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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功能 

•  我们不能生活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中。 
我们的细胞将氧气作为呼吸电子传 
递链的最终受体。因为氧气的存在， 
我们能够从食物中提取更多的能量。但是， 
氧气也是一种危险的物质。活性氧，如超氧自由基（氧与一

个额外的电子）存在时，会从损伤的细胞呼吸酶和细胞壁
中泄露出来。此种情况可导致DNA突变，进而损伤酶、
氨基酸和其他重要分子。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研究表明，
每10,000个在大肠杆菌细胞呼吸通路中转移的电子中，
就有3个电子不能正常反应，而形成超氧阴离子。为了避
免这种潜在的危险，大多数细胞利用超氧化物歧 化酶
（SOD）来消除活性氧 



二 作用原理 



? 
• 研究人员已经确定，每十个超氧阴离子自由 
基和酶之间的碰撞会导致一次歧化反应。它的高 
效性远超过人们想象的，因为酶的活性中心只是 
酶表面很小一部分，而大多数的碰撞会发生表面 
上的其他地方。 
      通过对SOD酶的蛋白质序列进行分析，我们 
以对其酶催化反应高效性的原因有进一步的认识 



三 序列分析 

• 1亚细胞定位 
 
 
利用Tmap分析 
没有明显的跨膜 
区段 
 



 三 序列分析 

• 1 亚细胞定位  
• 利用CBS 中Targetp软件分析蛋白

质序列，可知其非跨膜蛋白和信号
蛋白，出于细胞质基质中的可能性
较大 
 



三 序列分析 

• 2 序列极性 
 

用
ProtScale
中的的软
件检测序
列极性，
结果如下 



三 序列分析 

• 3 溶剂可及性  
 

利用
ProtScal 分
析SOD氨基

酸序列，可知
其125-140
位氨基酸有较
强的溶剂可及
性 



三 序列分析 

• 4 结构分析  
 

利用SPB软件
分析SOD 的三
级结构， 



三 序列分析 

• 4结构分析 
 

利用SPB软件分
析SOD 的三级
结构，以上将溶
剂可及性较高的
部分在SPB软件
上显示 

 



三 序列分析 

• 4结构分析 



三 序列分析 

• 4 结构分析 



四 结论 

• 该酶的的活性位点是漏斗形的， 
与铜和锌的的结合位点，在漏 
斗的基部。带有强正电荷的金属 
离子，与附近的带正电荷的氨基酸， 
可强烈吸引漏斗里的带负电荷的超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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