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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酶的专一性概念的探讨
赵 赣

( 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准确地讲，酶的专一性是指酶催化某一种或者某一类底物发生特定的反应生成特定的产物这个性质，而不能将之简单地表述为酶

作用于某一种或者某一类底物的性质。因为，同样的底物完全可能经不同的酶催化而生成不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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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of Enzyme Specificity
Zhao Gan

(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 Accurately，the concept of enzyme specificity means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an enzyme can only catalyze a kind of or a
class of substrates to react specifically producing the specific product( s) ，but it cannot be simply expressed as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an enzyme can only catalyze a kind of or a class of substrates to react，for the same substrate( s) may be catalyzed by different
enzymes to react differently producing the different specific product( s)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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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的专一性是酶这一类生物催化剂的特点之一。但是不
同的教材里面有关这个概念的表述却有差异。有的认为酶作用
于某一种或者某一类底物的性质即酶的专一性［1］，有的则认为
酶催化某一种或者某一类底物发生特定的反应生成特定的产物
这个性质即酶的专一性［2 －4］。那么，哪个表述更加准确呢?

我们不妨看看生物化学教材里面的磷酸戊糖途径中的以
下两个反应。反应( 1) 是转酮( 醇) 酶催化的可逆反应，5 － 磷酸
木酮糖与 5 － 磷酸核糖作为底物被该酶催化反应生成产物 7 －
磷酸( 景天) 庚酮糖和 3 － 磷酸甘油醛。反过来，7 － 磷酸( 景
天) 庚酮糖和 3 － 磷酸甘油醛也可以作为底物被该酶催化反应
生成产物 5 － 磷酸木酮糖与 5 － 磷酸核糖。换言之，7 － 磷酸
( 景天) 庚酮糖和 3 － 磷酸甘油醛既可以看作是该酶催化的反应
的底物，也可以看作是该酶催化的反应的产物。

5 － 磷酸木酮糖 + 5 － 磷酸核糖
转酮( 醇) 酶

→
TPP +

7 － 磷酸( 景

天) 庚酮糖 + 3 － 磷酸甘油醛 ( 1)
同理，在可逆的反应( 2) 中，7 － 磷酸( 景天) 庚酮糖和 3 －

磷酸甘油醛既可以看作是转醛( 醇) 酶催化的反应的底物，也可
以看作是该酶催化的反应的产物。

7 － 磷酸( 景天) 庚酮糖 + 3 － 磷酸甘油醛
转醛( 醇)

→
酶

4
－ 磷酸赤藓糖 + 6 － 磷酸果糖 ( 2)

从反应( 1) 和( 2) 可以看到，虽然 7 － 磷酸( 景天) 庚酮糖和
3 － 磷酸甘油醛既可以作为转酮( 醇) 酶催化的反应的底物，也
可以作为转醛( 醇) 酶催化的反应的底物，但是，在这两个反应
里面生成的产物却是截然不同的，即同样作为底物，7 － 磷酸
( 景天) 庚酮糖和 3 － 磷酸甘油醛，被转酮( 醇) 酶催化反应生成
的产物是 5 － 磷酸木酮糖和 5 － 磷酸核糖，而被转醛( 醇) 酶催
化反应生成的产物却是 4 － 磷酸赤藓糖和 6 － 磷酸果糖! 假如
仅仅从酶的底物( 即酶作用于某一种或者某一类底物) 这个角
度，来定义和理解酶的专一性这个概念的话，则转酮( 醇) 酶和
转醛( 醇) 酶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专一性相同的酶，甚至可能被看
作是同一种酶!

再看文献［5］中所述的磷酸果糖激酶( － 1) 催化的反应( 3)

与磷酸果糖激酶 － 2 催化的反应( 4) :

果糖 － 6 － 磷酸 + ATP
磷酸果糖激酶 ( － 1

→
)

果糖 － 1，6 －
二磷酸 + ADP ( 3)

果糖 － 6 － 磷酸 + ATP
磷酸果糖激酶

→
－ 2

果糖 － 2，6 － 二
磷酸 + ADP ( 4)

可以看出，在这两种酶催化的不可逆反应中，底物都相同，

反应的性质也都是转移反应，连这两个反应生成的产物都各是
两个，且其中的一个产物都是 ADP，甚至于连这两个反应的另
一个产物分子都是由果糖分子( 骨架) 上连有两个磷酸基团而
构成的! 其差别仅仅是磷酸果糖激酶( － 1) 催化的反应产物中
是果糖 － 1，6 － 二磷酸，而磷酸果糖激酶 － 2 催化的反应产物中
却是果糖 － 2，6 － 二磷酸。尽管这两个反应如此相似，可是仅
仅由于这一点产物上的差异，导致这两种酶连同工酶都不是!

由此可见，在介绍和应用酶的专一性这个概念的时候，不
能只是着眼于酶所催化的反应的底物，而必须全面、综合地考
虑酶所催化的底物、反应性质以及反应生成的产物，这样的考
虑和叙述才是完整的、准确的。所以，准确地讲，酶的专一性宜
指酶催化某一种或者某一类底物发生特定的反应生成特定的
产物这个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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