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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体内活性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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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活性氧的本质
、

形成及化学活性进行 了研究
,

指出提高生活质量需清除控制体内多余的

活性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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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活性氧是生物体内氧自由基
,

它多与 化学方面的知识分析其本质
、

形成及化学活性等
。

少对机体都有明显的作用
,

且与人体的健康息息相

关
,

因此很有必要去重新认识及研究它
。

据报到过量 1 氧自由基的形成与分类
的活性氧是可以危害男性生殖健康

、

是成人疾病的
“

元凶
” 、

是癌症的催化剂等
。

氧自由基本质上是指独 氧自由基的种类很多
,

主要以
·

o
: 一

和
·

O H等

立存在的带有未成对电子的氧原子或原子团
、

分子或 活性氧自由基为主
,

占体内自由基的 90 % 以上
。

氧自

离子
,

所带的不成对电子具有成对的趋势
,

极易发生 由基活性氧中的一大类
,

活性氧还包括单线态氧

得失电子的反应
,

性质活泼
,

存在时间仅 10
一 6 一 or

一 9
5

,

(
,
0

2

)
、

过氧化氢等
。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可以在铁蟹合

短时间内会引发其它物质成为自由基
。

在生物体内
,

物催化下与 H
2
0

2

反应产生经自由基
·

O H
。 ·

O H 是

氧分子可以通过单电子接受反应
,

依次转变为
.

认
一

化学性质最活泼的活性氧物种
。

其反应特点是无专一

及
·

O H 等中间产物川
。

由于这些活化中间体都是直 性
,

几乎与生物体内所有物质
,

如糖
、

蛋白质
、

D N A
、

碱

接或间接地由分子氧转化而来
,

而且具有比分子氧更 基
、

磷脂和有机酸等都能反应
,

且反应速率快
,

可以使

活泼的化学反应性质
,

遂统称为活性氧
。

本文主要从 非自由基反应物变成自由基
。

不同活性氧形成如下
:

( 1 )
·

0
2 一

超氧负离子 0
2 -

一
>

·

0
2 -

( 2 ) H O
:

·

氢过氧基
·

0
2 一 + H

十 - - 一 > H O
:

·

( 3 ) H
2
0

:

过氧化氢 2
·

0
2 一 + Z H

+ + S O D -

一
> H

Z
O

Z

( 4 )
·

O H 经自由基
·

0
2 一 + H

2
0

2 + F e , ` -

一
>

·

O H

( 5 ) R
·

有机自由基 脂类等 十
·

O H - - 一 > 脂类自由基

( 6 ) R OO
·

有机过氧基 R
·

+ 0
2 -

一
> R0 0

·

( 7 )
,
O:
单线态氧 0

2 + E -

一
> ’

0
2

( 8) N O
·

一氧化氮自由基 精氨酸氧化脱氨
-

一
> N O

·

( 9 ) N O
:

·

二氧化氮自由基 N O
·

+
·

0
2 一 + H

+ -

一
> N O

:
·

+
·

O H

活性氧通过上述方式传递和增殖
。

愈来愈多的 病以及心
、

肝
、

肺
、

皮肤等方面病变的产生
。

在人体和

氧自由基在细胞内出现会损伤细胞
,

引发各种疾 环境 中持续形成的自由基来自人体正常新陈代谢过

病
。

顾有方的 《自由基的生理和病理作用 》和付鹏的 程
,

大量体育运动
、

吸烟
、

食用脂肪和烟熏烤肉
、

发生

《高血压患者血中活性氧
、

一氧化氮和氧化低密度 炎症
、

某些抗癌药物
、

安眠药
、

射线
、

农药
、

有机物腐

脂蛋 白的变化及其意义》121 等的研究表明
,

含氧自由 烂
、

塑料用 品制造过程
、

油漆干燥
、

石棉
、

空气污染
、

基关系到多种疾病
,

由于 自由基可使细胞质和细胞 化学致癌物
、

大气中的臭氧等也都能产生 自由基
。

已

核中的核酸链断裂
,

会导致肿瘤
、

炎症
、

衰老
、

血液 知自由基可损伤蛋白质
,

可使蛋白质的转换增加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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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D N A 可导致细胞突变 ;作用 于
一 S H 可使某些酶

的活性降低或丧失 ;攻击未饱和脂肪酸可引起脂质

过氧化
,

其氧化产物可引起
一 S H 氧化

、

酶失活
、

膜功

能受损
、

干扰膜的运送功能等
。

另外
,

由燃料废气
、

香烟和 一些粉尘造成的大气污染
,

使大气上空的氧

自由基 占分子污染物总量的 1% 一 or %
,

因此环境

污染中的氧自由基反应也是不可忽视的
。

2 活性权在机体内发生的反应

2
.

, 与蛋白质发生反应

脂质过氧化作用生成的 L
·

与 L 0 0
· ,

能提取

蛋白质的氢
,

使形成蛋白质自由基 ( P
.

)
。

蛋白质自

由基与其它蛋白质分子加成反应则可形成多聚蛋

白质自由基
,

以反应简式可表示如下
:

LO O
· + P

十 一 一 一 > L O O H + P
·

P
·

+ P 一 一 一 > P P
·

·

O H 可与肤链中的
a
碳原子作用

,

经氧化
、

脱

水拆开肤键 ;
·

0
2 一 、 ·

O H 可与肤链的多种氨基酸

残基反应
,

如氧化琉基改变蛋 白质的一级结构
,

破

坏空间结构影响功能及理化性质
。

2
.

2 与脂质过权化反应

轻自由基 (
·

O H )为主要引发剂
,

首先从膜磷脂

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分子提取氢形成脂自由基 ( L
.

)
,

它再与氧分子作用成脂过氧基 ( LO O
·

)
。

后者可以

从其它分子提取氢形成脂氢过氧化物 ( L O O H )
,

同

时生成新的自由基 ( L
·

)
,

此新的 L
.

又可再过氧

化
、

可表示为
:

·

( ) H + LH 一 一 一 > L
·

I
J ·

+ 0
: 一 一 一 > L0 0

·

LO O
·

+ L H 一 一 一 > L O O H + L
·

脂质过氧化使细胞膜受损
,

轻则细胞的通透性

改变
,

重则结构破坏
,

功能失去
,

机体产生一系列病

理变化
。

2
.

3 与核酸分子发生反应

核酸分子受氧自由基或脂质过氧化产物作用
,

可以发生分子断裂
、

碱基改变等
,

最终可导致基因编

码及复制异常
,

以致细胞发生突变
。

烯醛类脂质过

氧化产物能烷化 D N A
,

是一种基因毒
。

2
.

4 其它

粘多糖分子如透明质酸经氧化断链
,

则导致结

缔组织基质与滑液的正常性质与功能失去
。

3 氧自由基的清除与控制

氧自由基适量对人体是很有益处的
,

然而由于

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等使人们不能躲避 日益增多的

氧自由基
。

如何清除与控制多余的氧自由基呢 ? 一

是利用 自由基清除剂可抵挡多余的氧自由基
。

它就

是能清除氧自由基或能阻断自由基参与氧化反应的

物质
。

氧自由基清除剂可分为酶类及非酶类
。

酶类

一般为抗氧化酶
,

主要有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O D )
、

过

氧化氢酶 ( C A )T 和谷脱甘肤过氧化酶 ( G S H 一 P X )
。

非酶类自由基清除剂一般是一些抗氧化剂
,

如维生

素 E
、

C
、

胡萝 卜素
、

茶多酚
、

黄酮化合物和还原型谷

胧甘肤等
”̀ 。

二是在生活中应注意
,

平衡膳食以满足

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 ;多食用蔬菜
,

多种蔬菜中

具有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 ; 对老年
、

体弱
、

食欲不好

的人
,

适当补充抗氧化营养保健品 ; 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
,

适量饮茶
,

不吸烟
、

酗酒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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