程

在１００ｍＬ锥形瓶中加入２５ｍＬ模拟胃消化液，
３７℃恒温水浴５ｍｉｎ。加入一定质量的鱼皮粉，迅速
涡旋振荡并快速置于３７℃水浴，准确记录时间，搅
拌酶解４ｈ。然后加入模拟肠消化液，调节 ｐＨ值至
６４，３７℃恒温条件下酶解 １ｈ。加入 ０２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调ｐＨ值至７５，３７℃恒温条件下酶解６ｈ。

分别在模拟消化过程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１１ｈ取样；沸水浴１０ｍｉｎ终止反应；４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调节ｐＨ值至４２，４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３０ｍｉｎ去除大分子蛋白；得到样品酶解液。
１３２　测定方法
１３２１　总氨基酸测定

通过酸水解法测定鱼皮总氨基酸含量。将

５０ｍｇ鱼皮与１０ｍＬ６ｍｏｌ／Ｌ盐酸在安瓿瓶中混合，
将安瓿瓶密封后，于１１０℃充氮气水解２４ｈ，水解液
经滤纸过滤，用去离子水定容至 ５０ｍＬ，取 ０５ｍＬ
于１５ｍＬ离心管中浓缩至干，可用去离子水重复蒸
干１～２次。然后，加入１ｍＬ样品稀释液，充分混匀
后用０２２μｍ滤膜（水膜）过滤至样品瓶中，上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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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４３３Ｄ型氨基酸分析仪进行氨基酸测定。
１３２２　水解度测定

水解度参照文献［８－１０］方法中游离氨基与
２，４，６三硝基苯磺酸（ＴＮＢＳ）的反应修改测定，在
４２０ｎｍ处测定吸光度。游离氨基含量根据 Ｌ亮氨
酸含量标准曲线来确定（ｙ＝８１７８ｘ＋０００８，决定系
数Ｒ２＝０９９１）。水解度ＣＤＨ计算公式为

ＣＤＨ＝
Ａｈ－Ａ０
Ａ∞ －Ａ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Ａｈ———样品酶解液中的氨基浓度
Ａ０———原料样品中氨基浓度
Ａ∞———样品完全水解液中氨基浓度

１３２３　还原力测定
采用普鲁士蓝法，根据 Ｔａｈｅｒｉａ等［１１］的方法修

改测定。以普鲁士蓝（Ｆｅ４（Ｆｅ（ＣＮ）６）３）的生成量
作为指标，将六氰合铁酸钾（Ｋ３Ｆｅ（ＣＮ）６）还原成
Ｋ４Ｆｅ（ＣＮ）６，再利用 Ｆｅ

３＋形成 Ｆｅ４（Ｆｅ（ＣＮ）６）３，由
７００ｎｍ处吸光度变化检测还原力大小。吸光度越
高表示样品的还原力也就越强。

１３２４　·ＯＨ（羟自由基）清除率测定
参照Ｓｍｉｒｏｎｆｆ等［１２］的方法，利用 Ｈ２Ｏ２与 Ｆｅ

２＋

混合产生·ＯＨ的原理，在体系内加入水杨酸捕捉
·ＯＨ，产生有色物质，该物质在波长５１０ｎｍ处有最
大吸收。反应体系中含 ８８ｍｍｏｌ／ＬＨ２Ｏ２１ｍＬ、
９ｍｍｏｌ／ＬＦｅＳＯ４１ｍＬ，９ｍｍｏｌ／Ｌ水杨酸 乙醇溶液

１ｍＬ，不同消化时间的酶解液１ｍＬ。最后加 Ｈ２Ｏ２
启动反应，３７℃反应 ３０ｍｉｎ，以蒸馏水为对照，在
５１０ｎｍ处测定各溶液的吸光度，考虑到样品本身的
吸光度，以９ｍｍｏｌ／ＬＦｅＳＯ４１ｍＬ、９ｍｍｏｌ／Ｌ水杨酸
乙醇溶液１ｍＬ、不同消化时间的样品溶液１ｍＬ和
１ｍＬ蒸馏水计算样品的本底吸收度。·ＯＨ清除率
Ｓ的计算公式为

Ｓ＝
Ｂ０－（Ａｘ－Ａｘ０）

Ｂ０
×１００％ （２）

式中　Ｂ０———空白对照液的吸光度
Ａｘ———加入样品溶液后的吸光度
Ａｘ０———不加显色剂Ｈ２Ｏ２的样品溶液吸光度

１３２５　Ｏ－２·清除率测定
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测定，根据陈美珍等［１３］

的方法修改测定。取 ５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
（ｐＨ值８２）４５ｍＬ，置于２５℃水浴中保温２０ｍｉｎ，
分别加入１ｍＬ样品溶液和０４ｍＬ２５ｍｍｏｌ／Ｌ邻苯
三酚溶液，混匀后于 ２５℃水浴中反应 ５ｍｉｎ，加入
１ｍＬ８ｍｍｏｌ／ＬＨＣｌ终止反应，于２９９ｎｍ处测定吸
光度Ａｘ。空白对照组以相同体积蒸馏水代替样品，
测定吸光度 Ｂ０。每个试样做 ３个平行样，取平均

值，Ｏ－２·清除率Ｃ计算公式为

Ｃ＝
Ｂ０－Ａｘ
Ｂ０

×１００％ （３）

１３２６　ＤＰＰＨ·清除率测定
样品酶解液 ＤＰＰＨ·清除能力根据 Ｓｈｉｍａｄａ

等［１４］方法修改测定。２ｍＬＤＰＰＨ溶液（在９５％乙
醇中的浓度为０１ｍｍｏｌ／Ｌ）与２ｍＬ样品溶液混合。
混合物在室温（２０℃）下避光静置３０ｍｉｎ，在５１７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使用蒸馏水代替样品作空白对照。

ＤＰＰＨ·清除率Ｈ计算公式为

Ｈ (＝ １－
Ａ５１７ｓａｍｐｌｅ
Ａ )
５１７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００％ （４）

式中　Ａ５１７ｓａｍｐｌｅ———样品溶液在５１７ｎｍ处的吸光度
Ａ５１７ｃｏｎｔｒｏｌ———空白对照蒸馏水在５１７ｎｍ处的

吸光度

１３２７　游离氨基酸含量测定
通过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测定酶解液的游离氨

基酸成分和含量。吸取不同消化时间的酶解液

０１ｍＬ于１５ｍＬ离心管中，加入 ０９ｍＬ１％的磺
基水杨酸，沉淀２ｈ，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
清液，用０２２μｍ微膜（水膜）过滤至样品瓶中，供
上机测定。

１３２８　酶解液蛋白质及多肽相对分子质量测定
采用凝胶渗透色谱法测定蛋白质和多肽的相对

分子质量分布，参照代春华等［１５］的方法修改测定。

色谱条件：色谱柱，ＴＳＫｇｅｌ Ｇ２０００ＳＷＸＬ（７８ｍｍ×
３０ｃｍ，Ｔｏｓｏｈ）；流 动 相，０１ｍｏｌ／Ｌ Ｎａ２ＳＯ４ ＋
０１ｍｏｌ／Ｌ磷酸缓冲液（ｐＨ值６７）；柱温３０℃；检测
波长２２０ｎｍ；流速０５ｍＬ／ｍｉｎ；进样量１０μ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氨基酸组成
绿鳍马面鱼皮的氨基酸组成及含量（质量

比）见表１。
氨基酸作为人体营养所需蛋白质的基本构成物

质，也是食物经消化后被摄入的主要成分，因此氨基

酸均衡对机体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表１可
知，绿鳍马面鱼皮中含１７种氨基酸，不含色氨酸。
其中甘氨酸、丙氨酸、谷氨酸、脯氨酸和精氨酸含量

高。而且氨基酸组成中富含２９６％的抗氧化特征
氨基酸（酪氨酸、组氨酸、脯氨酸、丙氨酸和亮氨

酸），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抗氧化作用。

２２　水解度测定
底物质量浓度为８ｍｇ／ｍＬ时的水解度如图１所

示，水解度随着水解时间延长而增大，说明鱼皮蛋白

被逐渐水解成多肽和氨基酸，在消化１０～１１ｈ后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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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平，此时达到最大消化程度。并且胃消化阶段

和肠消化阶段水解度都变化平缓，而从第５小时的
十二指肠消化阶段开始出现显著变化，因此该阶段

为水解程度变化的最大阶段。同时，ＤＰＰＨ·清除率
在十二指肠消化阶段为８３２９％，较之后的消化１０ｈ
稍低（图１）。水解度与抗氧化活性之间具有怎样的
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表１　绿鳍马面鱼皮氨基酸组成和含量
Ｔａｂ．１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Ｎａｖｏｄｏｎｓｅｐ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ｋｉｎ

氨基酸 含量／（μｇ·ｍｇ－１）
天冬氨酸（Ａｓｐ） ２９１２

苏氨酸（Ｔｈｒ） １５０９

丝氨酸（Ｓｅｒ） １７００

谷氨酸（Ｇｌｕ） ５５８８

脯氨酸（Ｐｒｏ） ５０３５

甘氨酸（Ｇｌｙ） １０８０５

丙氨酸（Ａｌａ） ６０６７

半胱氨酸（Ｃｙｓ） ３７７

甲硫氨酸（Ｍｅｔ） １２６１

氨基酸 含量／（μｇ·ｍｇ－１）
缬氨酸（Ｖａｌ） １４１９

异亮氨酸（Ｉｌｅ） ８０９

亮氨酸（Ｌｅｕ） １２５４

酪氨酸（Ｔｙｒ） ４７４

苯丙氨酸（Ｐｈｅ） １１０１

组氨酸（Ｈｉｓ） １４４７

赖氨酸（Ｌｙｓ） ２５２１

精氨酸（Ａｒｇ） ３９５１

图１　模拟胃肠消化过程的水解度和ＤＰＰＨ·清除率
Ｆｉｇ．１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ＤＰＰ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２３　抗氧化活性单因素试验
２３１　底物质量浓度
２３１１　模拟胃消化阶段

底物质量浓度是影响模拟消化的重要因素之

一，它在某种程度上会抑制消化。因此，分别从模拟

胃消化和模拟肠消化２个阶段说明底物质量浓度对
消化产物的影响。在模拟胃消化阶段，由图２可知，
随着底物质量浓度从４ｍｇ／ｍＬ增加到８ｍｇ／ｍＬ，抗
氧化活性有所升高，但从６ｍｇ／ｍＬ增加到８ｍｇ／ｍＬ
时抗氧化活性变化不明显，集中表现在·ＯＨ清除率
和ＤＰＰＨ·清除率上，说明抗氧化活性与底物质量浓
度不呈正相关，在一定的底物质量浓度范围内才能

产生最强的抗氧化活性。综合各个抗氧化指标得到

底物质量浓度在８ｍｇ／ｍＬ时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活性。
２３１２　模拟肠消化阶段

模拟胃消化后，模拟肠消化７ｈ（十二指肠消化

图２　底物质量浓度对模拟胃消化产物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ｕｎｄ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ｇａｓｔｒｉｃ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１ｈ，小肠消化６ｈ）。随着底物质量浓度的增大，除
了Ｏ－２·清除率在６ｍｇ／ｍＬ时大于其他２个质量浓度，
还原力、·ＯＨ清除率和 ＤＰＰＨ·清除率均在８ｍｇ／ｍＬ
时达到最大。但底物质量浓度与抗氧化活性不呈正

相关，在一定底物质量浓度范围内才能产生最强的

抗氧化活性。同时，从图３可以看出，在消化１ｈ，即
十二指肠消化期间，还原力、·ＯＨ清除率和 Ｏ－２·清
除率最高，ＤＰＰＨ·清除率稍微低于小肠消化期间。总
体来说，抗氧化活性在十二指肠消化期间达到最高。

图３　底物质量浓度对模拟肠消化产物的
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ｕｎｄ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２３２　消化酶

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消化产物抗氧化活性的显

著差异可能归因于酶的作用位点与作用机理的不

同［１６］。胃蛋白酶是一种重要的消化性蛋白酶，它广

泛裂解肽上的芳香和酸性氨基酸，将蛋白质分解为

胨和一部分酪氨酸和苯丙氨酸等氨基酸；胰蛋白酶

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水解酶，它能裂解肽上的碱性

氨基酸、精氨酸或赖氨酸的侧羰基［１７］。因此，在

２种酶的作用下产生不同的肽片段，抗氧化活性就
不同。

２４　鱼皮中游离氨基酸和消化终产物游离氨基酸
图１给出了模拟胃肠消化过程的水解度曲线，

表２列出了原料样品和消化终产物游离氨基酸的组
成和含量（质量比），为进一步了解水解度与游离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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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消化酶对消化产物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表２　原料样品和消化终产物游离氨基酸的组成和含量
Ｔａｂ．２　Ｆｒｅ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ｒａｗ

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μｇ／（１００ｍｇ）

游离氨基酸
消化时间／ｈ

０ ５ １１

磷酸丝氨酸（Ｐｓｅｒ） ６０４ ６４９０ ８１００

牛磺酸（Ｔａｕ） ７８７ ０ ０

天冬氨酸（Ａｓｐ） ０ ０ １２２０

苏氨酸（Ｔｈｒ） ０ ０ ３６１０

丝氨酸（Ｓｅｒ） ０ ０ ４８３０

天冬酰胺（Ａｓｎ） ０ ０ ４２９０

谷氨酸（Ｇｌｕ） ０ ０ ６８５０

α氨基己二酸（αＡａａ） ０ ０ １９００

脯氨酸（Ｐｒｏ） ０ ０ ２４９０

甘氨酸（Ｇｌｙ） ６４５ １４５０ ３１６０

丙氨酸（Ａｌａ） ３５４ ３１８０ ７８２０

瓜氨酸（Ｃｉｔ） ０ ０ ２４１０

α氨基丁酸（αＡｂａ） ０ ０ ２３４０

缬氨酸（Ｖａｌ） ０ ２５５０ ９１３０

胱氨酸（Ｃｙｓ） ０ ０ ０

甲硫氨酸（Ｍｅｔ） ０ ３２００ ２７４０

异亮氨酸（Ｉｌｅ） １６８０ １１５８０ ７６９０

亮氨酸（Ｌｅｕ） ２１４２ １６８２０ ２７４５０

酪氨酸（Ｔｙｒ） ０ ０ １１８９０

苯丙氨酸（Ｐｈｅ） ０ ７９２０ １８２９０

β丙氨酸（βＡｌａ） ０ １５２００ ２５３６０

β氨基异丁酸（βＡｉｂａ） ０ ４０２９０ ５９９１０

γ氨基丁酸（γＡｂａ） ０５９ ９５４０ １４６３０

组氨酸（Ｈｉｓ） ０８４ １８７０ ６３８０

肌肽（Ｃａｒｎｏｓｉｎｅ） ０ １０５４０ １１６１０

色氨酸（Ｔｒｐ） ０ １３０６０ ２３５７０

鸟氨酸（Ｏｒｎ） ２６４２ １４４８０ １５３５０

赖氨酸（Ｌｙｓ） １７６３ ８９１０ １１６８０

精氨酸（Ａｒｇ） ９２０ １９５０ ３１１０

基酸之间的关系，从表２可以看出，经过５ｈ消化，
游离氨基酸多出７种，经过１１ｈ模拟消化后，游离
氨基酸种类有很大改变，由原来的１１种变为２７种，
尤其是抗氧化性氨基酸有显著增加，其中亮氨酸含

量最高，其次是酪氨酸。前面的抗氧化性单因素实

验中，消化１１ｈ后的产物表现出较强的抗氧化性，
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抗氧化特征氨基酸产生的。而

消化５ｈ产物中抗氧化性氨基酸的含量远低于消化
１１ｈ的产物，表明消化５ｈ产物中的多肽的抗氧化
作用远高于抗氧化性氨基酸的作用，这为那些具有

较强抗氧化活性的多肽分子量测定提供了依据。

２５　酶解液中蛋白质及多肽相对分子质量分布
十二指肠消化阶段产物中的多肽具有最强的抗

氧化活性，这些多肽的分子量分布通过凝胶渗透色

谱法（ＧＰＣ）测定。图５为标准品和十二指肠消化产
物凝胶渗透色谱图，显示出各种物质的出峰顺序，其

中标准品谱图（图５ａ）各标注峰分子质量分别为：
６７０００Ｄａ、１２２５００Ｄａ、２０４Ｄａ；十二指肠消化产物
ＧＰＣ谱图图５ｂ各标注峰分子质量分别为：２１５２Ｄａ、
１３５２Ｄａ、１９０Ｄａ。由标准曲线可知，分子质量的对
数（ｌｇＭｒ）与保留时间（ｔ）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回归方
程ｌｇＭｒ＝－０２０３ｔ＋７７７９，决定系数 Ｒ

２＝０９９９。
图５ｂ所示，十二指肠消化产物的保留时间在１０～
３０ｍｉｎ之间，基本处于所选择的标准物质保留时间
范围之内，而且谱图示出了产物中不同分子质量的

分布情况，具有抗氧化活性物质的分子量在２００～
５０００Ｄａ之间。

图５　标准品和十二指肠消化产物凝胶渗透色谱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ｄｕｏｄｅｎａｌ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标准品　（ｂ）十二指肠消化产物
　

３　结论

（１）通过氨基酸分析，绿鳍马面鱼皮中不含
色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谷氨酸、脯氨酸和精氨酸含

量高，并且富含２９６％的抗氧化特征性氨基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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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提取某些氨基酸的丰富来源。

（２）采用测定还原力、·ＯＨ清除率、Ｏ－２·清除
率、ＤＰＰＨ·清除率４种方法考察了绿鳍马面鱼皮
蛋白模拟胃肠道消化过程的抗氧化活性，通过底物

质量浓度、模拟胃液消化后不同处理和不同酶处理

单因素实验，得出底物质量浓度在８ｍｇ／ｍＬ时具有
最强的抗氧化活性，但底物浓度需限制在一定的范

围内，并且在十二指肠消化阶段具有最强的抗氧化

活性，此时ＤＰＰＨ·清除率为８３２９％。
（３）通过氨基酸分析得出，十二指肠消化产物

中游离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都有明显增多，抗氧化

性氨基酸含量比１１ｈ产物的含量低，而抗氧化性却
高于１１ｈ，说明抗氧化肽发挥主导作用，并且具有抗
氧化活性的多肽分子量范围在２００～５０００Ｄａ之间，
其中分子量为２１５２Ｄａ、１３５２Ｄａ的多肽与抗氧化活
性可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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