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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1 5 N固体核磁共振技术研究苯醒—蛋白质聚合物的氮素形态
’

程励动 文启孝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滚研究所 甫京 1 2以拍 8

本世纪 9 0年代以来
,

借助于
1 , N 核磁共振技术已经查明

,

无论是新形成的土旗胡每酸

和富啡酸
,

或是各类土壤中原有的胡敏酸和富啡酸
,

其非酸解性氮均主要以酸胺态氮存在
。

但这些耐酸解的酞胺是如何形成的则不清楚
。

本工作来用生物合成途径制备了较高丰度” N

标记的蛋白质
,

利用巧 N N M R 技术研究了用此蛋白质与苯醒反应生成的聚合物及其酸解残

渣 的氮素形态
。

此外
,

鉴于醒与蛋白质反应过程 中会有部分氮释出
,

因而还对苯醒与

( ` SN氏 ) 2抵 反应生成的聚合物及其酸解残渣的氮素形态进行了研究
,

目的在于了解土坡

胡敏酸中而酸解酞胺的来源
。

研究结果表明
,

苯酿和蛋白质反应形成的聚合物
,

其氮素含量虽 因反应时介质的 p H 值

而有较大不同
,

但其氮素形态分布极其相似
,

酷胺氮占全氮的 80 % 以上
,

毗吮型氮占 4一

6 %
,

芳香胺或烯氨氮占 4 %左右
,

芳香胺和/或脂肪胺占 4一 6% ; 用 6ma 1 L
一 I HCI 酸解时

,

84 % 的氮可被酸解
,

其中 47 一53 %为一氮基态氮
。

这和土壤胡敏酸很相似
。

聚合物酸解残

渣的” N M N R 谱显示
,

非酸解性氮主要以欧胺 (约 30 % ) 和脂肪胺 (约 30 % ) 氮存在
,

另

外还有各种杂环氮 (约 2 0 % ) 和芳香胺或 /和脂肪胺 (约 10 % )
。

这表明
,

在苯酿和蛋白质

反应过程中
,

生成了部分耐酸解的酞胺
。

结合我们以前关于酚与甘氨酸生成的聚合物的研究

结果
,

看来
,

形成胡敏酸的主要含氮物料是蛋白质或多肤
,

而不是它们的进一步产物— 氨

基酸
。

苯醒和 N氏 反应形成的聚合物及其酸解残渣的15 N NM R 谱显示
,

聚合物中
,

毗咯
、

叫

噪型氮约占全氮的 5 %
,

芳香胺氮也约占 5%
,

酞胺氮和 /或内醋氮占 41 %
,

另有 40 % 的氮

很难确定是毗咯氮
、

引噪氮或是酞胺氮
。

酸解残渣中
,

毗咯
、

异睛或亚氨类氮占 52 %
,

脂

肪胺氮仅占 2 %
。

酸解时聚合物中只有 2 8% 的燕进人溶液
,

其中 78 % 皆以氨态氮释出
。

看

来
,

酚 (或醒 ) 与氨的反应并不会导致形成胡敏酸中耐酸解性酞胺
,

在醒与蛋白质的反应

中
,

它也并不具有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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