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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提取和纯化毛蚶( Scapharca subcrenata) 中的天然牛磺酸，并对其活性进行研究。［方法］采用薄层色谱法( TLC) 对提取的
牛磺酸纯度进行分析，并对其结构用红外光谱( IR) 和核磁共振波谱( NMR) 进行鉴定，然后对其细胞毒活性进行检测。［结果］毛蚶富含
牛磺酸，对人白血病细胞 HL-60、肝癌细胞 SMMC-7721、肺癌细胞 A-549、乳腺癌细胞 MCF-7 和结肠癌细胞 SW480 没有明显的细胞毒活
性。［结论］该研究为天然牛磺酸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毛蚶; 牛磺酸; 提取; 细胞毒性
中图分类号 S968． 3; Q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6611( 2012) 17 －09288 －02

Isolation and Activity Study of Nature Taurine in Scapharca subcre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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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he aim was to isolate and purify taurine in Scapharca subcrenata，and its activity was studied． ［Method］The purity of
isolated taurine was analyzed by TLC，and its structure was determined by IR and NMR，and then its cytotoxicity in vitro was detected． ［Resul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ield of taurine in S． subcrenata was high，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ytotoxic activities against human leukemia
cell line HL-60，hepatocarcinoma cancer cell line SMMC-7721，lung cancer cell A-549，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CF-7 and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 SW480． ［Conclusion］The study provides a basis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e tau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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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蚶( Scapharca subcrenata) 是我国重要的海产经济埋栖型

贝类，为蚶科动物，产于我国南北沿海。《神农本草经》及历代

主要本草中均有记载。毛蚶多以壳入药，名瓦楞子，具有消痰

化瘀、软坚散结和止酸止痛的功效。蚶肉为海产食品，据《随息

居饮食谱》记载，能“补血，润肠，生津，健胃”，民间用于抗肿瘤、
抗贫血和抗炎等。

牛磺酸( Taurine) 学名 2-氨基乙磺酸，是一种非蛋白质氨

基酸，其是人体必需氨基酸之一，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在临

床上可用于治疗急慢性肝炎、感冒、高血压、动脉硬化和癌症

等疾病，同时具有解热、镇痛、降血压、抗菌、提高免疫力和抗

肿瘤活性等作用［1］。牛磺酸在鱼贝类中含量十分丰富，软体

动物中尤甚，此外，一些海藻中也含有不少牛磺酸，可以说海

洋生物是牛磺酸的天然宝库［1］。
目前国内对牛磺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枢神经、视觉系

统和心血管系统等方面，但关于牛磺酸对肿瘤作用的研究较

少，作用机制也尚未明确。由于牛磺酸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活

性［2 －3］，因此可将牛磺酸与其他氨基酸、维生素并用，用于癌

症的治疗［4］。
笔者以广西北海野生毛蚶为研究对象，通过提取纯化得

到天然牛磺酸，然后进行抗肿瘤作用的初步研究，以期为天

然牛磺酸在医药方面的开发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供试原料。毛蚶样品于 2010 年 4 月采自广西北海，

由重庆文理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徐敬明老师鉴定。
1． 1． 2 细胞株。5 种人体肿瘤细胞株分别为人白血病细胞

HL-60，肝癌细胞 SMMC-7721，肺癌细胞 A-549，乳腺癌细胞

MCF-7 和结肠癌细胞 SW480，均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库。
1． 1． 3 主要试剂。噻唑蓝 ( MTT，Sigma) ; 甲醇、正丁醇、石
油醚和乙酸乙酯等均为国产分析纯; 显色剂为茚三酮 0． 2%
乙醇溶液，喷洒后加热显色。
1． 1． 4 主要仪器。核磁图谱由 Bruker 公司的 AM-400 和

DRX-500 型超导核磁共振仪测定，TMS 作为内标; 红外由

Bruker 公司的 Tenor 27 光谱仪测定; 酶联免疫检测仪为 Bio-
Red 680。
1． 2 方法

1． 2． 1 牛磺酸的提取和分离。将鲜毛蚶( 15 kg) 洗净、去壳、取
肉( 提取后干重 64． 4 g) ，于组织捣碎机中匀浆，经 90%甲醇提

取 3 次，每次 7 d，浓缩提取液，将提取液分别用乙酸乙酯、正丁

醇萃取。然后将萃取后的水层浓缩，于 4 ℃冰箱中放置 2 h 左

右，即有牛磺酸析出。往粗品牛磺酸中加适量水溶解，再加 3
倍体积的无水乙醇，牛磺酸白色晶体析出，反复操作，提高纯

度［5］，经反复分离纯化得天然牛磺酸晶体( 2． 3 g)。
1． 2． 2 结构鉴定。采用红外光谱( IR) 和核磁共振波谱

( NMR) 对提取的天然牛磺酸晶体结构进行鉴定。
1． 2． 3 细胞毒活性检测。采用 MTT 法［6］，以顺铂为阳性对

照。用 10%胎牛血清的培养液( RMPI1640) 将 5 种细胞株配

成浓度为( 1 ～2) × 104 个 /ml 的细胞悬液，每孔 100 μl 接种

于 96 孔板，置 37 ℃、5% CO2 培养箱中培养 12 h 后，加入浓

度为 40 μmol /ml 的牛磺酸水溶液 100 μl 进行筛选，3 个重

复。37 ℃培养 48 h 后，每孔加 MTT 溶液 20 μl，继续孵育 4
h，终止培养，小心吸弃孔内培养上清液 100 μl 以避免细胞丢

失，每孔加20%的 SDS100 μl，37 ℃过夜孵育，选择595 nm 波

长，酶联免疫检测仪读取吸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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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结构鉴定结果 所得化合物为白色针状晶体，以茚三

酮喷雾，110 ℃ 烘干显色得提取样品的斑点呈蓝紫色，IR
( KBr) 图 谱 含 有-NH2 的 吸 收 峰 ( 2 969． 55、3 047． 63、
3 211． 45 cm －1 ) 和-SO3H 的 吸 收 峰 ( 1 213． 18、1 511． 74、

1 586． 00、1 616． 45 cm －1 ) ，与 牛 磺 酸 红 外 光 谱 一 致 ( 图

1) ［7］。13C-NMR 出现 2 个信号; δ47． 86 为 C1 信号，δ35． 74 为

C2 吸收信号; 1H-NMR 谱中 δ3． 30 为 H1，δ3． 47 为 H2，这些

数据与文献中的数据一致［8］，表明该试验所制备的白色针状

晶体为纯度较高的天然牛磺酸晶体，即为 NH2CH2CH2SO3H。

图 1 牛磺酸的红外光谱分析

2． 2 细胞毒活性检测结果 牛磺酸的送筛检测结果显示，

40 μmol /ml 牛磺酸水溶液对 5 种细胞株没有明显的细胞毒

活性。
3 讨论

牛磺酸对维持机体免疫系统功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很好的免疫佐剂，具有增效减毒作用，从而起到抗肿瘤的

作用。但也有研究发现，牛磺酸具有一定的条件性毒性作

用，在体外试验中，牛磺酸浓度大于 100 mmol /L 能抑制角膜

基质细胞增殖和移行［9 －10］。该试验用结晶法提取了毛蚶牛

磺酸，其纯度采用 TLC 分析，结构用 IR、NMR 得到确证，未见

明显的细胞毒性。牛磺酸的抗肿瘤活性可能与用量有关，但

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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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理调节水、氮供应，不仅能获得较高产量，还能提高水

分生产效率。
3 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结果表明，油菜水分生产效率与氮肥用量和灌水

控制水平关系极为密切，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以用二元二

次回归方程表达。油菜水分生产效率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

而增加，但超过某一氮肥用量后，则表现为下降; 油菜水分生

产效率随灌水控制水平的提高也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
这与油菜产量随灌水控制水平和氮肥用量的变化而变化的

趋势相同。由此可见，施用氮肥过多、过少和灌水控制水平

过高、过低都不利于获得高产和较高的水分生产效率，只有

灌水与氮肥配合才能发挥更大效应。各水氮处理间，水分生

产效率与油菜产量具有高度的协同性。从生产实际考虑，将

灌水水平控制在田间持水量的 80% 左右，氮肥用量控制在

0． 24 g /kg( 土) 是适宜的。

综上所述，在油菜类蔬菜栽培生产中，应注重水、肥因子配

合，水肥协调供应是高产和提高水分生产效率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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