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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数据的分析和比较，为淀粉酶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化和

改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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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不同因素对淀粉酶活性的影响，为淀粉酶活性测定方法的

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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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淀粉酶活性测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相关领域的科学研

究提供技术支持。

实验目的和意义



碘-淀粉比色法

利用淀粉遇碘显蓝色的原理，通过比较反应前后溶液的颜色变化来测定淀粉酶的活性。该方法操作简便，但易受其他

因素的干扰，准确性有待提高。

DNS法

在强碱性条件下，淀粉酶将淀粉水解成葡萄糖，葡萄糖与DNS试剂反应生成红棕色化合物，通过比色测定其吸光度

值来计算淀粉酶的活性。该方法准确性较高，但操作繁琐且易受还原性糖的干扰。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对淀粉酶水解产物进行分离和检测，通过测定产物的峰面积或峰高来计算淀粉酶的

活性。该方法具有分离效果好、灵敏度高、准确性高等优点，但仪器昂贵且操作复杂。

淀粉酶活性测定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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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原理



淀粉酶活性定义

淀粉酶是一种能够催化淀粉分子水解

成较小分子的酶类。

淀粉酶活性通常指单位时间内淀粉酶

催化淀粉水解的速率，反映了淀粉酶

的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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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比色法

利用淀粉遇碘显蓝色的特性，通过比色测定淀粉水解后剩
余淀粉的量，间接计算淀粉酶活性。该方法简单易行，但
灵敏度较低。

DNS法

通过3,5-二硝基水杨酸（DNS）与还原糖共热后被还原成
棕红色的氨基化合物，在一定范围内，还原糖的量与反应
液的颜色强度呈比例关系，再利用标准曲线法定量测定还
原糖含量，从而计算淀粉酶活性。该方法灵敏度高，但操
作较繁琐。

旋光法

利用淀粉水解产生的葡萄糖具有旋光性，通过测定反应液
的旋光度变化计算淀粉酶活性。该方法准确性较高，但需
要专门的旋光仪设备。

测定方法分类及比较



选择合适的底物浓度01
底物浓度过低会导致反应速率过慢，浓度过高则可能抑制酶活性。因此，

需要选择合适的底物浓度以获得准确的酶活性测定结果。

控制反应温度和pH值02
温度和pH值对酶活性有显著影响。在最适温度和pH值条件下，酶活性

最高。因此，在实验中需要严格控制反应温度和pH值以获得可靠的测

定结果。

减少误差来源03
在实验中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误差来源，如使用高纯度的试剂、准

确称量样品、重复实验等，以提高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优化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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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与方法



底物
可溶性淀粉或淀粉类似物，用于淀粉酶的

催化反应。

淀粉酶
从生物样品中提取的淀粉酶或商业化的淀

粉酶制剂。

缓冲液
用于维持反应体系的pH值稳定，一般选

择磷酸盐缓冲液或Tris-HCl缓冲液。

标准葡萄糖溶液
用于制作标准曲线，定量测定生成的葡萄

糖。

终止液
用于终止酶催化反应，常用的有DNS试剂

（3,5-二硝基水杨酸）或碘液。

实验材料



    

实验方法

比色法

通过测定淀粉酶催化淀粉水解生成的

葡萄糖与特定试剂（如DNS试剂）反

应生成的有色物质的吸光度，从而计

算淀粉酶活性。

碘-淀粉法

利用碘液与未水解的淀粉反应生成蓝

色复合物，通过测定蓝色复合物的吸

光度或比色深度来间接反映淀粉酶的

活性。

荧光法

利用某些荧光物质与葡萄糖反应生成

具有荧光的物质，通过测定荧光强度

来定量葡萄糖，进而计算淀粉酶活性。



1. 准备试剂和样品 4. 测定吸光度或荧光强度

5. 制作标准曲线

6. 计算酶活性3. 显色或荧光反应

2. 酶催化反应

配制所需浓度的底物、缓冲液、终止液和标准葡萄糖溶液，

准备好待测的淀粉酶样品。

在适宜的温度和pH条件下，将淀粉酶与底物混合进行催

化反应，一定时间后加入终止液终止反应。

向反应体系中加入适量的显色剂或荧光物质，使其与生成

的葡萄糖发生显色或荧光反应。

使用分光光度计或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反应体系的吸光度

或荧光强度。

用已知浓度的标准葡萄糖溶液制作标准曲线，用于定量测

定生成的葡萄糖。

根据测定的吸光度或荧光强度以及标准曲线，计算生成的

葡萄糖量，进而计算淀粉酶的活性。

实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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