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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宄背景和科学问题 ：

凋亡诱导因子 （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 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
Ａ ＩＦ

）
在生物体中发挥双重功能 ， 其

全长蛋 白 定位在线粒体 内膜 ， 参与 电子传递链合成能量 ， 维持线粒体稳态 ， 其降

解后的 Ｃ 末端片段进入细胞核与 ＤＮＡ 内切酶结合并形成凋亡复合体 ， 结合并切

割 ＤＮＡ 导致染色体降解 ， 导致细胞凋亡 。 目 前对于调控 Ａ ＩＦ 片段化的上游因子

知之甚少 。 完全变态 昆虫在发育过程中经历组织重塑 ， 幼虫组织发生 自 噬和凋亡 ，

成虫组织增殖 ， 这
一

过程受到类固醇激素 ２０－轻基銳皮酮 （
２０ －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 ，

２０Ｅ
） 的调控 。 己知 ２０Ｅ 诱导 自 噬并通过激活半胱氨酸蛋 白水解酶 （ Ｃｙｓｔｅ ｉｎｙ ｌ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ｓｐｅｃ ｉｆｉ ｃ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ａ ｓｅ ， ＣＡＳＰ ） 转 向凋亡 ， 但 ２０Ｅ 对 Ａ ＩＦ 的调控及对细胞命

运的影响未见报道 ， 且 ２０Ｅ 对线粒体稳态的调控机制也未被完全阐 明 。 本研究以

重大农业害虫棉铃虫 （
／／ｅ ／ ／ｃｏｖｅｒ／？ａ ａｒｗ如ｒａ ， Ｈ ａｒｍ ／ｇｅｒａ） 为模型 ， 探讨 ２０Ｅ 对

Ａ ＩＦ 的调控在组织重塑中 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 丰富线粒体稳态调控及其生物学意

义的相关知识 。

研宄结果 ：

１ ． 利 用 生 物 信 息 学 方 法 在 棉 铃 虫 基 因 组 中 鉴 定 到 了 三 种 Ａ ＩＦ ：

Ａ ＩＦ １
（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４ ５ ６ ． １
）
、 Ａ Ｉ Ｆ２

（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５２０ ． １
）和Ａ ＩＦ３

（
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８２４５ ８ ． １
）

。 Ａ ＩＦ １

在变态期脂肪体 内 高表达 ， 因此选定为本论文的研宄靶标 。 ２ ． 制备 了抗 Ａ ＩＦ １ 兔

源多克隆抗体 ， 发现 Ａ Ｉ Ｆ 丨 在取食期表皮为全长Ａ ＩＦ形式 （
ｆｉｉ ｌ ｌ ｌ ｅｎｇｔｈ －Ａ ＩＦ ｌ

，
ｆ－Ａ ＩＦ Ｉ

）
，

在变态期中肠则是被截短的 Ａ ＩＦ ｌ

（
ｃ ｌ ｅａｖｅｄ －Ａ ＩＦ ｌ

，
ｃ
－ＡＩＦ ｌ

）
， 在脂肪体中 ， 取食阶段

为 ｆ－Ａ Ｉ Ｆ Ｉ 形式 ， 变态阶段为 ｃ
－Ａ ＩＦ ｌ 形式 。 ３ ． 免疫组织荧光实验发现 Ａ ＩＦ １ 定位

在取食期脂肪体细胞质 中 ， 在变态期转位至细胞核 。 ４ ． 在棉铃虫表皮 （
Ｈ ａｒｍ每ｅｒａ

ｅｐ ｉｄｅｒｍ ａ ｌｃｅ ｌ ｌ ｌ ｉ ｎｅ ，ＨａＥｐ ｉ

）
细胞系中过表达ｆ

－Ａ ＩＦ ｌ
－ＲＦＰ －Ｈ ｉ ｓ ， 发现２０Ｅ以不依赖

于 自 噬的方式诱导定位在线粒体中 的 ｆ－Ａ ＩＦ ｌ 降解为 ｃ
－Ａ ＩＦ ｌ ， 引起线粒体 自 噬 ，

并诱导 ｃ
－Ａ ＩＦ ｌ 转位到细胞核 ， 引起细胞凋亡 。 ５ ． ｆ－Ａ ＩＦ ｌ 仅在取食期表达 ， ｃ

－Ａ ＩＦ ｌ

■

仅在变态期表达 ， 因此通过虫体 ＲＮＡ 干扰实验 ， 分别在取食期和变态期敲降 Ａ／。

＇

？

发规取食期 ｆ
－Ａ ＩＦ Ｉ 缺失导致 ＡＴＰ 合成下降 、发育迟缓、线粒体自噬和虫体死亡 。

而变态期 ｃ
－Ａ ＩＦ ｌ 缺失则导致脂肪体细胞滴亡水平下降 。 ６ ． 通过软件分析发现

义价 启动子区存在与 叉头盒转录因子 ０
（
Ｆｏｒｋｈｅａｄ ｂｏｘ ｔｒａｎ 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 ｆａｃ ｔｏｒ Ｏ

，
ＦＯＸＯ

）

结合元件 （
ＦＯＸＯ －

ｂ ｉ ｎ ｄ ｉ ｎ ｇ ｅ ｌｅｍ ｅｎ ｔ
，
ＦＯＸＯＥＢ

， 序列５
’

－ＴＴＧＴＴＴＡＣ －

３
’

）
序列 ， 通过

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证 明 ２０Ｅ 通过转录因子 ＦＯＸＯ 诱导 Ｊ ｚ／／ 转录 。

结论 ： 取食期 ｆ
－Ａ Ｉ Ｆ Ｉ 定位在线粒体中 ， 参与 ＡＴＰ 合成 ， 维持线粒体稳定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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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自 幢 。 变态期 ， ２０Ｅ 通过转录因子 ＦＯＸ？ 促进 Ｊ ｚ／ｉ 表达 ， 并使 ｆ
－Ａ ＩＦ ｌ 裂解

为 ｃ
－Ａ ＩＦ ｌ ， 导致线粒体失稳而 自 噬 。 ｃ

－Ａ Ｉ Ｆ ｌ 进入细胞核导致细胞凋亡 。

意义 ： 该研究赛现了类固醇激素 ２０Ｅ 促进 ４／
７ 转录并使 Ａ ＩＦ 片段化 ， 同时

引 起线粒体 自 噬和细胞凋亡 ， 为研宄 自 噬调控提供 了新的知识 ， 为害虫防治提供

了新的靶标基因 。

关键词 ： 凋亡诱导因子 ；
２０－轻基蜕皮酮 ； 自 噻 ； 线粒体 自 噬 ； 凋亡 ； 脂肪体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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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ｅｘｉ ｓｔｉｎ
ｇ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

ｉ ｎｄｕｃ ｉｎｇｆａｃ ｔｏｒ
（
Ａ Ｉ Ｆ

）ｐ
ｌ ａｙｓａｄｕａ ｌｒｏ ｌｅ ｉｎｏ ｒｇａｎ ｉ ｓｍ ｓ ．Ｔｈｅｆｕ ｌ ｌ

－

ｌ ｅｎｇｔｈ

ｅｘｐ 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Ａ Ｉ Ｆ ｉ 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ｔｈｅ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ａ ｌｉｎｎｅ ｒｍｅｍ ｂ ｒａｎｅａｎｄ
ｐａ ｒｔ ｉｃ ｉ ｐａｔｅ 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ｙｎ ｔｈｅｓ ｉ ｓｏｆｅｎ ｅ ｒｇｙ ｉ ｎｔｈｅｅ ｌ ｅｃｔｒｏｎｔｒａｎ ｓｐｏｒｔｃｈａ ｉ ｎｔｏｍａ ｉｎｔａ ｉｎ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 ａ ｌ

ｈｏｍ ｅｏｓｔａｓ ｉ ｓ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Ｃ －

ｔｅ ｒｍ ｉｎａ ｌｆｒａｇｍ ｅｎｔ ｅｎｔｅ ｒｓ ｔｈｅｎｕｃ ｌ ｅｕｓ ａｎｄｂ ｉｎｄ ｓ ｗ ｉ ｔｈＤＮ Ａ

ｅｎｄｏｎ ｕ ｃ ｌ ｅａ ｓｅｔｏｆｏ ｒｍ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ｃｃｏｍ ｐ
ｌ ｅｘ

，ｗｈ ｉ ｃｈｂ ｉｎｄｓａｎｄｃ ｌｅａｖｅｓＤＮＡｔｏｃａｕｓｅ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 ｅｄｅｇｒａｄ 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ｈ ｉｃｈ

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 ｎｇ
Ａ ＩＦｆｒａｇｍ 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ａｒｅｐ

ｏｏｒｌｙｓｔｕｄ ｉｅｄ ．Ｃｏｍｐ ｌｅｔｅ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 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ｔ ｉ ｓ ｓｕｅｒｅｍ ｏｄｅ ｌ ｉｎｇ
ｄｕ ｒ ｉｎｇ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Ｔｈｅ ｌ ａｒｖａ ｌｔ ｉ ｓｓｕ ｅｓｕｎｄｅ ｒｇｏ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ａｐ
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ｗｈ ｉ ｌ ｅ ｔｈｅａｄｕ ｌｔ ｔ ｉ ｓ ｓｕｅｓ

ｐｒｏ ｌ ｉｆｅｒａｔｅ ． Ｔｈ ｉ 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 ｓ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ｄｂｙ 

ｔｈｅｓｔｅ ｒｏ ｉ ｄ

２０ －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 ｙｏｎ ｅ（

２０Ｅ
）

．Ｉ ｔ ｉ ｓｋｎｏｗｎｔｈａｔ２０Ｅｉ ｎｄｕｃ ｅ ｓａ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ｙａｎ ｄ ｌ ｅａｄ ｓｔｏ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ｂｙ
ａ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 ｎｇ

Ｃｙｓｔｅ ｉｎｙ ｌ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ｓｐｅｃ ｉ ｆｉｃ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ａ ｓｅ

（
ＣＡＳＰ

）
．Ｈｏｗｅｖｅ ｒ

，
ｔｈ ｅ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２０ＥｏｎＡ ＩＦａｎｄ ｉ ｔｓｅｆｆｅｃ ｔｓｏｎｃｅ ｌ ｌｆａｔｅｈａｖｅｎｏｔｂｅ ｅｎｒｅｐｏ ｒｔｅｄ ．Ｍ ｏ ｒｅｏｖｅ ｒ
，

ｔｈｅ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ｏ ｒｙ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２０Ｅｏｎ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 ａ ｌｈｏｍ ｅｏ ｓｔａｓ ｉ ｓｈａｓｎｏｔｂｅｅｎｆｕ ｌ ｌｙ

ｅ ｌ ｕ ｃ ｉ ｄａｔｅｄ ． Ｉｎｔｈ ｉ ｓｓｔｕｄｙ ，
ａｒｍ ｆｇｅｒａ（

ｉ／．ｆｌｒ／ｗ每ｅｒａ
） ，

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ｂｏ ｌ ｌｗｏｒｍ
５ａ

ｍ ａ
ｊ
ｏｒａｇｒ ｉ ｃ 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ｐｅｓｔ ，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ａｍｏｄｅ ｌｔｏｅｘｐ ｌｏｒｅｔｈ ｅｒｏ ｌｅａｎｄｍｏ ｌｅｃｕ ｌ ａｒ

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 ２０Ｅ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Ａ ＩＦ ｉｎｔ ｉ ｓｓｕｅ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
ａｎｄｔｏｅｎｒｉ ｃｈｔｈｅ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ｏｆ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 ａ ｌｈｏｍ ｅｏｓｔａｓ ｉｓ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ｒｅｓｕ ｌｔｓ ：

Ｉ ．Ｂ ｉｏ ｉ ｎ ｆｏ ｒｍ ａｔ ｉ ｃ 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 ｕｓｅｄｔｏ ｉｄｅｎｔ ｉ ｆｙ

ｔｈｒｅｅＡ ＩＦｓ ｉｎｔｈｅ
ｇｅｎｏｍ 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Ｈｅ ｌ 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Ａ ＩＦ １
（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４５ ６ ． １
）

．Ａ ＩＦ２
（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５２０ ． １

）ａｎｄ

Ａ Ｉ Ｆ３
（
ＸＰ ０２ １ １ ８２４ ５ ８ ． １

）
．Ａ ＩＦ １ｗａｓ ｈ ｉｇｈ 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ｄｕ ｒ ｉｎｇ
ｍ 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 ｓ ．

Ｔｈ ｅｒｅｆｏｒｅ ， ｉ ｔ ｉ ｓｓｅ ｌ 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ａｒｇｅｔｏｆｔｈ ｉ ｓｔｈｅ ｓ ｉ ｓ ．２ ．Ｒａｂｂ ｉ ｔｐｏ ｌｙｃ ｌ ｏｎａ ｌ

ａｎｔ ｉｂｏｄｙａｇａ
ｉ ｎｓｔＡ １ Ｆ １ｗａｓａｃｑｕ

ｉｒｅｄ ．Ａ ＩＦ １ｅｘ
ｐ
ｒｅ ｓｓｅｄｆｕ ｌ ｌ ｌ ｅｎｇｔｈ

－Ａ ＩＦ ｌ（
ｆ－Ａ ＩＦ ｌ

） ｉｎ

ｅｐ
ｉｄ ｅ ｒｍ ｉ ｓｄ ｕｒ ｉ ｎｇ

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Ｃ ｌｅａｖｅｄ

－Ａ ＩＦ ｌ
（
ｃ
－Ａ ＩＦ ｌ

）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ｍ ｉ ｄ ｇｕｔｄｕｒ ｉｎｇ

ｍ ｅ ｔａｍｏｒｐ ｈｏｓ ｉ ｓ ．Ｉ ｎｆａ ｔｂｏｄｙ，ｆ
－Ａ ＩＦ 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ｆｅｅｄ 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ｃ
－Ａ ＩＦ ｌ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ｅｄｄ ｕ ｒ ｉ ｎｇ
ｍ ｅｔａｍ ｏｒｐｈｏ ｓ ｉ ｓ ．３ ．Ｔ ｉｓ ｓｕｅ 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ｕｏｒｅ ｓｃｅｎ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 ｎｆａｔｂｏｄｙ ，Ａ ＩＦ １ｗａｓｌｏｃａ ｌ ｉｚ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ｙｔｏｐ ｌａｓｍｄｕｒｉｎｇ
ｆｅｅｄ 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ｗａｓ

ｔｒａｎ 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ｕｃ ｌｅｕ ｓｄｕｒｉｎｇ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 ｓ ．４ ．０ｖｅｒｅｘ

ｐ
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ｆ－Ａ ＩＦ ｌ

－ＲＦＰ－

Ｈ ｉ ｓ ｉ ｎＨ．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ｅｐ ｉｄｅｒｍ ａ ｌｃｅｌ ｌ ｌ ｉｎｅ（
ＨａＥ

ｐ
ｉ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２０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 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ｆ
－Ａ Ｉ Ｆ Ｉｗｈ ｉ ｃｈ ｌｏｃａ ｌ ｉｚｅｄ ｉｎ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ｔｏｃ －ＡＩＦ ｌ ｉｎａｎａｕ ｔｏ

ｐ
ｈａｇｙ

ｉ ｎｄｅｐｅ ｎｄｅ ｎ ｔｍ ａｎ ｎ ｅ ｒ
， ｉ ｎｄｕｃｅｄｍ ｉ 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ｃ －Ａ ＩＦ ｌｔｒａｎ ｓ ｌｏｃａｔ 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ｕｃ ｌ ｅｕｓｔｏ

Ｉ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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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ｃｅｃｅ ｌ ｌ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５ ．Ｂｅｃａｕｓｅｆ

－Ａ ＩＦ ｌｗａｓｏｎ ｌ

ｙｅｘｐ ｒｅ ｓｓｅｄａｔ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ｃ

－

Ａ Ｉ Ｆ １ｗａｓｏｎ 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ａｔｍ ｅｔａｍｏｒｐ

ｈｏｓ ｉ ｓｓｔａｇｅ ．Ａ ｉｆ 

ｗａｓｋｎｏｃｋｅｄｄｏｗｎａｔ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ｍ ｅｔａｍｏ ｒｐｈｏｓ ｉｓｓｔａｇｅｒｅ 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 ｌｙ

ｂｙ
ＲＮＡ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 ｔｓｔｏｓｔｕｄｙ

ｉ ｔｓｄｕａ ｌｒｏ ｌｅ 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ｕ ｌ 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ｆ－Ａ ＩＦ ｌｄｅｆｉ ｃ ｉｅｎｃｙ
ｗｏｕ ｌｄ ｌ ｅａｄｔｏ ｉ ｎ ｓｕｆｆｉｃ ｉ ｅｎ ｔＡＴＰ

ｓｙｎｔｈｅ ｓ ｉ ｓ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ａ ｌｒｅｔａｒｄａｔ ｉｏｎ

，
ｍ ｉ 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ｄｅａｔｈ ．ｃ

－Ａ Ｉ Ｆ ｌｄｅｆｉｃ ｉｅｎｃｙ
ｒｅｓｕ ｌ ｔｅｄ

ｉ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ｏｆ ｆａｔｂｏｄｙ
ｃｅ ｌ ｌ ｓ ．６ ． Ｔｈｅｓａｍ ｅｓｅ

ｑ ｕ
ｅｎｃｅｏｆ 

Ａ Ｉ Ｆ 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 ｒｅｇ
ｉｏｎ

ａｓＦｏｒｋｈ ｅａｄｂｏｘｔｒａｎ ｓｃｒ ｉ

ｐｔ 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Ｏ
（
ＦＯＸＯ

）
ｂ ｉ ｎｄ ｉ ｎｇ

ｅ ｌ ｅｍ ｅ ｎ ｔ
（
ＦＯＸＯＥＢ

，ｓｅｑ
ｕｅｎ ｃｅ

５
＇

－ＴＴＧＴＴＴＡＣ －

３
５

）ｗａｓｐｒｅｄ ｉ ｃ ｔｅｄｂｙｓｏｆｔｗａ ｒｅ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ｓｕ ｌ ｔ ｓｏｆｄｕ ａ ｌ

－

ｌ ｕｃ ｉ ｆｅｒ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２０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ｉｎ ｃ ｒｅａｓｅｏｆＡ ＩＦ １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ｔｈ 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ＸＯ ．

Ｃｏｎｃ ｌｕｓｉｏｎ ：

ｆ－Ａ ＩＦ ｌｗａ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ｄｕｒ ｉｎｇｆｅｅｄ 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 ｉ ｎｖｏ ｌｖｅｄ ｉｎＡＴＰ

ｓｙｎｔｈｅ ｓ ｉ ｓ
，
ｍａ ｉｎｔａ ｉｎｅｄ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ｓｔ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ａｎｄ ｉ ｎｈ ｉｂ ｉ ｔｅｄａ 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 ｓｓｔａｇｅ ，２０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Ａ ｉｆｌ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

ｔ ｉｏｎ

ｆａｃ ｔｏｒＦＯＸＯ
，ａｎｄｆ－Ａ ＩＦｃ ｌ ｅａｖｅｓｔｏｃ

－Ａ ＩＦ
， ｌ ｅａｖ ｉ ｎ ｇ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 ｌｅａｄ ｉｎｇｔｏ

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ｌｉｎｓｔ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ｍ ｉ ｔｏｐｈａｇｙ ．ｃ

－Ａ ＩＦｅｎ ｔｅｒｓｔｈｅｎｕｃ ｌｅｕ ｓ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ｓｔｏａｓｈ ｉｆｔ

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ｔｏ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Ｓ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Ｔｈ ｉｓ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ｓｔｅ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２０Ｅ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Ａ ｉ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
ｐ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Ｆ

ｆｒａｇｍ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 ｉｎｇ

ｍ ｉ ｔｏｐｈａｇｙ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Ｉ ｔ
ｐ

ｒｏｖ ｉｄｅｓｎｅｗ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ｆｏｒ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

ｐｒｏｖ ｉｄｅ ｓ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 ｓｆｏｒ

ｐｅｓｔｃｏｎｔｒｏ ｌ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
２０－ｈｙ

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ｏｎｅ ；
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

Ｍ ｉ ｔｏｐ
ｈａｇｙ ；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Ｆａｔｂｏｄｙ

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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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表 １

－

１ 符号说明

Ｔａｂ ．  １
－

１Ｓｙｍ ｂｏ ｌｄｅ ｓｃ ｒ ｉ

ｐｔ ｉ ｏｎ

英文全称赶全称

２０Ｅ ２０－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２０－轻基 ４兑皮酮

Ａ ＩＦ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 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凋亡诱导因子

Ｈ．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Ｈｅ 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ｉ

ｆ
－ＡＩＦ ｌ ｆｕ ｌ ｌ ｌ ｅｎｇｔｈ －Ａ Ｉ Ｆ ｌ Ａ Ｉ Ｆ １全长

ｃ
－Ａ ＩＦ ｌ ｃ ｌｅａｖｅｄ

－Ａ ＩＦ ］ 被裂解的Ａ ＩＦ １

ＡＭ ＩＤＡ ＩＦ－ｈｏｍｏ ｌｏｇｏｕｓ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ｏｎ －Ａ ＩＦ同源线粒体相关死亡诱

ａ 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ｃｅ ｒｏｆ ｄｅａｔｈ导物

Ａ ＩＦＬＡＩＦ－

Ｉ ｉｋｅ类凋亡诱导 因子

ＭＬＳ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 ａ ｌ ｌｏｃａ 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ｓ ｉｇｎ ａ ｌ线粒体定位信号

ＩＭＳＳ Ｉｎｎｅｒ ｍ 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ｏｒｔ ｉ ｎｇ
ｓ ｉｇｎａ ｌ内膜分选信号

ＴＭＴｒａｎ ｓｍ ｅｍｂｒａｎｅ跨膜

ＦＡＤＦ ｌａｖ ｉ ｎａｄｅｎ ｉｎｅｄ ｉｎｕｃ ｌ ｅｏｔ ｉ ｄｅ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

ＮＡＤＨＮ ｉ ｃｏｔ ｉｎａｍ ｉ ｄｅａｄｅｎ ｉ ｎｅｄ ｉ ｎｕｃ ｌ ｅｏ ｔ ｉ ｄ ｅ还原型烟醜胺腺嘌呤核苷酸

ＷＡＨ－

１ＷｏｒｍＡ ＩＦｈｏｍ ｏ ｌｏｇ懦虫Ａ ＩＦ同源体

ＡＴＧ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

ｒｅ ｌ ａｔｅｄ 自 噬相关

ＬＣ ３Ｌｏｗ ｃｏｍｐ ｌ ｅｘ ｉ ｔｙ
ｃｏｍｍ ｕｎ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ｓｃｏｄｅｃ低复杂度通信编解码器

ＣＡＳＰＣ
ｙｓｔｅ ｉｎ

ｙ ｌａ ｓｐ
ａｒｔａｔｅｓｐｅ

ｃ ｉｆｉ ｃ
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ａｓｅ半胱氨酸蛋 白水解酶

ＤＥＰＣＤ ｉｅｔｈｙ ｌ
ｐｙ 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焦碳酸二乙酯

ＦＯＸＯＦｏｒｋｈｅａｄｂｏｘＯ叉头盒转录因子 Ｏ

ＦＯＸＯＢＥＦＯＸＯ－ｂ ｉｎｄ ｉｎ ｇ
ｅ ｌｅｍ ｅｎ ｔ ＦＯＸＯ结合元件

ｄｓＲＮＡＤｏｕｂ ｌｅ
－

ｓｔｒａｎｄ ｅｄＲＮＡ双链ＲＮＡ

ＡＴＰＡｄｅｎｏｓ ｉｎｅ －

ｔｒ ｉｐｈｏ ｓｐｈａｔｅ腺嗓呤核苷三憐酸

ＡＭＰＡｄｅｎｏｓ ｉｎｅ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
ｔｅ单憐酸腺苷

Ｉ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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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

丨 符号说明

Ｔａｂ ．  １

－

１Ｓｙｍｂｏ ｌｄｅｓｃ ｒ ｉｐｔ ｉｏｎ
（
ｃｏｎｔ ｉｎｕｅｄ

）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ＡＭＰＫＡＭＰ－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ｄ
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 ｓｅＡＭＰ依赖性蛋 白激酶

ＧＰＣＲＧ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ｃｏｕ ｐ
ｌ 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蛋 白偶联受体

ＰＢＳＰｈｏｓｐｈ ａ
ｔｅ

－ｂｕ ｆｆｅｒｓａ ｌ ｉ ｎ ｅ鱗Ｔ酸缓冲盐溶液

ＴＢ ＳＴｒ ｉ ｓＢｕｆｆｅ ｒｅｄｓａ ｌ ｉ ｎ ｅ Ｔｒ ｉ ｓ
－ＨＣ 丨 缓冲盐溶液

ｋＤａＫ ｉ ｌ ｏｄａ ｌ ｔｏｎ千道尔顿

ＤＭＳＯＤ ｉｍ ｅｔｈｙｌｓｕ ｌ ｆｏｘ ｉｄｅ二 甲基亚讽

ＤＡＰ Ｉ４
’

，
６－Ｄ ｉａｍ ｉｄ ｉｎｏ－２ －Ｐｈｅｎｙ ｌ ｉｎｄｏ ｌ ｅ ４

１

，
６ －二脒基－２ －苯基 

Ｂ
弓 丨噪

ＨａＥ
ｐ ｉＨ．ａｒｗ ／ｇｅｒａｅｐ ｉ ｄｅｒｍ ａ ｌｃｅ ｌ ｌ ｌ ｉｎ ｅ棉铃虫表皮细胞系

ｈＨｏ ｕ ｒ
（
ｓ
） 小时

ｍ ｉｎＭ ｉ ｎｕｔｅ
（
ｓ
） 分钟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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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１ ． １ 凋亡诱导因子

１ ． １ ． １ 凋亡诱导因子家族

凋亡诱导因子 （
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

ｉ ｎｄｕｃ ｉｎ
ｇ ｆａｃ ｔｏｒ

，

Ａ Ｉ Ｆ
）
是
一

种双功能线粒体蛋 白 ， 既

参与 线粒体能量代谢 ［
１

］
， 又诱 导 细 胞核 非半胱天冬 氨酸 蛋 白 酶 （

Ｃｙｓｔｅ ｉｎｙ ｌ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ｓｐｅｃ ｉｆｉ ｃ
ｐｒｏ

ｔｅ ｉ ｎａｓｅ ， ＣＡＳＰ
） 依赖的调亡 ［

２
］
。 在哺乳动物细胞中 ， Ａ ＩＦ 家

族主要包括Ａ ＩＦ 、 ＡＭ ＩＤ（
Ａ ＩＦ －ｈｏｍ ｏ ｌｏｇｏｕ ｓ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ｏｎ －

ａｓ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ｉｎｄｕｃｅｒｏｆ

ｄｅａｔｈ
）
、 Ａ ＩＦＬ

（
Ａ ＩＦ－

丨 ｉ ｋｅ
）

， 分别 由 々加入 基因编码ｐ ］
，Ａ ＩＦＬ 又被称

为Ａ Ｉ Ｆ３ 。

Ａ ＩＦ 可 以通过多种组织特异性剪接产生各种变体 ， 其中 Ａ ＩＦ 丨 在所有组织中

均有普遍表达 。 Ａ Ｉ Ｆ １ 在细胞质 中翻译 ， 在其 Ｎ 端线粒体定位信号 （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ａ ｌ

ｌｏｃ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ｉ ｇｎａ ｌ
，ＭＬＳ

）
的帮助下导入细胞的线粒体 ， ＭＬＳ 的 Ｃ 端含有 内膜分

选信号 （
Ｉｎｎｅｒ ｍ ｅｍ ｂ ｒａｎ ｅｓｏｒｔ ｉ ｎｇ 

ｓ ｉｇｎ ａ
ｌ

，
ＩＭ Ｓ Ｓ

） 以及跨膜 （
Ｔｒａｎ ｓｍ ｅｍ ｂ ｒａｎｅ

，
ＴＭ

）
区

域 ， 确保蛋 白对线粒体 内膜的正确靶向 ［
２

］
。 在进入线粒体后 ， ＭＬＳ 的 Ｎ 端 甲硫

氨酸残基 ５ ３ 位点后被线粒体肽酶水解 。 锚定在线粒体内膜的 Ａ ＩＦ １ 面向膜间隙 ，

通过加入其辅助因子黄素腺嚷呤二核苷酸 （
Ｆ ｌ ａｖ ｉ ｎａｄｅｎ ｉ ｎ ｅｄ ｉｎｕｃ ｌｅｏｔ ｉ ｄｅ

，

ＦＡＤ
） 形

成 成 熟 的 折 叠 构 型 。 Ａ ＩＨ 具 有 ＦＡＤ 和 还 原 型 烟 酰胺 腺 嗓 呤 二 核苷酸

（
Ｎ ｉ ｃｏｔ ｉｎａｍ ｉ ｄｅ ａｄｅｎ ｉ ｎｅ ｄ ｉ ｎｕｃ ｌ ｅｏｔ ｉ ｄｅ

，
ＮＡＤＨ

） 结合片段 ， 与细菌ＮＡＤＨ依赖的氧化

酶具有强同源性 ， 具有氧化活性 。 Ａ ＩＦ １ 的 Ｃ 端为促凋亡结构域 ， 通过招募多种

核酸酶形成凋亡复合物 ， 切割 ＤＮＡ 使染色质凝缩 ［
４

，
５

］
。 Ａ ＩＦｓｈ

（
Ａ ＩＦ ｓｈｏｒｔ

） 是 Ａ ＩＦ

的
一

种短变体 ， 其转录起始位点位于 的第九个 内含子 内 ， 该变体缺乏酶结

构域 ， 但保留 了Ｃ 端促凋亡片段 。 在动物细胞中转染表达 Ａ ＩＦｓｈ 可导致其在细

胞核中积累并引 发细胞凋亡 。 Ａ Ｉ Ｆ 的 另
一

种变体包含
一

个终止密码子 ， 维持保守

的线粒体定位和氧化酶功能
；
但缺乏 Ｃ 端促凋亡结构域 。 Ａ ＩＦ 的第三种变体

＇

Ａ ＩＦｓｈ３ 缺乏线粒体定位信号 ， 但在其他方面功能类似于 Ａ ＩＦｓｈ２
［
６

］
。

＇

Ａｍ ｉｄ 在人类中 由位于 １ 〇 号染色体上的 编码 ， 其 ｎ 端没有 ｍｌｓ ， 从

而无法进入线粒体 ， 它使用辅助因子 ６
－羟基 ＦＡＤ 而不是 ＦＡＤ 来提高其氧化酶活

性 ［
７

］
。 在细胞核 中 ， ＤＮＡ 结合 ＡＭ ＩＤ 的 同时阻止还原性辅酶 ＮＡＤＨ 与 ＡＭ ＩＤ

结合 ［
８

］
来抑制酶活性 。 此外 ， 它被肿瘤抑制基因 ｐ

５ ３ 转录激活 ， 在肿瘤细胞中表

达量降低 ， 成为肿瘤检测指标之
一

［
９
］

。 Ａ ＩＦＬ 在人类中 由位于 ２２ 号染色体上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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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 在脑 、 结肠 、 心脏 、 肾 、 肝等组织中普遍表达 ， 除 了 发挥氧化酶活

性外 ， Ａ Ｉ ＦＬ 还具有
一

个典型的 Ｒ ｉｅｓｋｅ 结构域 ， 此结构域通过电子转移释放细胞

色素 ｃ 和激活 ＣＡＳＰ３ 导线粒体去极化 ， 増加线粒体膜通透性从线粒体中释放诱

导凋亡 ， 但不进入细胞核 ［
１ ０

］
。

１ ． １ ．２ 凋亡诱导因子参与氧化鱗酸化产生 ＡＴＰ

氧化磷酸化是能量合成最主要的生物化学过程 ， 体 内 的糖 、 脂质 、 蛋 白 质等

物质转化释放大量 电子 ， 通过 电子传递驱动 ＡＴＰ 的合成 。 在正常细胞中 ， Ａ Ｉ Ｆ 被

锚定在线粒体 内膜上 ， 发挥氧化还原酶活性 ， 参与 电子传递链 ， 严格控制其与辅

因子的相互作用维持构象稳定 ［
１ １

，
１ ２

］
， 但其靶向 的底物 目 前仍不清楚 。 己发表的

数据表明 ， 小 鼠 中 Ａ ＩＦ 的缺失导致肌肉损伤 ， 复合体 Ｉ 数量明显减少 。 在
一

些细

胞或组织中 ， 也检测到复合物 Ｉ Ｉ Ｉ 和 ＩＶ 的功能障碍 ［
６

］
。 在线虫中也发现 ， Ａ ＩＦ 的

同源基因 ＷＡＨ －

ｌ

（
Ｗｏ ｒｍ Ａ ＩＦ ｈｏｍｏ ｌｏｇ） 的下调也会损害氧化磷酸化的功能 ， 并缩

短个体寿命 ［
丨 ３

］
。 在人类中 ， Ａ ＩＦ 是稳定氧化还原酶 （＾０１０４

（
＜：〇如 ￡１

－

￡ ：〇 丨 丨

－

１＾如－

ｃｏ ｉ ｌ ｅｄ －

ｃｏ ｉ ｌ

－

ｈ ｅ ｌ ｉｘｄｏｍ ａ ｉ ｎ
－

ｃｏｎ ｔａ ｉ ｎ 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 ｉｎ４
）
功能必不可缺的 ， 两者发生物理作用

［
１ ４

，
１ ５

］
。 ＣＨＣＨＤ４ 是酵母线粒体膜间 隙输入和组装蛋 白质 Ｍ ｉ ａ４０（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 ａ ｌ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ｍｂ ｌｙ 

４０
） 的人类同源物 ， 它依赖 ＮＡＤＨ 在线粒体中的氧化还原状

态的改变驱动携带半胱氨酸残基的蛋 白进入线粒体 ， 帮助呼吸链复合体的正确生

物生成
［

１ ６－

１ ８
］

。 人类 Ａ ＩＦ 基因突变导致 Ｃｏｗｃｈｏｃｋ 综合征 ， 表现为耳聋和认知障

碍
［

１ ９
］

， 与呼吸链复合体表达和功能降低有关 ［
２０

，
２ １

］
。

Ａ Ｉ Ｆ 除了参与线粒体 内膜中蛋 白质的导入过程外 ， 还可能包含调节线粒体内

膜结构稳定性的其他功能片段 。 在小 鼠中 ， Ａ ＩＦ 的缺失会导致线粒体网络破碎和

皮层神经元嵴的异常 ［
２２

］
、 生长迟缓 、 毛发脱落 、 共济失调和失明 ［

２ ３
，

２４
］

。 肌肉

特异性凋亡诱导因子的丢失也会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 、 骨骼肌萎缩和扩张型心肌

病
［
２５

］
。 此外 ， Ａ 丨Ｆ 缺失小 鼠还表现出 Ｔ 细胞信号的阻断 ， 通过表达携带野生型

ＮＡＤＨ 氧化酶结构域的重组 Ａ ＩＦ 蛋 白恢复信号传递 ［
２６

］
。 这些研宄表明 ， Ａ 丨 Ｆ 的

氧化还原酶活性在细胞存活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此外 ， Ａ ＩＦ 是肥胖和糖尿病

易感性的重要调节因子
［
２７

］
。 Ａ ＩＦ 缺失会导致氧化磷酸化功能受阻 ［

２８
］

， 对糖酵解

ＡＴＰ 生成的依赖性增强 ， 导致乳酸产量高 ， 引起上游代谢紊乱 。

１ ． １ ．３ 凋亡诱导因子诱导 ；周亡

在酵母、 丝状真菌 、 线虫 、 苍蝇和哺乳动物的整个真核生物系统发育过程中 ，

Ａ ＩＦ 都参与 了凋亡的执行 ［
２９

］
。 细胞凋亡诱导后 ， Ａ ＩＦ 从线粒体转移到细胞质 和

细胞核 。 当细胞受到兴奋毒素 、 烷基化 ＤＮＡ 损伤剂或 ＲＯＳ 刺激时 ， Ａ Ｉ Ｆ 会转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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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细胞核促进细胞凋亡 。 在这个过程 中减轻 ＲＯ Ｓ 引 起的氧化应激 ［
３ ０

］
。

Ａ Ｉ Ｆ 介导两种凋亡模式 ， 在谷氨酸兴奋毒性诱导的凋亡亡中 ， 聚 ＡＤ Ｐ 核糖

聚合酶产生的 Ｐｏ ｌｙ （
ＡＤ Ｐ －

ｒ ｉ ｂｏ ｓｅ
）聚合物促使位于线粒体外膜的 Ａ Ｉ Ｆ 如 ＡＭ ＩＤ 或

Ａ Ｉ Ｆ ｓｈ 释放 ， 称为 ｐ
ａ ｒｔｈａｎ ａｔｏ ｓ

［
３ １

］
； 而在焼基化 ＤＮＡ 损伤介导的调亡过程 中 ， 位

于线粒体 内膜的 Ａ Ｉ Ｆ 水解入核 ， 水解过程的主要因子有两类 ：

（
１
）半胱氨酸蛋 白

酶的两大家族 ： 钙蛋 白酶
［
３２

］
和组织蛋 白酶 ［

３ ３
］

。 钙蛋 白酶在 Ｃ ａ
２ ＋

依赖的条件下

调节 Ａ Ｉ Ｆ 的裂解 ， 而 Ｃａ
２＋

不参与组织蛋 白酶介导 的 Ａ １ Ｆ 激活 ： （
２

）来 自 Ｂ ｃ ｌ

－２（
Ｂ －

ｃ ｅ ｌ ｌ ｌ ｅ ｕｋｅｍ ｉ ａ ／ ｌ

ｙ
ｍ
ｐ
ｈ ｏｍ ａ

－２
） 家族的促凋亡分子的激活 ［

３ ４
］ ，Ｂ ｃ ］

－２ 家族 引 起线粒体

外膜通透性增加 ， 但具体释放机制并未完全阐 明 。 这两类水解过程不
一

定是独立

的 ， 因 为
一

些促凋亡的 Ｂ ｃ ｌ

－２ 蛋 白可以被半胱氨酸蛋 白 酶激活
［
３ ３

］
。 在细胞质 中 ，

Ａ Ｉ Ｆ 激活细胞膜 中 的脂质转移酶 ， 使细胞膜 中 的磷脂酰丝氨酸暴露 ， 释放早期凋

亡信号
［
２

］
。 在秀丽隐杆线虫 中 ， Ａ Ｉ Ｆ 同源基因 ＷＡＨ －

１ 也可 以促进凋亡细胞表面

磷脂酰丝氨酸外化
［
３ ５

］
。 此外 ， 在真核生物中 ， Ｋ ｉｍ 等人

［
３ ６

］
发现 了 真核翻译起

始因子３亚基
ｇ（

Ｅｕ ｋａｒｙｏ ｔ ｉｃｔｒａ ｎ ｓ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ｉ ｎ ｉ ｔ ｉ ａｔ ｉ ｏｎｆａｃ ｔｏ ｒ３ｓｕｂｕｎ ｉ ｔ
ｇ ， ｅ Ｉ Ｆ ３ ｇ） 的Ｎ端

和 Ａ Ｉ Ｆ 的 Ｃ 端区域之间具有相互作用 ， 从而在胞质 中抑制正常的蛋 白质翻译 。

Ａ Ｉ Ｆ 的入核过程受到热休克蛋 白 （
Ｈ ｅａ ｔ ｓｈｏ ｃｋ７０ ， Ｈ ｓｐ

７０
） 的抑制 ［

３ ７
］

。 Ａ Ｉ Ｆ 介导凋

亡的过程如 图 １
－

１ 所示 。

Ｐ Ｓ ｅ ． ｐｏ ． ｕｒｅ
＼－Ｎ ｕｄｅ ｕ Ｓ

广
ＤＮＡ ｄ ａｍａ

ｇ
ｅ＼

Ｈ ｙ ｐｏ ｘ ｉ ａ ／ ｌ ｓｃ ｈ ｅｍ ｉ ａ ｃｏ ｎ ｄｅｎ ｓａ ｔ ｉ ｏｎ

广 ＮＭ ＤＡ／ Ｇ ｌ ｕ ｔａｍａ ｔ ｅ
ｅ ， Ｆ ３

＿Ｘ
？

＼、

Ｃ ｈｅｍｏ ｔ ｈ ｅ ｒａ ｐ ｉ ｃ ｄ ｒ ｕｇ ｓ镛 ＋

ｗ
ＤＮＡ

… ＼响
：：
心

Ｎ ｕ ｃ ｌ ｅａ ｒ＼
Ｂａ ｘ ｔ Ｂ ＜ ｌ

． ＲＯ ＳＣ ａ２ ＊ ｔ ｒａ ｎ ｓ ｌ ｏ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

Ｖ ＤＡＣＲ Ｉ Ｐ １ ／ＴＲＡ Ｆ２ ＼ ＼

Ｊ Ｎ Ｋ ＰＡ Ｒ Ｐ －

１＾ Ｉ

Ａ Ｉ Ｆ  ｒｅ ｌｅ ａ ｓｅ Ｉ

Ｂ ｃ ｌ
－

２Ｃ ｓＡＨｓｐ ７〇＾
＾
／

Ｂ ｏ ｎ
ｇ ｋ

ｒｅ ｌｏｃ 
Ａｃ ｉｄ ．

ＰＡ Ｒ Ｐ  ｉ ｎ ｈ
ｉｂ ｉ ｔｏ ｒｓ１ｚ

， Ｃ ＥＬＬ

Ａ
ＰＡ Ｒ ＤＥＡＴ Ｈ、

Ｕ
；

Ａ Ｉ Ｆ  ｖ ｉ ｔａ ｌ  ｆｕ ｎ ｃｂｏ ｎ ｓ▲ Ａ Ｉ Ｆ
ｐｒｅ ｃｕ ｒｗ ６ ７  ｋＤａ

（
ｏ ｘ ＫＪｏ ｒｅｄ ｕ ｃ ｔ ａｓｅ

）『＿

▲＾＾Ｇ ｌ ｕ ｔａｍａ ｔｅ ｉ⑷

省 ｃ ａ ．

ｐ
ａ ，Ｘｅ ｘ ｃ ｉｔｏｔｏｘ ｉ ｃ ｉ ｔｙ

Ｍ ａ ｔ ｕ ｒｅ 
Ａ Ｉ Ｆ ６２  ｋＤ ａ

＾
－
－Ｖ－

Ｃ ａ ｌｐａ
ｍ ｓ▼■  Ｉ ｉ＾３ １８３１

Ａ Ｉ Ｆ  ｃ ｌ ｅａ ｖａ ｇ ｅ Ｃ ａ ｔ ｈ ｅ ｐ ｓ ｉ ｎ ｓ

Ｔ ｒｕ ｎ ｃａ ｔ ｅ ｄ Ａ Ｉ Ｆ  ５ ７  ｋ Ｄａ

Ｍ ｉ ｔｏｃ ｌ ｉｏｎｄ ｒｉａｍｓ

图 １
－

１ＡＩＦ 介导凋亡 ［
３ ８

］

Ｆ ｉ

ｇ
． １

－

１Ａ Ｉ Ｆｍ ｅ ｄ ｉ ａ ｔｅ ｓａ
ｐ
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

３ ８
］

由于 Ａ Ｉ Ｆ 本身不显示任何 内切酶活性 ， Ａ Ｉ Ｆ 介导 的 ＤＮＡ 降解依赖于下游核

酸酶的募集 。 在细胞核 中 ， Ａ Ｉ Ｆ 招募非特异性核酸 内 切酶并调节其活性 ， 包括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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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化组蛋 白Ｈ２ＡＸ
［
５

］
、 亲环素Ａ

［
３ ９

］
或 内切酶Ｇ （

Ｅｎｄｏｎｕｃ ｌｅａｓｅＧ
，
ＥｎｄｏＧ

） ［
４０

］ ，
，

形成凋亡复合体 ， 其中 ， ＥｎｄｏＧ 也经历线粒体 －核易位过程 。凋亡复合体结合 ＤＮＡ ，

直接切割染色体 ， 引起 ＤＮＡ 断裂 ， 诱导不依赖 ＣＡＳＰ 的凋亡
［
４ １

］
。 ＡＩＦ 表面携带

带负 电荷的氨基酸
［
４

］
， 确保其与 ＤＮＡ 直接作用 。 在无细胞系统中 ， Ａ ＩＦ 氧化还

原活性所需的 ＦＡＤ 部分的化学失活不会阻断其凋亡功能
［
４２

］
， 且在转染试验中 ，

ＦＡＤ 、 ＮＡＤＨ 结合位点的突变也不会影响凋亡功能 ［
４３

］
。 因此 ， Ａ ＩＦ 的凋亡活性

不依赖于其 ＮＡＤＨ 氧化酶活性 。而 ＤＮＡ 结合所需的氨基酸残基突变会使 Ａ ＩＦ 的

凋亡活性消失 。 在果蝇中 ， 已经发现氧化还原蛋 白硫氧还蛋 白 －２ 的下调抑制 了

Ａ ＩＦ 介导的细胞凋亡
［
４４

］
。

１ ．２ 自噬与凋亡

１ ．２ ． １ 白噬

自 噬是细胞 内物质被运送到动物细胞溶酶体或植物和酵母细胞的液泡并在

其中 降解的过程 ， 为细胞更新和 内稳态产生新的物质如新蛋 白质 的合成 、 糖异生

和能量的产生 ［
４５

］
， 自 嗤分三类 ： 巨 自 唾 、 微 自 嗤和分子伴侣介导的 自幢

［
４６

］
。 其

中 ， 巨 自 噬 （ 以下简称 自 噬 ） 包括选择性 自 噬和非选择性 自 噬 ， 其中 ， 选择性 自

噬根据吞噬物的不同分为线粒体 自 噬 、 溶酶体 自噬 、 脂 自 噬等 。 自噬利用细胞器

膜结构如 内质 网 、 高尔基复合体 、 线粒体膜或细胞膜的额外膜包裹待降解物形成

自 噬体 ， 自 噬体与溶酶体融合成为 自溶酶体 ［
４７＞４９

］
， 并降解其中包含的物质 。 微

自 噬是指溶酶体本身通过溶酶体膜内陷吞嗤细胞质的降解成分 。 分子伴侣介导的

自 噬顾名思义是 由分子伴侣与降解蛋 白结合转运至溶酶体 ［
５０

］
。

在 自 嗤过程中 ， 多种 ＡＴＧ
（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

ｒｅ ｌａｔｅｄ
） 蛋 白 调控 自 嗤体的形成 。 其中 ，

ＡＴＧ １
－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４
，
１ ６ 和 １ ８ 是 自 噬体形成所必需的 ， 被称为核心 ＡＴＧ 蛋 白

［
５ １

］
， 在

真核生物中高度保守
［
５２

］
。 在营养丰富的条件下 ， ｍＴＯＲ 复合物 １ 抑制 ＵＬＫ １

（
Ｕｎｃ－５ １ｌ ｉｋｅ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 ｉｎｇ
ｋ ｉｎａｓｅ１

） 复合物 （酵母中为ＡＴＧ １
）

。 在营养物质

如氨基酸 、 生长因子 、 氧气和能量缺乏的条件下 ， 自噬发生
［
５３

］
。 其中氮或氨基

酸的缺乏在酵母和培养的哺乳动物细胞中诱导最高水平的 自 噬
［
５４

］
。 自 噬诱导后 ，

ＡＴＧ １ ３将 ＵＬＫ １ 复合物锚定在
一

个前 自 噬体结构上 ， 招募几乎所有的 ＡＴＧ蛋 白 ，

形成吞噬泡 ［
４７

］
。 多个 ＡＴＧ 蛋 白协同生成隔离膜

［
５ ５

］
， 并包裹和吞噬部分细胞质

和 细 胞器 。 最后 在 ＡＴＧ １ ２－ＡＴＧ５ 偶 联途径 和 ＡＴＧ８ ／ＬＣ３（
Ｌｏｗｃｏｍｐ ｌｅｘ 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ｄｅｃ３
） 偶联系统的介导下 ， 形成封闭有双层膜结构的 自 嗤体

［
５６

］
， 接着与溶酶体融合形成 自 噬溶酶体 。

ＬＣ ３ 会被 ＡＴＧ４ 剪切暴露甘氨酸残基产生 ＬＣ３ －

Ｉ ， 定位于细胞质 中 ， 自噬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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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 ， ＬＣ ３
－

Ｉ 被 ＡＴＧ７ 、 ＡＴＧ３ 等泛素化修饰后与磷脂酰乙醇胺相偶联 ， 形成 ＬＣ ３
－

Ｉ Ｉ ， 定位于 自 噬体膜上 。 自 噬体和溶酶体融合后 ， 外膜上的 ＬＣ３
－

Ｉ Ｉ 被 ＡＴＧ４ 切割 ，

产生 ＬＣ ３
－

Ｉ 循环利用 ， 内膜上的 ＬＣ３
－

Ｉ Ｉ 被溶酶体酶降解 ， 因此 ， ＬＣ ３
－

ＩＩ成为检测

自 噬的重要指标 。

１ ．２ ．２ 线粒体自噬

线粒体是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 ， 是 ＡＴＰ 合成的主要场所 ， 同时也参与磷脂

生物合成与运输 、 钙信号传递 、 铁稳态 、 细胞凋亡和先天免疫反应等基本过程 ［
５ ７ －

６０
］

。 由于 电子传递链产生活性氧 ， 致使线粒体不断受到氧化应激的挑战 ， 最终可

能导致其结构和功能失活
［
６ １

］
。

“

线粒体 自 噬
”一

词于 ２００５ 年首次提 出
［
６２

］
， 是

指 自噬系统将受损的线粒体运送到溶酶体进行降解 ， 最终维持多种细胞类型的线

粒体的数量和活性
［
６３

］
， 是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细胞器特异性 自噬之

一

［
６４

］
。

在大脑 、 骨骼肌 、 心脏 、 肝脏等需要大量 ＡＴＰ 的组织中 ， 线粒体高度发达以维持

能量需求 。 当这些细胞在缺氧条件下时 ， 线粒体 自 噬被诱导 以减少线粒体数量 ，

适应厌氧条件
［
６５

］
。 此外 ， 在人类中 ， 线粒体 自 噬缺陷导致多种疾病 ， 如帕金森

病 、 心力衰竭 、 癌症和衰老 ［
６６

］
。

在线粒体 自 唆中 ， 丝氨酸 －苏氨酸激酶 （
ＰＴＥ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ｋ ｉｎａｓｅ ｌ
，
Ｐ ｉｎｋ ｌ

）

和 Ｅ３ 泛素连接酶 Ｐａｒｋ ｉｎ 发挥重要功能 ， 同时这两者也被确定为帕金森病的隐性

致病基因
［
６７

］
。 损伤的线粒体膜去极化 ， 触发 Ｐａｒｋｉｎ 聚集

［
６８

］
。 Ｐ ｉｎｋ ｌ 定位在线粒

体 ， 直接磷酸化并激活 Ｐａｒｋｉｎ 在其泛素化结构域的丝氨酸 ６５ 位点
［
６９

］
， 招募 ｐ６２

等 自 噬因子
［
７０

］ ，
这些 自 噬因子招募带有 ＬＣ３ 的吞噬膜

［
７ １

］
， 最终将受损线粒体运

送至溶酶体 。

１ ．２ ．３ 凋亡

细胞凋亡是指受损的细胞在基因调控下 自主死亡的过程 ， 凋亡过程中细胞结

构发生形态变化以及多种酶依赖的生化过程 ， 最终以对周 围组织损害最小的方式

将细胞从体 内清除 ， 也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
［
７２ｈ 细胞凋亡分为依赖的启动依赖

ＣＡＳＰ 的凋亡和不依赖 ＣＡＳＰ 的凋亡 。 ＣＡＳＰ 分为起始 ＣＡＳＰ 和执行 ＣＡＳＰ
［
７３

］
。

一

旦检测到细胞损伤 ， 起始 ＣＡＳＰ
（
ＣＡＳＰ８ 和 ９

）被激活 ， 并继续激活执行 ＣＡＳＰ

（
ＣＡＳＰ３ 、 ６ 和 ７

）
， 导致 ＤＮＡ 内切酶的激活 、 核蛋 白和细胞骨架的破坏 、 蛋 白质

的交联 、 吞噬细胞配体的表达和凋亡小体的形成 ［
７４

，
７５

］
。 不依赖 ＣＡＳＰ 的凋亡主

要 由 Ａ ＩＦ 家族中 的 Ａ ＩＦ 和 ＡＩＭＤ 诱导
［
７６

］
。

细胞凋亡过程在多细胞生物中高度保守 ， 并受基因控制
［
７７

］
。 当细胞 内 的

一

些传感器检测到损伤从而启动凋亡的机制被称为 内源性凋亡 ， 由 ＣＡＳＰ９ 起始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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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凋亡蛋 白酶激活因子 １ 结合 ， 招募 ＣＡＳＰ 组装成凋亡体 ， 引起线粒体通透性改

变
［
７８

］
。 线粒体膜通透性增加是凋亡和坏死死亡的关键事件之

一

， 由 电压依赖性

阴离子通道 、 腺嘌呤核苷酸易位因子 、 亲环素 Ｄ 和其他分子组成的通道使 Ｃａ
２＋

依赖性的线粒体膜通透性增加 ， 导致线粒体电极差消失 ， 线粒体膨胀 ， 外膜破裂 ，

最终释放凋亡介质 ［
７９

］
。 而 由免疫系统细胞与受损细胞之间 引起的被称为凋亡的

外源性途径 ， 通过 ＣＡＳＰ８ 的激活诱导凋亡 ［
８０

］
。 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中包含多个

死亡受体
［
８ １

］
， 每个死亡受体都有相应的死亡配体 ， 两者结合导致多个单体

ＣＡＳＰ８酶原通过其死亡诱导结构域募集在位于配体上的死亡诱导信号复合物上 ，

导致它们的二聚和激活 ， 诱导细胞凋亡 ［
８２

，
８３

］
。 无论细胞凋亡是 由 内源性途径还

是外源性途径引发的 ， 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调控 。 在癌症中 ， 各种凋亡启动机制的

突变通常会刺激外部通路或抑制增殖 ， 导致细胞生长和分裂不受控制 ， 从而形成

良性肿瘤或癌症
［
８４

］
。 过早启动凋亡程序 ， 可导致外周淋巴器官增生 、 自 身免疫

性疾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
８５

］
。

１ ．２ ．４ 自睡与凋亡的关系

细胞 自噬和凋亡作为组织的存活机制 ， 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 在
一

些情

况下 ， 自 噬抑制凋亡 。 癌细胞在缺乏营养的情况下诱导 自噬 ， 为细胞提供能量 ，

此时抑制 自噬会导致细胞凋亡 ［
８６

］
。 在秀丽隐杆线虫发育过程中 ， 自 噬相关因子

的缺失增加了ＣＡＳＰ 依赖性凋亡水平和凋亡小体的数量 ［
８７

］
。 其机制可能是 由于

自 噬的抑制导致生物体物质和能量缺乏 ， 从而引发细胞凋亡 ［
８８

］
。 周期蛋 白依赖

性激酶抑制因子 ｐ２７ 是诱导 自 噬和抑制凋亡的
一

个关键因子 ， 营养损耗时发生代

谢应 激 导 致 ＡＴＰ 不 足 ， 刺 激 ＡＭＰ 依 赖 性 激 酶 （
ＡＭＰ－

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ｋ ｉｎａｓｅ
，
ＡＭＰＫ

） 的活性 ， ｐ２７ 被磷酸化 ， 使细胞通过 自噬存活 ［
８８

］
。 而细胞启动刺

激的类型决定了哪个过程将 占主导地位 。 营养剥夺过程中主要发生 自 噬 ， 细胞为

产生高 ＡＴＰ 的抗凋亡代谢状态 ［
８９

］
， 而未能恢复 内稳态将导致凋亡 。 相 比之下 ，

ＤＮＡ 损伤或死亡受体激活将立即 引 发凋亡 ， 这个快速的 、 自我放大的过程使细

胞无法再发生 自 噬 。

而在
一

些细胞环境中 ， 自 噬导致细胞凋亡 ， 称为 自 噬性细胞死亡 ［
９０

］
。 神经

元特异性敲除 ＡＴＧ５ 或 ＡＴＧ７ 导致神经退行性变和神经元凋亡死亡 ［
９ １

］
。 在果蝇

细胞中过表达 ＡＴＧ １ 导致细胞凋亡 ， 干扰 了ＡＴＧ３ 或 ＡＴＧ８ａ 阻止 了凋亡的发生

［
９２

］
。 此外 ， 在

一

些应激条件下 ， 自 噬作为主要反应触发细胞凋亡或坏死细胞的

死亡。 当 Ｔ 细胞与表达
一

型艾滋病病毒编码的包膜糖蛋 白 的细胞相互作用时 ， 首

先发生 自 噬 ， 然后诱导凋亡 ， 在该模型中 ， ＡＴＧ７ 的缺失抑制 了细胞凋亡 ［
９３

］
。 常

见细胞应激触发的几种信号转导途径可以 同时诱导 自 噬和凋亡 。

一

般应激介质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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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Ｓ
［
９４

］
， 神经酰胺 ［

９５
］
和 Ｃａ

２＋

。 其中 ， Ｃａ
２＋

离子浓度的増加 、 内质 网 Ｃ ａ
２＋

外排和

线粒体的 Ｃａ
２＋

过载都构成了显著的促凋亡信号
［
５ ７

］
， 同时通过激活钙调蛋 白依赖

性蛋 白激酶激酶 Ｐ 来引 起 自 噬 。

昆虫物种丰富 ， 是己知生物 中种类最多 的类群 ［
９６

］
， 其 中 ， 完全变态昆虫具

有特殊的发育模式 ， 其发育过程经历卵 、 幼虫 、 蛹 、 成虫四个发育阶段 ， 期间部

分幼虫组织会发生 自 噬转向凋亡 。 在果蝇的中肠中 ， 参与 自 噬的蛋 白如 ＡＴＧ １ 、

ＡＴＧ １ ３ 、 ＡＴＧ９ 和 ＡＴＧ８ 是中肠细胞凋亡所必需的
［
９７

］
。 在秀丽隐杆线虫中 ， 凋亡

减少时 ， 自 噬仍可促进细胞死亡 ［
９８

］
。 在棉铃虫中也发现 ＡＴＧ １ ２ 的下调阻断 了幼

虫中肠的降解 ， 表明 自 噬是中肠细胞死亡所必需的
［
９９

］
， 且 自噬触发组织蛋 白酶

Ｄ 成熟 ， 诱导中肠细胞 内 ＣＡ ＳＰ３ 裂解促进中肠细胞凋亡
［
１ ００

］
。 有研宄发现细胞

的死亡是 由于细胞成分的大量降解 ， 溶酶体可能导致细胞 自 噬死亡 ［
１ ０ １

］
。 然而 ，

最终决定 自噬走向存活还是凋亡的分子机制还未被完全阐 明 。

１ ．３ 完全变态昆虫的脂肪体重塑

在完全变态昆虫的变态发育过程中 ， 多个组织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 ， 包括翅芽

的增殖 ， 中肠和脂肪体的重塑等 。 脂肪体是 昆虫特有器官 ， 与脊椎动物的脂肪组

织和肝脏类似 ［
１ ０２

］
， 位于 昆虫包括体表下和周 围器官的多个部位 ［

１ ０３
］

， 其形态

在物种之间存在差异 。 脂肪细胞 由胚胎祖细胞发育而来 ， 通过 内 复制不断繁殖

［
１ ０４

，
１ ０５

］
。 脂肪体的主要任务是合成 、 运输 、 积累和释放营养分子 ， 即蛋 白质 、

脂类和碳水化合物 ，
以供变态发育时消耗使用 ［

１ ０６
］

， 其内部的代谢与其他组织联

系密切 ， 同时也是先天免疫和解毒的主要部位 ［
１ ０７

］
。

完全变态发育的 昆虫 由幼虫向成虫转化的过程中 ， 脂肪体在形状 、 大小和功

能上经历 了显著的变化 ， 这
一

过程被称为脂肪体重塑 ， 包括幼虫脂肪体细胞的 自

噻、 凋亡和细胞解离以及成虫脂肪体组织的形成
［
１ ０８

］
。 脂肪体组织细胞数量 、 内

复制和营养＿存分别 决定 了 幼虫脂 肪体 的最终大小 。 两种基质 金属蛋 白 酶

（
Ｍａｔｒ ｉｘｍｅｔａｌ ｌｏｐｒｏｔｅ ｉｎａｓｅｓ

，Ｍｍｐｓ
） 参与幼虫脂肪体细胞的分离 ： Ｍｍｐ ｓ１ 负责邻

近细胞之间 的切割 ， 而 Ｍｍｐｓ ２ 降解覆盖在脂肪体组织上的基底膜 ［
１ ０９

，
１ １ ０

］
， 最

终幼虫组织从单层附着的多边形细胞解离成单个 、 自 由漂浮的球形细胞 ［
１ ０８

］
。 脂

肪体重塑伴随着代谢改变 ， 特别是脂质和蛋 白质 的利用
［
１ ０５

］
， 产生营养物质供给

成虫组织的生长和分化 。 成虫脂肪组织可以 由剩余的幼虫脂肪体细胞重建 ［
１ １ １

］
，

也可 以 由成虫祖细胞分化生成 ［
１ ０５

］
。 成虫脂肪组织在调节成虫活动如合成和分

泌卵黄原蛋 白和其他雌性生殖所需的蛋 白质 中 ，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１ ０６

］
。

由于脂肪体在调节 昆虫幼虫生长 、体型 、生物钟 、 蛹滞育等方面的核心作用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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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体 已经成为研究代谢 、 免疫 、 自 噬及凋亡的
一

个合适的模型 。

１ ． ４２ ０Ｅ 信号途径

对于变态发育 昆虫 ， ２０ －轻基税皮酮 （
２ ０ －

ｈ
ｙ
ｄ ｒｏｘｙｅｃ

ｄ
ｙ ｓｏ ｎｅ ． ２０ Ｅ

） 诱导 了 多种

组织的重塑 。 ２０Ｅ 是
一

种类固醇激素 ， 由 前胸腺产生蜕皮激素前体 ， 进入细胞后

加工成 ２０ Ｅ ， 通过下游级联信号触发
一

系列生化反应 ， 从而诱导 昆虫蜕皮变态 。

２ ０Ｅ 可 以与细胞膜受体 Ｇ ＰＣＲ 结合 ， 引 起细胞 内钙离子的释放 ， 在棉铃虫的

中肠中 ， 钙离子浓度的增加使 ＡＴＧ ５ 裂解 ， 使细胞 由 自 噬转 向凋亡
［
９９

］
。 ２ ０Ｅ 还

可 以通过基因组途径传递下游信号 （ 图 １

－２ ） ， ２０Ｅ 与其核受体复合物 ＥｃＲ／Ｕ ＳＰ 结

合形成转录复合物 ， 与 ＥＣＲＥ 配体结合域结合 ， 促进下游与变态发育相关的基因

的表达 ， 如激素受体 ３
（
Ｈ ｏ ｒｍ ｏｎｅ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３
，ＨＲ ３

）
、 Ｂ ｒｏ ａｄ 复合物 、 銳皮激素诱导

的转录因子Ｅ７４
（
Ｅｃ ｄｙ ｓｏｎ ｅ ｉ ｎ ｄ ｕｃ ｉｂ ｌ ｅ ｔｒａｎ ｓ ｃ ｒ ｉ

ｐ
ｔ ｉｏｎ ｆａｃ ｔｏ ｒ７４

）
、 Ｅ９ ３

［
１ １ ２ ． １ １ ３

］等 ， 促进

下游 自 噬凋亡相关基因 的转录 。 叉头盒 ０ 类 （
Ｆｏ ｒｋｈｅａｄ ｂｏｘ Ｏ ．ＦＯＸＯ

） 家族成员

是
一

类多功能转录因子 ， 参与多种代谢过程
［

１ １ ４
］

。 在 昆虫中 ， ＦＯＸＯ 是多种激素

的 下 游 靶 点 ， 在 幼 虫 的 取 食 期 ， 胰 岛 素 引 起 磷 脂 酰 肌 醇 ３
－ 激 酶

（
Ｐｈｏ ｓｐｈａｔ ｉ ｄｙ ｌ ｉｎｏ ｓ ｉ ｔｏ ｌ ３ －ｋ ｉ ｎａ ｓ ｅ

，
Ｐ Ｉ ３ Ｋ

） 级联反应 ， 导致 ＦＯＸＯ 的憐酸化 ， 定位于细

胞质 中 ， 而 ２ ０Ｅ 诱导下 ， 憐酸酯酶与张力蛋 白 同源物 （
Ｐｈｏ ｓｐｈａ ｔａ ｓｅａｎｄｔｅ ｎ ｓ ｉｎ

ｈｏｍｏ ｌ ｏｇ ，ＰＴＥＮ ） 抑制 了ＦＯＸＯ 的磷酸化 ， 使其入核 ， 与 Ｂ ｒｏａｄ 亚型 ７ 启动子区

的 ＦＯＸＯ 结合元件结合 ， 诱导 ＡＴＧｓ 和 ＣＡ ＳＰ ｓ 的表达
［
１ １ ５

］
。 ２０Ｅ 除 了在转录水

平上直接激活 自 噬 、 凋亡相关基因外 ， 还通过缓慢减少食物消耗 ， 诱导类似饥饿

条件 ， 也导致 自 噬和凋亡的启动
［

１ １ ６
］

。

Ｉ ｎ ｓ ｕ ｌ ｉ ｎ

、
ＰＴＫＮ

ＨＰ －Ａｋ ｔ

， Ｐ－Ｆｏ ｘＯ
Ｘ

＼
／ Ｆ （＾０？ ，＼
／ ｙ ｔ ｏｐ ｌａ ｓｍ ＼

ｒ
Ｆ〇ｘ〇—＼

ＩＮ ｕ ｃ Ｉ ｅ ｕ ｓ Ｐ ｒｏ ｔ ｅｏ ｌ ｙ ｓ ｉ ｓ

图 １

－２２０Ｅ 基因组信号途径
［

１ １ ５
］

Ｆ ｉ

ｇ
． １

－２２０Ｅ
ｇｅｎｏｍ

ｉ ｃ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 ｎ ｇ ｐ
ａｔｈｗａｙ ［

１ １ ５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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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本论文的科学问題及研究方案

线粒体 自噬是细胞选择性吞噬线粒体的过程 。 Ａ ＩＦ

—

方面在线粒体中维持其

功能稳定 ，

一

方面片段化入核促进凋亡 ， 但调控 Ａ ＩＦ 片段化的上游因子知之甚

少 ， 且 ２０Ｅ 对 Ａ ＩＦ 的调控及对细胞命运的影响未见报道 ， ２０Ｅ 对线粒体稳态的调

控机制也未被完全阐 明 。 本文 以棉铃虫为研宄材料 ，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和

ＱＰＣＲ ， 筛选在变态期脂肪体中高表达的 Ａ Ｉ Ｆ １ ， 利用蛋 白免疫印迹实验探究 Ａ ＩＦ １

在虫体的表达情况 ； 利用免疫组化探宄 Ａ ＩＦ １ 在组织中 的定位 ；利用细胞过表达实

验探宄 ２０Ｅ 对 Ａ ＩＦ １ 片段化和亚细胞定位的影响 ； 通过干扰全长 Ａ １Ｈ 探宄 Ａ ＩＦ １

与 自 噬的关系 ， 探宄 Ａ ＩＨ 在虫体中 的功能 ； 用虫体激素刺激和双焚光素酶报告

实验探究 ２０Ｅ 在转录水平上对 ＡＩＦ １ 的调控 ， 从而阐 明 ２０Ｅ 通过 Ａ ＩＦ １ 同时促进

线粒体 自 噬和凋亡的分子机制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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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羟基蚁皮酮诱导凋亡诱导因子 １ 的降解引起线粒体自噬和

细胞揭亡

２ ． １ 引言

凋亡诱导因子 （
Ａ
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
ｇ
ｆａｃｔｏｒ

，
Ａ ＩＦ

） 是
一

种双功能线粒体蛋 白 ， 对

线粒体能量代谢和诱导细胞核非半胱氨酸蛋 白水解酶 （ Ｃｙｓｔ
ｅ ｉｎｙ ｌ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

ｉｆｉｃ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ａｓｅ ，ＣＡＳＰ ） 独立的凋亡至关重要 。 ＡＩＦ 是线粒体氧化憐酸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其Ｎ端编码线粒体定位信号 （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 ｌｏｃ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ｓ ｉ

ｇｎａ
ｌ

， 
ＭＬＳ

）
， ＭＬＳ

的 Ｃ 端连接内膜分选信号 以确保其正确定位并锚定在线粒体内膜上 ， 面向膜间

隙
［
８
］

。 ＡＩＦ 含有黄素腺喂呤二核苷酸 （
Ｆ ｌａｖ ｉｎａｄｅｎ ｉｎｅｄ ｉｎｕｃ ｌｅｏｔ ｉｄｅ

，
ＦＡＤ

） 和还原

型烟酰胺腺嗓呤二核苷酸 （
Ｎ ｉｃｏｔ ｉｎａｍ ｉｄｅ ａｄｅｎｉｎｅ ｄ ｉｎｕｃ ｌｅｏｔ ｉｄｅ

，
ＮＡＤＨ

） 结合域 ， 使

其发挥氧化还原酶活性 ， 在 电子传递链中发挥重要作用 ［
１ ０

］
， 同时与辅因子如氧

化还原酶ＣＨＣＨＤ４（
Ｃｏ ｉ ｌｅｄ－

ｃｏ ｉ ｌ

－ｈｅ 丨 ｉｘ－

ｃｏ ｉ ｌｅｄ－

ｃｏ ｉ ｌ
－ｈｅ ｌ ｉｘｄｏｍａ ｉｎ

－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ｉｎｇｐｒｏｔｅ ｉｎ４
）

相互作用维持线粒体构象稳定 。 所有 ＡＩＦ 的 Ｃ 端均含有凋亡区 ， 通过募集多种

核酸 内切酶形成凋亡复合体使 ＤＮＡ 断裂 ［
１ １ ７

］
。 当细胞受到神经毒素 、 ＤＮＡ 损

伤或 ＲＯＳ刺激时 ， ＡＩＦ会被半胱氨酸蛋 白酶切割 ［
１ １ ８

］并从线粒体内膜释放出来 。

进入细胞质的 ＡＩＦ 可以与真核翻译起始因子 ３ 亚基 ｇ 等因子结合抑制正常的蛋

白质翻译 ， 也可以使细胞膜中的磷脂酰丝氨酸暴露 ， 释放早期凋亡信号 。 ＡＩＦ 进

入细胞核后 ， 招募和调节 、 磷酸化组蛋白 Ｈ２ＡＸ 、 亲环素 Ａ 或直接切割 ＤＮＡ 的

非特异性核酸内切酶 Ｇ
（
Ｅｎｄｏｎｕｃ ｌｅａｓｅＧ

，
ＥｎｄｏＧ

）
， 形成凋亡复合体 ， 直接切割染

色体 ， 引起 ＤＮＡ 断裂 ， 诱导凋亡
［
１ １ ９

］
。 然而 ， 目前对于调控 ＡＩＦ 片段化的上游

因子知之甚少 。

自 噬是细胞在能量不足时主动清除受损细胞器的
一

种生存机制 ， 部分细胞质

和细胞器被分离在特征性的双膜或多膜 自 噬液泡 （
自 噬体 ）中 ， 最后转运到溶酶体

中降解
［
１ ２０

］
， 其中 ， 当营养缺乏时 ， 受损的线粒体被运送到溶酶体进行降解 ， 称

为线粒体 自 噬 ， 最终稳定线粒体的数量和活性 ， 是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细胞器

特异性 自 噬之
一

。 自嚼通常是
一

种细胞存活的机制 ［
８８

］
， 但也有研究发现 自 噬可

能转向凋亡 ， 如 ， 在神经元细胞和 昆虫细胞中发现 自噬可以诱导凋亡的发生
［
９ １

］
。

脂肪体是 昆虫的
一

种能量生成和储存组织 ， 脂肪体中含有大量的甘油三酯 ，

同时发生糖和氨基酸等能量物质的转化
［

１ ０６
］
。在完全变态 昆虫的发育过程中 ， ２０－

经基蚊皮酮 （
２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
２０Ｅ

） 在各种幼虫组织如 中肠和脂肪体 中既诱

导 自 噬又诱导凋亡 ， 在棉铃虫中 ， ２０Ｅ 通过 ＡＴＧ５ 裂解使细胞 由 自噬转向凋亡

［
９９

］
， 自噬触发组织蛋 白酶 Ｄ 成熟 ， 诱导 中肠细胞 内 ＣＡＳＰ３ 裂解促进中肠细胞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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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
［
１ ０〇ｈ 但 ２０Ｅ 对 Ａ ＩＦ 的调控及对细胞命运的影响未见报道 ， 且 ２０Ｅ 对线粒

体稳态的调控机制也未被完全阐 明 。

棉铃虫是
一

种完全变态 昆虫 ， 在变态过程中脂肪体发生 自 噬和凋亡 ， 是研究

上述 问题的 良好实验模型 。 我们 以棉铃虫为研究材料 ， 揭示 了２０Ｅ 会诱导全长

Ａ ＩＦ １ 的裂解 ， 并将裂解后的 ＡＩＦ １ 转移到细胞核 ， 从而 同时导致脂肪体发生线粒

体 自 噬和凋亡 。

２ ．２ 实验材料

２ ．２ ． １ 实验动物

实验所需动物棉龄虫在实验室人工饲养 ， 饲养温度 ２５ ± ２
°

Ｃ ， 湿度约 ５ ０％－

７０％ ， 每天 日 照约 １ ４ 小时 ， 由面粉 、 大豆粉 、 维生素 、 蔗糖、 酪蛋 白配制饲料 。

２ ．２ ．２ 实验试剂

Ｔｒ ｉｚｏＫＨＩＦＩ ，Ｈ ＩＦ Ｉ ｂｕｆＦｅｒＫＨＩＦｌ ｂｕｆＦｅｒＨ ，ｄＮＴＰｓ ＞６ＤＮＡ  ｌｏａｄ 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

式金生物 ， 北京 ， 中 国 ）
；

Ｓｗｅｓｃｒ ｉｐｔａ ｌ ｌ
－

ｉｎ－

ｏｎｅｆｒ ｉｓｔ ｓｔｒａｎｄ 逆转录试剂盒 、 多聚 甲

醛固定液 （塞维尔生物 ， 武汉 ， 中 国 ）
；
２ ｘ ＳＹＢＲ ＰＣＲＭ ｉｘ （艾德莱 ， 北京 ， 中 国 ）

；

Ｔ４ 连接酶 （纽英伦生物 ， 新英格兰 ， 美国 ） ；
Ｎ ｉ ＮＴＡ Ｂ ｅａｄ ｓ ６ＦＦ（天地人和生物 ，

常州 ， 中 国 ）
；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捷瑞生物工程 ， 上海 ， 中 国 ）

； 蛋 白 ｍａｒｋｅｒ 、 Ｍ ｉｔ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ｇｒｅｅｎ（赛默飞世尔 ， 马萨诸塞州 ， 美国 ）
；
ＤＭＳＯ 、 ＡＴＰ 含量检测试剂盒 （索莱

宝 ， 北京 ， 中 国 ） ；
ＹＦ４８８ ＴＵＮＥＬ 凋亡检测试剂盒 、 Ｓｕｐｅ

ｒＶｉｅｗ ４８８ ＣＡＳＰ３ 检测

试剂盒 （美国光大股份有限公司 ， 苏州 ， 中 国 ）
。 ２０Ｅ（ Ｓ ｉｇｍａ

－Ａ ｌｄｄｒｉｃｈ ， 麻省 ， 美

国 ）
； 转染试剂 （博奥龙 ， 北京 ， 中 国 ）

； 双焚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试剂盒 （宇恒

生物 ， 苏州 ， 中 国 ）
； ＧＦＰ／ＲＦＰ／ＡＣＴＢ 单克隆抗体 （爱博泰克生物 ， 武汉 ， 中 国 ）

；

山羊抗兔 ＩｇＧ滅磷标记 、 马抗小 鼠 ＩｇＧ／碱磷标记 （ 中杉金桥生物 ， 北京 ， 中 国 ） 。

２ ．２ ．３ 实验仪器

ＱＲＴ
－ＰＣＲ 仪和 ＰＣＲ 仪 （耶拿分析仪器 ， 耶拿 ， 德国 ） ； 多功能酶标仪 （帝肯

贸 易 ， 上海 ， 中 国 ）
； 低温离心机 （艾本德 ， 汉堡 ， 德国 ）

； 摇床 （捷德生物 ， 上

海 ， 中 国 ）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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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实验方法

２ ．３ ． １ 生物倍息学分析

在 ＮＣＢ Ｉ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 ｎｃｂ ｉ ． ｒｉ 丨ｍ．ｎ ｉｈ ．ｇｏｖ ／〇中检索基因名称以及利用人 、 家蚕 、

果蝇等不同物种 Ａ ＩＦ 序列 比对获得棉铃虫中所有 Ａ Ｉ Ｆ 基因序列 。 用 ＭＥＧＡ ５ ．０ 软

件 构 建 系 统 发 育 树 ， 通 过 ＤＮＡＭＡＮ 进 行 序 列 比 对 ， 通 过 ＳＭＡＲＴ

（ ｈｔｔｐ ：／／ｓｍａｒｔ ．ｅｍｂ ｌ ．ｄｅ／ ） 预 测 结 构 域 。 通 过ＥｘＰＡＳｙ

（
ｈｔｔｐｓ ：／／ｗｅｂ ．ｅｘｐａ ｓｙ．ｏｒｇ／ｃｏｍｐｕｔｅ

＿ｐ ｉ
） 预测蛋 白分子量大小和等电点 ， 通过 ＪＡＳＰＡＲ

（
ｈｔｔ

ｐｓ
：／／

ｊ
ａｓｐａｒ

．ｇｅｎｅｒｅｇ ．ｎｅｔ／
）预测启动子结合位点 。

２ ．３ ．２ 虫体 ＲＮＡ 提取

分别取不同龄期虫体的背部表皮 、 中肠 、 脂肪体各 ｌ ＯＯ ｍｇ ， 每个龄期取 ３ ＞４

只虫体组织 ， 经ｌ
ｘＰＢ Ｓ （ １ ４０ ｍＭＮａＣ Ｉ ， ２ ． ７ ｍＭ ＫＣ Ｉ ， １ ０ ｍＭ Ｎａ２ＨＰＯ４ ， １ ． ８ ｍＭ

ＫＨ２Ｐ０４ ） 漂洗后 ， 放入己加入 １ｍ ｌＴｒｉｚｏ 丨 的 ＥＰ 管中 ， 冰上匀浆 ， ４
°

Ｃｌ ＯＯＯＯｇ

（下述离心转速均相 同 ） 离心 １ ５ｍ ｉｎ 。 取上清于另
一

干净 ＥＰ 管 ， 加入 １ ／５ 体积

的三氯甲院 ， 震荡混勾 ， 静置 ５ｍ ｉｎ ， 离心 １ ５ｍ ｉｎ 。 取上清 ， 加入相同体积异丙

醇混匀 ， 于－２０
°

Ｃ沉淀 ＲＮＡ ３０ ｍ ｉｎ ， 离心 ｌ Ｏ ｍ ｉｎ 后弃上清 ， 用 ７５％ 乙醇 （ＤＥＰＣ

水稀释 ） 洗沉淀 ， 离心 ， 弃上清 ， 室温风干 。 加 ２０ Ｗ ＤＥＰＣ 水于 ５ ８
°
Ｃ溶解 ＲＮＡ

沉淀 ， 可直接用于后续实验或－８０

°
Ｃ保存 。 全程使用无 ＲＮＡ 酶耗材 。

２ ．３ ．３ 虫縣因组 ＤＮＡ 的提取

取虫体中肠 、 脂肪体组织各 ３０ｍｇ ， 匀浆器中加入 ｌ ｍＬ 提取液 ， 加入组织

后充分研磨至无可见组织碎片 ， 将研磨液转移至离心管中 ， 于 ４

°

Ｃ ，ｌ ＯＯＯＯ ｇ 离

心 ｌ Ｏ ｍ ｉｎ ， 取上清至新的离心管 中 ， 加入 ５００
ｊ
ｉ ｌ 的无水乙醇 ， 缓慢翻转使离心管

内液体混匀 。 用枪尖将 白色絮状沉淀轻轻挑入另
一

离心管中 ， 用灭菌水配制的 ７５％

的 乙醇清洗 ， 最后 ４
°

Ｃ ， ｌ ＯＯＯＯ ｇ 离心 ５ ｍ ｉｎ 弃上清 ， 加入约 ｌ ｍＬ 灭菌水溶解沉

淀 ， 得到基因组 ＤＮＡ 。

２ ．３ ．４ｃＤＮＡ
合成

使用逆转录试剂盒合成 ｃＤＮＡ 。 加入 ２ 明 ＲＮＡ ， ２
＾ 丨 ＡｃｃｕＲ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Ｍ ｉｘ

（
４Ｘ

）
， 补充无核酸酶灭菌水至 ６ 卩１ ， ４２

°

Ｃ放置 ２ ｍ ｉｎ 。随后添加 ２
ｐｉ ＡｃｃｕＲＴ Ｒｅａｃｔ ｉｏｎ

Ｓｔｏｐｐｅｒ（５Ｘ）吹打混匀 ， 随后加入４
ｊ

ｉ ｌ的５ＸＡ ｌ ｌ
－

Ｉｎ－ＯｎｅＲＴＭａｓｔｅｒＭ ｉｘ和６ｐ ｉ无

核酸酶灭菌水 ， 震荡混匀后于 ２５
°

Ｃ放置 ｌ Ｏ ｍ ｉｎ ， ４２
°

Ｃ放置 ２０ ｍ ｉｎ ， ８５
°

Ｃ放置 ５

ｍ ｉｎ 。 用于后续 ＱＲＴ
－ＰＣＲ 和 ＰＣＲ 的模板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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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５ 基因克醱

使用软件 ｐｒ ｉｍｅｄ 设计基因上下游引物 ， 将 ｃＤＮＡ 或基因组 ＤＮＡ 模板稀释

至 １ ００ －２００ ｎｇ／ｎ
ｌ ， 根据表 ２－

１ 中 的体系 ， 表 ２－２ 中 的程序运行 ３ ５ 个循环 ， 最终得

到扩增产物 。 其中扩增 ｃＤＮＡ 使用 Ｈ ＩＦＩｂｕｆｆｅｒｌｌ ， 扩增基因组 ＤＮＡ 使用 Ｈ ＩＦ Ｉ

ｂｕｆｆｅｒｌ ｏ

表 ２ －

１ＰＣＲ 反应体系

Ｔａｂ ． ２ －

１ＰＣＲ ｒｅａｃｔ 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反应体系


２ ５
ｎ

ｌ



ｃＤＮＡ １

 ｜

ｉｌ

ｄｄＨ２０ １ ７ ．３ ７５
ｎ ｌ

ＨＩＦＩ ０ ． １ ２５
ｎ

ｌ

ＨＩＦＩ ｂｕｆｆｅｒ ２ ． ５
＾ １

Ｆ引物 （ ｌ 〇 ｎＭ ） １

ｎ ｌ

Ｒ引 物 （ ｌ 〇 ＨＭ ） Ｉ
 ＼

ｉ ＼

ｄＮＴＰ（ ２ ． ５ｍＭ ）


２
ｊ

ｉ ｌ



表 ２ －２ＰＣＲ 反应程序

Ｔａｂ ． ２－２ＰＣ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程序

９ ５ 

°

Ｃ ３ｍ ｉｎ

９５

°

Ｃ ３０ｓｅｃ

５０ ＞６０
°

Ｃ（根据 Ｆ＼Ｒ 引物 Ｔｍ 值设定 ） ３０ｓｅｃ

７２

°

Ｃ ｌ ＯＯＯ ｂｐ／ｍｉｎ（ 由扩增片段决定 ）

７２

°

Ｃ


１ ０ｍｉｎ


２ ．３ ．６ＰＣＲ产物酚－氣仿抽提

收集 ＰＣＲ 产物 ， 添加无菌水至 ２００ … ， 加等体积 ＤＮＡ 提取液 ， 充分震荡混

匀 ， ４

°

Ｃ条件下 １ ００００
ｇ 离心 １ ５ｍ ｉｎ ， 小心取上清约 １ ５０

Ｗ 至新的离心管中 ， 加

入 １ ／ １ ０ 体积的 ３Ｍ 乙酸钠以及 ２ ． ５ 倍体积的 乙醇 ， 缓慢上下翻转几次后放置于－

２０

°

Ｃ沉淀至少 ３ ０ｍ ｉｎ 。 之后于 ４

°

Ｃ离心 ３０ｍ ｉｎ ， 弃去上清 ， 用 ８０％的乙醇充分

洗沉淀 ， 将沉淀从管底弹起上下翻转多次 ， 离心弃去乙醇后室温风干 ， 最终用 ２０

Ｈｉ 灭菌水溶解 ， 即为抽提得到的 ＤＮＡ 。

在合成 办？ 时 ， 用 ＲＮＡ 提取液代替酚－氯仿 ， 最后用 ＤＥＰＣ 水溶解沉淀 。

全程使用无 ＲＮＡ 酶的试剂和耗材 。

２ ．３ ．７
ＱＲＴ－ＰＣＲ

将反转录获得的 ｃＤＮＡ 稀释 ５ 倍作为模板 ， 每个 ＱＲＴ
－ＰＣＲ 体系包括 １

ｊ
ｉ ｌ 模

板 ， 上下游引物各 １ 从 ２ ＞＜ ８￥６ １１ ？０尺 １＾匕 ５ 卟 心４ ￡＊＞７ 作为 内 参 。 得出 的基因 （：１

值与 组差值为ＡＣ ｔ ，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基因组ＡＣ ｔ 差值为ＡＡＣ ｔ 。 最终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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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十算 出 的数据表示基因的表达差异 。

２ ．３ ．８ 兔源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根据 Ａ ｉ ｆｌ 序列分别设计上下游引物 ， 扩增得到 ６０９ ｂｐ 的 ＰＣＲ 产物 ， 取抽提

产物与 ｐＥＴ
－３２ａ

（
＋

） 质粒 ３
ｐｇ 在酶切位点 ＢａｍＨＩ和 Ｓａ ｌＩ之间切开 ， 经过琼脂糖

凝胶电泳后 回收酶切后的片段于 ４ 

°
Ｃ连接过夜 。将重组质粒转入感受态 ＤＨ５ ｃｘ 中 ，

于涂布 了卡那霉素抗性的固体培养基中过夜培养 ， 挑取单个菌落 ， 筛选含 目 的条

带片段的菌落提取质粒 ， 转入 Ｒｏｓｅｔｔａ 表达菌株 ， ３ ７
°

Ｃ摇过夜后转至 ５００ｍＬ 的

培养基中扩大培养 ３ｈ ，

’

随后在 ２６
°

Ｃ 、 ０ ． １ｍＭ 的 ＩＰＴＧ 诱导下表达 ５ｈ 。 取诱导

前和诱导后菌液检测是否含表达产物 ， 菌液离心后取上清和沉淀检测表达产物位

置 ， 加入 １ ／２ 体积蛋 白处理液 １ ００

°

Ｃ煮 １ ５ｍ ｉｎ ，ＳＤＳ －ＰＡＧＥ 检测到表达产物位于

包涵体 内 。 使用 ８ Ｍ 脲将蛋 白变性 ， 经 Ｎ ｉ

２＋

ＮＴＡ Ｂｅａｄｓ ６ＦＦ 柱料亲和纯化后 ， 使

用尿素梯度复性 ， 即为抗原 ， 将其浓缩为 ｌ ｍｇ／ｍ ｌ 。

从新西兰大 白兔耳缘静脉处取血 ｌ ｍＬ 作为前血清 ， 将抗原与完全佐剂 以 １ ： １

的 比例混合成油包水状态 ， 皮下注射 ， ２ 周后 ， 将抗原与不完全佐剂 １ ： １ 混合再

次免疫 ， ７ 天后采血分离血清 ， 获得 ＡＩＦｒ抗体 。 免疫印迹检测 ＡＩＦ １ 抗体可特异

性识别且效价 良好 。

２ ．３ ．９ 免疫印迹

预先制备蛋 白提取物 。 虫体蛋 白 的提取是将虫体组织漂洗后放置于提前加入

了４０ ｍＭ Ｔｒｉｓ
－ＨＣ ｌ 的研磨杵中 ， Ｔｒ ｉ ｓ

－Ｈｃ ｌ 中提前按 １ ： １ ００ 加入蛋 白酶抑制剂 ＰＭＳＦ

和磷酸酶抑制剂 ， 充分研磨至无组织碎片后转移至离心管中 ， １ ２０００ ｇ ， ４
°

Ｃ离心

１ ５ｍ ｉｎ ， 取上清加入 １ ／２ 体积的蛋 白处理液 ， １ ００
°

Ｃ煮 １ ５ｍ ｉｎ ， 即组织蛋 白 。 细

胞蛋 白 的 提取液将组织蛋 白 提取液 中 的 Ｔｒｉ ｓ
－Ｈｃ ｌ 换为杜 氏 磷酸盐缓冲液

（ Ｄｕ ｌｂｅｃｃｏ
＇

ｓ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ｓａ 丨 ｉｎｅ

，
ＤＰＢ Ｓ ） ， 加入提取液后刮下细胞 ， 离心３０００

ｇ ，４
°

Ｃ离心 ５ｍ ｉｎ 后弃上清 ， 加入少量 ＰＢＳ 悬起沉淀后苒加入 １ ／２ 体积的蛋 白

处理液 ， １ ００
°
Ｃ煮 １ ５ｍ ｉｎ ， 即得到细胞蛋 白 。

测定蛋 白浓度 ， 取 ３ ０
 ｊ

ｉｇ 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 ， 随后转移至硝化纤维素膜

上 。 ５％脱脂奶粉封闭 ｌ ｈ 。 在脱脂奶粉中稀释抗体 ， 其中 ， ＡＩＦ １ 抗体按 １ ： ５ ０ 稀

释 ， ＡＣＴＢ 、 ＧＦＰ 和 ＲＦＰ 抗体按 １ ：３０００ 稀释 ， ＬＣ３ 抗体按 １ ：２０００ 稀释 。 ４
°

Ｃ孵育

过夜 ， 然后用ＴＢＳＴ（ ＴＢＳ中加入０ ． ０２％Ｔｗｅｅｎ ） 清洗２次 ， 丁８８
（
１ 〇 １１１ １＾ １

＇

１＊ －

ＨＣ １
，

１ ５０ｍＭ ＮａＣ ｌ
， ｐＨ ７ ． ５

）清洗 １ 次 ， 在脱脂奶粉中按 １ ３０００ 加入碱鱗标记的二

抗 ， 室温孵育 ｌ ｈ ， 继续上述清洗步骤 。 ＴＢＳ 中加入四唑硝基蓝 （
ＮＢＴ

） 和 ５
－漠－

４－氯 －３』引哚基－磷酸盐 （
ＢＣ ＩＰ

） 配制发色液 ， 在黑暗中孵育 ２０ｍ ｉｎ 后终止发色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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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 １ ０ 脂肪体细胞的观察及免

取脂肪 并固定在多聚 甲醛和电镜固定液中 ， 脂肪体石蜡包埋切片用于 ＨＥ

染色 、 尼罗红染色 、 扫描电子显微结构观察和免疫荧光 。 图片 由赛维尔公司提供 。

免疫荧光染色实验中 ，
１ ：５０ 稀释

一

抗 。 ＤＡＰ Ｉ 表示细胞核 。 此外 ， 石蜡切片后使用

ＹＦ４８８ＴＵＮＥＬ 凋亡检测试剂盒检测脂肪体凋亡 。

２ ．３ ． １ １ 细胞重组质粒的构建

扩増 ｄ ｚ／ｉ 全长 ， 在酶切位点 Ｂｇｌｌｌ 和 Ｓａ ｌＩ之间插入质粒 ｐ
ＩＥｘ－ＲＦＰ－Ｈ ｉ ｓ 中 ，

构建重组质粒 。 此外 ， 扩增 起始密码子上游包含 ＦＯＸＯ 结合元件 ２５００ｂｐ 的

序列 ， 在本实验室构建的质粒 ｐ
ＩＥｘ＞４ －

ｌｕｃ ｉｆｅｒａｓｅ －ＧＦＰ －Ｈ ｉｓ 的 ＳｍａＩ和 ＳａｃＩ酶切位

点之间插入上游序列 ， 替换 了其启动子和增强子 ， 得到 ｐＡ／／
－ＬＵＣ －ＧＦＰ－Ｈ ｉ ｓ ， 在

细胞在板中密度约 ８０％时转染 。

２ ．３ ． １２ 自噬獅凋亡检测

ＬＣ ３
－

Ｉ型至 ＬＣ ３
－

ＩＩ型是判断 自噬的重要指标 。 使用蛋 白 免疫印迹实验及 ＬＣ３

抗体检测蛋 白 中 的 自 噬水平 。 另外 ， 由于 自 噬发生时首先出现 自噬囊泡 ， 自 噬囊

泡与溶酶体融合形成 自噬溶酶体 ， 呈现酸性使绿色荧光信号猝灭 ， 所以可以通过

在细胞中转染 ｐＩＥｘ４－ＲＦＰ －ＧＦＰ －ＬＣ３ －Ｈ ｉ ｓ 质粒观察荧光判断 自 噬的阶段 。 将细胞

转移至 ２４ 孔板 ， 每个孔转染质粒 ２
ｐｇ ， ４８ｈ 后转染 也＿ ， 自噬抑制剂 ３

－ＭＡ

作为阴性对照 。

使用 ＳｕｐｅｒＶｉｅｗ ４８８ＣＡＳＰ３ 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 ＣＡＳＰ３ 活性 。

２ ．３ ． １３ 免疫细胞化学

细胞转移至 ２４ 孔板中培养 ， 孔中加入细胞爬片 ， 将重组质粒或 也＿ 与转

染试剂稀释至生理盐水后混勾加入 。 使用 ２００ｎＭＭ ｉ ｔｏ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ｇｒｅｅｎ 进行线粒体

染色 ， ３ ７
°
Ｃ染色 ３０ ｍ ｉｎ 。 细胞观察时 ， 用 ＤＰＢ Ｓ 清洗后加入多聚 甲醛固定细胞 ，

之后用 ＤＰＢＳ 清洗多次 ， 加入 １
ｐｌ／ｍＬ 的 ＤＡＰ Ｉ 染核 ， 再用 ＰＢＳ 清洗 ３ ０ｍ ｉｎ ， 于

少量甘油上封片观测 。

２ ．３ ． １４ 虫体干扰

加入表 ２－３ 中的体系 ， 过夜孵育后使用 ＲＮＡ 提取液提取 办Ｕ ， 测量 由Ｕ

浓度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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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３合成体系

Ｔａｂ ． ２ －

３ｄｓＲＮＡｓｙｎｔｈｅ ｓ ｉｓｓｙｓｔｅｍ

合成体系 ５０
ｎ ！

￣̄

ｃＤＮＡ ３
ｎｇ

ＡＴＰ 、 ＧＴＰ 、 ＣＴＰ 、 ＵＴＰ各２ ．４
ｐｉ

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ｉｏｎ ｂｕｆｆｅｒ ２０
＾１

ＲＮＡ  ｉｎｈｉｂ ｉｔｏｒ ３
 ｊ

ｘ ｌ

Ｔ７ＲＮＡ Ｐｏ 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３
 （

ｉ ｌ

ＤＥＰＣ７ｊＣ


定容至５０
ｎ ｌ



将 由腦 用 ？８８ 稀释至 ４０〇 １１８叫 ， 每只幼虫注射 ５
４ 也厕 ， ２４ １１ 后提取

虫体脂肪体蛋 白和 ＲＮＡ ， 用于后续检测 。 ５Ｆ 期千扰后 ， 至虫体均进入 ６ 龄后进

行二次干扰 ， 变态期每 ２４ｈ 注射
一

次双链 ， 共注射 ３ 次 。 每次干扰实验注射 ３ ０

只虫 ， 分三组进行统计 。

２ ．３ ． １ ５ＡＴＰ＾＿

根据 ＡＴＰ 含量检测试剂盒测定血淋巴中 的 ＡＴＰ 含量 ， 每组平均取 １ ０ 只虫

血淋巴检测 ， 测定吸光值后计算 ＡＴＰ 含量 。

２ ．３ ． １６２０Ｅ 虫体激素刺激

使用 ＤＭＳ０ 溶解 ２０Ｅ 至 ２０ ｍＭ ， 使用 ＰＢ Ｓ 稀释 ２０Ｅ ， 按每只虫注射 ５ 叫 的

体积将其稀释成不同浓度 ， 每个浓度梯度和时间梯度注射 ５ 只 ６ｔｈ－６ｈ 的幼虫 ，

浓度梯度刺激的虫体 １ ２ｈ 后提取 ＲＮＡ 。

２ ．３ ． １７Ｌｕｃｉｆｅｒａｓｅ
检测

将重组 ／
＾ ｚ／Ｊ

－ＬＵＣ －ＧＦＰ－Ｈ ｉ ｓ 转染到表皮细胞系中 ， 同时转染内参质粒 ｐＲＬ
－

ＴＫ ， 共设计四组 ， 其中两组与本实验室构建的 ｐＩＥｘ－ＦＯＸＯ － ＲＦＰ－Ｈ ｉ ｓ 共转染后分

别加入 ＤＭＳＯ 和 ２０Ｅ 。 免疫印迹检测 Ｌｕｃ ｉｆｅｒａｓｅ 表达水平 。 双荧光素检测试剂盒

检测 ｄ ｉ／／ 非翻译取转录活性 ．

２ ．３ ． １８ 统计

所有实验均重复三次 ， ＱＲＴ
－ＰＣＲ 均满足三次生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 ，

误差线表示平均值 土 ＳＤ ， 两组之间差异使用 ／检验统计 ， 分析显著性差异 （＞０ ．０５ ，

＊＊

／
Ｋ０ ．０ １ ，

＊ ＊ ＊

／
Ｋ０ ．００ １ ） ， 多组之间差异用 ＡＮＯＶＡ 统计 ， 多组之间有显著差异的

用不同字母表示 。

１ ６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 ２ ＞４ 实验所用 引物序列表

Ｔａｂ ． ２－４Ｐｒ ｉｍｅｒｓ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 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ｉｍｅｒ ｎａ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
’

＿３
’

）


Ｅｘｐ
－

＾４
 ｉｆｌ

－

ｌｉｋｅ
－Ｆ ｔａｃｔｃａｇｇａｔｃｃｔｇｇｃａｔｃｔｇｇｇｃａａａａｔｇａａｔａ

Ｅｘｐ
－Ａ ｉｆｌ

－

ｌｉｋｅ－Ｒ ｔａｃｔｃａｇｔｃｇａｃｇａｃａｔｔｃｃｔｔｇ
ａａａａｇｃｃｃｃａｃ

Ａ ｉｆｌ
－ＲＴＦ ａｇａａｔｇｃａｇｇａｇｇｔａａｃｇａａａ

＾ ｚ／７
－ＲＴＲ ｔｇｃｃｔａｔｔａｔｇａｇａｔａｃｔｇａａｃ

＾４ ｚｙ７
－ＲＮＡ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

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ａａｇｇｇａａｃ ｔａａｃａａａｇｇｇｃａａｔｇ

＾ ／／７
－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ａｔａｃｔｔｃａａａａｔｃｔｔｃｇｇｇｔ

Ｑ５
？
－ＲＮＡ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 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ｇａ ｔｇｇｔｃｃｃａａｔｔｃ ｔｃｇｔｇｇａａｃ

Ｇ＾？
－ＲＮＡ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ｔｔｇａａｇｔｔｇａｃｃｔｔｇａｔｇｃｃ

Ａ ｉｆｌ－

ＲＴＦ ａａａｇｃｃｇｔａｔｃｔｇｃａａｔｔｔａ

Ａ ｉｆ２
－

ＲＴＲ ａｇｃｃｔｇｃｇｔｇｃｔｃａｇｃｇａｇｃ

＞４ ｉｙ３
－ＲＴＦ ｃｇｇｃｔｔｔｇａｃｔｃｇｃｔｔｃｃｔｔ

．４ ／
／３

－ＲＴＲ ｃｇａｃａｔｇｃｃｃａｔａｔｃｃｔｔｇａ

＾
－Ａｃｔｉｎ ￣ＲＴ￥ ｃｃｔｇｇｔａｔｔｇｃ ｔｇａｃｃｇｔａｔｇｃ

ｆｉ
－Ａｃ ｔｉｎ

－ＲＴＲ ｃｔｇｔｔｇｇａａｇｇｔｇｇａｇａｇｇｇａａ

Ｏｑ －Ａ  ｉｆ！
－Ｆ ｔａｃｔｃａａｇａｔｃ ｔｃｇａｔｇａｔａｇｇｔｃｃｇｔｔｔｃｇａｔａ

Ｏｅ
－

＾４
 ｉｆ！

－Ｒ ｔａｃｔｃａｇｔｃｇａｃ
ｃｃａｔａｃｔｔｔｃｃａａｔｔａｇｔｔａａ

Ｐｒｏ－Ａ ｉ
ｆ
ｌ
－ＫＴＦ ｃｃａｔｇａｔ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ｃｃｃｇｇｇｃｇｃ ｔｇｔｃａｃａｃｔｇｇｃｇｇａｔｔｔ

Ｐｒｏ－＾ ｇ／７
－ＲＴＲ


ｃｃａａｔｔｇｇｇａｔｃｃｇｃｇａｇｃ ｔｃ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ｔｇｔｔｇａｃｔｃｃｃｇａｃａｃａｔｃａａ


注 ： 表 中 基 因 所对应 的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 ＩＦ １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４５６ ． １
；ＡＩＦ２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 ５２０ ． １
；ＡＩＦ３ ：

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８２４５ ８ ． １
；ｐ

－

ａｃｔ ｉｎ ： ＡＬＰ７ ３４０５ ． １ ．

２ ．４ 结果

２ ．４ ． １ 棉铃虫 ＡＩＦ 的鉴定

在 ＮＣＢ Ｉ 中检索基因名称以及利用人 、 家蚕 、 果蝇等不同物种 Ａ ＩＦ 序列 比对

获得棉铃虫中所有 ＡＩＦ 蛋 白序列 ， 共找到 ３ 个 Ａ ＩＦ ， 分别是 Ａ ＩＦ １
（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４５６ ． １
）
、

Ａ ｉｎ
（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５ ２０ ． １
）

、 Ａ ＩＦ３
（
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８２４５ ８ ． １
）

， 蛋 白质的理论分子量分别为７９

ｋＤａ 、 ６９ ｋＤａ 、 ６５ ｋＤａ 。 其中两个 Ａｆｆ ｌ 在 ＮＣＢ Ｉ 中命名完全相同 ， 通过 ＳＭＡＲＴ

分析结构域 （ 图 ２ －

１ ） ， 发现 ＡＩＦ １
（
ＸＰ

＿

０４％９７４５６ ． １
）含有

一

个跨膜结构域 ，

一

个氧

化还原酶结构域和 Ａ ＩＦ 凋亡结构域 。而 ＡＩＦ １
（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５２０ ． １
）
不含跨膜结构域 ，

所以我们将不含跨膜结构域的 ＡＩＦ １
（
ＸＰ

＿

０４９６９７ ５２０ ． １
）命名为 ＡＩＦ２ 。 Ａ ＩＦ３ 含有典

型的 Ｒ ｉｅｓｋ ｉｅ 结构域 。 使用 ＭＥＧＡ５ ． ０ 软件构建棉铃虫与人 、 小 鼠 、 家蚕、 果蝇

和草地贪夜蛾 Ａ ＩＦ 的系统发育树 （ 图 ２－２ ） ， 所有物种的 ＡＩＦ３ 聚为
一

支 ， 图 中用

绿色线条表示 ， 红色线条显示人和小 鼠的 Ａ ＩＦ２ 单独聚为
一

支 ， 昆虫中其余 Ａ ＩＦ

与人 、 小 鼠中 的 Ａ ＩＦ １ 聚为另外
一

支 ， 图 中用蓝色线条表示 ， 这表明 Ａ ＩＦ 进化较

保守 。 通过 ＤＮＡＭＡＮ 进行序列 比对 （ 图 ２ －３ ） ， 结果表明棉铃虫中 ３ 条 Ａ ＩＦ 序

列相似性为 ２３ ．０９％ ， 相似性较低 。

１ ７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Ａ Ｉ Ｆ １ （
ＸＰ

＿

０４９ ６９ ７４ ５ ６ ． １
）

■■

■ 丨
ａ ， ｆ

—

ｃ

Ａ Ｉ Ｆ １ （
Ｘ Ｐ

＿

０４９ ６ ９ ７ ５２ ０ ． １
）

－Ａ Ｉ Ｆ ２

一 － ａ ｉ ｆ
－

ｃ

Ａ Ｉ Ｆ ３
 （
Ｘ Ｐ

＿

０ ２ １ １ ８ ２４ ５ ８ ． １
）

图 ２ －

ｌＳＭＡＲＴ 预测结构域

Ｆ ｉ

ｇ ．２
－

１Ｐｒｅｄ ｉ ｃ ｔｅ ｄ ｔｈｅｄ ｏｍａ ｉ ｎｂｙ
ＳＭＡＲＴ

注 ： 蓝色表示跨膜区 。 Ａ ＩＦ １

（
ＸＰ

＿

０４９６９ ７ ５ ２０ ． １

）不含跨膜区 ， 将其命名 为 Ａ ＩＦ２ 。

Ｎ ｏ ｔｅ ｓ ：Ｔｈｅｂ ｌｕｅａ ｒｅａ ｉ ｎｄ ｉ ｃａ ｔｅｓ ｔｈｅｔｒａｎ ｓｍｅｍｂ ｒａｎｅｒｅｇ
ｉｏｎ ．Ａ Ｉ Ｆ １

（
Ｘ Ｐ

＿

０４９６９ ７ ５２０ ． １
）ｄ ｉｄｎｏ ｔ

ｃ ｏｎｔａ ｉ ｎｔ ｒａｎ 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ｒｅｇ ｉ ｏｎａｎｄｗａｓｎａｍｅｄＡ ＩＦ２ ．

１ ００
｜

 Ｈ ａ ｒｍ ｌ

ｇｅ ｒａ ＸＰ  ０ ４ ９ ６ ９７ ５ ２ ０ ． １  ａ
ｐ
ｏ
ｐ

ｔ ｏ ｓ ｉ ｓ －

ｉ ｎ ｄ ｕｃ ｉ ｎ
ｇ 

ｆ ａ ｃ ｔ ｏ ｒ  ２ ｍ ｒｔ ｏｃ ｈ ｏ ｎ ｄ ｒ ｉａ ｌ

 １
０
３ Ｊ ＊

Ｓ ｆｒｕ
ｇ

／ｐｅ ｒｒｆａ Ｘ Ｐ ０ ３ ５４ ４ ３ ２ ３ ５ １  ａ ｐｏ ｐ ｌｏ ｓ ｉ ｓ
－

ｉ ｎ ｄ ｕ ｄｎ
ｇ 

ｆａ ｃ ｔｏ ｒ  １ ｍ ｉ ｔｏ ｃ ｈｏ ｎｄ ｒ ａ －

Ｉ
ｉ ｋ ｅ  ｓ ｏ ｆｏ ｒｍ Ｘ １

ｓ ９


Ｂ ｍｏｎ ＸＰ  ０３ ７ ８ ７ １ ３ ２ １ １ ａｐｏ ｐ
ｔ ｏ ｓ ｉ ｓ

－

ｉ ｎｄ ｕ ｃ ｉ ｎ
ｇ

ｆ ａ ｃ ｔ ｏ ｒ  １ ｍ ｔｏｃ ｈｏ ｎ ｄ ｒ
ｉ ａ ｌ  ｓ ｏ ｆｏ ｒｍ Ｘ １



Ｄ ｍｅ ／ａｎｏｇａ ｓｔｅ 厂 Ｎ Ｐ ００ １ ２ ５ ９９０７ １  ａ ｐｏｐ ｔｏ ｓ ｓ ｉ ｎｄ ｕｃ ｉ ｎ
ｇ ｆａｃｔｏ ｒ ｉ ｓｏ ｆｏｒｍ Ｃ

ｌ ｏｏ
 ｐ 

Ｈ．  ｓ ａｐ ／ｅｎｓ ＡＡＤ １ ６４３６ １  ａ
ｐ
ｏｐ ｔｏｓ＾ｎ ｄ ｕ ｄ ｎ

ｇ 

ｆａｃ ｔｏ ｒ Ａ Ｉ Ｆ

Ｍ ｍｗｓ ｃ ｕ ／ｕｓ ＡＡＤ １ ６４ ３５ １  ａ
ｐ
ｏ
ｐ ｔｏｓ ｉｗ ｎ ｄ ｕ ｃ ｉ ｎ

ｇ 

ｆ ａｃ ｔｏ ｒ Ａ Ｉ Ｆ

Ｉ



Ｂ ｍｏｎ ＸＰ ０３７８７ １ １ １ ０ １ ａ ｐ
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ｉ ｎ ｄ ｕ ａ ｎ
ｇ 

ｆａｃ ｔｏ ｒ  ｓｏ ｆｏ ｒｍ Ｘ １

１ ００
１ ｜

Ｈ  ａ ｒｍ ｉｇ ｅ ｒａ ＸＰ  ０４ ９ ６ ９ ７ ４５ ６ ． １  ａ ｐ ｏ ｐ ｔ ｏ ｓ ｉ ｓ －

ｉ ｎ ｄ ｕｃ ｉ ｎｇ 

ｆ ａ ｃ ｔ ｏ ｒ  １ ｍ ｉ ｔ ｏ ｃ ｈ ｏ ｎ ｄ ｒｉａ ｌ

１ ００ ＇

Ｓ ｆｒｕｇ ／ｐｅ ｒｄａ Ｘ Ｐ ０ ３５４４ ２ ５４ ７ １  ａ 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

ｉ
ｎ ｄｕ ａ ｎｇ 

ｆａｃｔｏ ｒ  １ ｍ ｉ ｔｏｃ ｈｏ ｎｄ ｒ ｉ ａ ｌ ｉ ｋｅ  ｓ ｏ ｆｏ ｒｍ Ｘ １



Ｈ ｓａｐ ｉｅｎ ｓ Ｎ Ｐ ００ １ １ ８ ５６ ２５ ． １  ｆｅ ｒ ｒ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ｓ ｕ ｐ ｐ ｒｅ ｓｓｏ ｒ

 ｐ
ｒ ｏ ｔ ｅ ｉ ｎ  １



Ｍ
． ｍｕｓｃｕ ／ｕｓ ＡＡＨ ３８ １ ２９ ． １ 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

ｎｄ ｕａｎ ｇ 

ｆａｃｔｏ ｒ ｍ ｉ ｔｏ ｃ ｈｏ ｎ ｄ ｎｏｎ
－

ａ ｓｓｏ ａａ ｌ ｅｄ  ２



ｉ 〇〇 ｒ Ｈ  ｓａｐ ｉｅｎ ｓ Ｎ Ｐ ００ １ １ ３９ ７６０ ．
１  ａ

ｐ
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

ｉ ｎｄ ｕｃ ｉ ｎ
ｇ 

ｆａｃ ｔｏ ｒ ３ 
ｉ ｓｏ ｆｏ ｒｍ  ３

＊—

Ｍ ｍｕｓｃ ｕ ｌｕｓ Ｘ Ｐ ００６ ５ ２ ２６５３ ＾ ａ ｐ
ｏｐ ｔｏｓ ｓ

－

ｉ ｎｄ ｕａ ｎ
ｇ 

ｆａｃ ｔｏ ｒ ３  ｓ ｏ ｆｏ ｒｍ Ｘ １



 １ ００
１



Ｄ ｍｅ ｌａｎｏｇ ａｓｔｅ ｒ Ｎ Ｐ ００ １ １ ８８５３７ １  ｕ ｎ ｃ ｈａ ｒａ ｃ ｔｅ ｒ
ｉ ｚ ｅｄ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Ｄｍｅ ＣＧ４ １ ９９  ｓ ｏ ｆｏ ｒｍ 

９９



Ｄ ｍｅ ／ａ ／ ｊ〇 ｇ
ａ ｓ ｆｅ ｒ ＡＡＹ８４ ９ １ ６ ｌ  ＩＰ １ １ ８ ０９Ｐ

９５


｜

Ｂｍｏ ｒｉ  Ｘ Ｐ  ００ ４９ ２ ６ ８ ９４ ． ３  ａ ｐ
ｏ
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ｉ ｎｄ ｕ ｃ ｉ ｎ
ｇ 

ｆ ａ ｃ ｔｏｒ ３  ｉｓｏ ｆ ｏ ｒｍ 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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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３ 对棉铃虫中 的 Ａ Ｉ Ｆ 进行序列 比对

Ｆ ｉ

ｇ
． ２

－

３／／．ａｒｗ ／ｇｅｒａ Ａ Ｉ Ｆｓ ｅｑ
ｕｅ ｎ ｃｅ ｓａ ｌ ｉ ｇｎｍｅｎ ｔ

注 ： 三个 Ａ Ｉ Ｆ 序列相似性为 ２３ ． ０９％ 。

Ｎ ｏｔｅ ｓ ： Ｔｈｅｓ ｉｍ ｉ ｌ ａ ｒ ｉｔｙ 
ｏ ｆ  ｔｈｅｔｈ ｒｅｅ Ａ Ｉ Ｆｓｅ

ｑ
ｕ ｅ ｎ ｃ ｅ ｓｗａｓ２ ３ ． ０９％ ．

为 了筛选出参与脂肪体组织重塑的 Ａ Ｉ Ｆ ， 我们在转录水平上检测 了 棉铃虫取

食期 ６ ｔｈ
－２４ｈ 和变态期 ６ ｔｈ －９６ｈ 脂肪体 中 ３ 种 的表达水平 ， 发现 只有 ４／７ 在

两个时期具有差异性表达 ， 且在 ６ ｔｈ －９６ｈ 表达量较高 （ 图 ２ －４ ） ， 因此我们选择

Ａ Ｉ Ｆ １ 进行后续实验 。

５： ＾ Ｃ

＾＾^

〇１ ５
「＊ ＊＊Ｏ２ ． ０

ｒ．艺２ ． ０
「

Ｊ２ ？ （Ａ
＇

＾ ？
．

５１ ０
－

了５
１ ５

＇

？
＂＞

１ ＊ ５
－

＾Ｖ

Ｚ５ －＾Ｚ
？＂＾Ｉｚｉ

ａ Ｑ：０ ． ５

■ ０＾０ ． ５
－？■

Ｓ Ｅ ^

＾０ ＊＂＾ 

— ａ ） 〇
！






—〇 〇
ｌ￣

．





—

图 ２ ￣４ 筛选脂肪体中差异表达的 Ａ／

Ｆ ｉ

ｇ
．２ －４Ｓ ｃ ｒｅ ｅｎｅｄ  ＾４ ／／ ｔｈａｔ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 ａ ｌ ｌ

ｙ
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ｅｄ ｉｎ ｔｈ ｅｆａｔ ｂ ｏｄｙ

注 ： ＱＲＴ
－ＰＣＲ 检测 ．４ ／／在取食期 ６ ｔｈ

－２４ｈ 和变态期 ６ ｔｈ
－９ ６ｈｍＲＮＡ 水平上的表达量 。

Ｎ ｏｔｅ ｓ ： Ａ ｉｆ 

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ｌｅｖ ｅ ｌ ｓａｔ６ ｔｈ

－２４ｈａｔｆｅ ｅｄ ｉｎｇ
ｓ ｔａｇｅａｎ

ｄ６ ｔｈ
－

９６ｈａｔｍｅ ｔａｍｏ ｒｐ
ｈｏ ｓ ｉ ｓｓ ｔａｇｅ

ｗａｓｄｅｔｅ ｃ ｔｅｄｂｙＱＲＴ
－ＰＣＲ ．

２ ．４ ．２ＡＩＦ ｌ 原核表达及抗体制备

为 了检测 Ａ Ｉ Ｆ １ 在全龄期表达水平的变化 ， 使用 Ａ Ｉ Ｆ ｌ 蛋 白 质 中 ３ ８ ５
－

５ ８ ７ 位

氨基酸序列制备 Ａ １ Ｆ １ 的兔多克隆抗体 。 扩增 序列片段插入 ｐＥＴ ３ ２ ａ
（
＋

）

－Ｈ ｉ ｓ 质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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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 构建原核表达载体制备抗原 ．使用 ０ ． １ｍＭ 的 Ｉ ＰＴＧ 诱导表达 ， 取诱导前和诱

导后菌液检测是否含表达产物 ， 菌液离心后取上清和沉淀检测表达产物位置 ， 发

现 Ａ Ｉ Ｆ １ 表达在包涵体中 ， 变性后纯化抗原 ， 抗原条带单
一

（ 图 ２ －

５Ａ ） 。 利用该

抗原制备 Ａ １ Ｆ １ 的兔多克隆抗体 ， 该抗体特异性识别 Ａ Ｉ Ｆ １（ 图 ２ －５ Ｂ ） 。

Ａ Ｂ

惴－

１ ３ ０

＝

 ，
１ ３

９

〇

５
二

９ ５

—

 ： ＾－ Ａ Ｉ Ｆ １

７２
＿．

二
— 一 ７ ２

一

７９ｋ Ｄ ａ

５５
－

？

 ５５
＿

一

４ ３
－ｍｍ— Ａ Ｉ Ｆ １Ａ ｎ ｔ ｉ

ｇ
ｅ ｎＰ ｅ ｐ ｔ ｉ ｄ ｅ４ ３

—

＿

３４
－

羅 ｓ ａ苕
４７ ｋＤａ

一

２６－ ２６—

： ：二 昼 麵屋 ｔｉ
ｉ

ｒ
Ｍ １２３４５ Ｍ５Ｆ

ｆａ ｔ ｂ ｏｄ ｙ

图 ２ －

５Ａ ＩＦ Ｉ 的原核表达 、 纯化及抗体特异性检测 图

Ｆ ｉｇ ． ２ －５Ｐ ｒｏｋａ ｒｙｏ ｔ ｉ ｃｅｘ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 ，

ｐ ｕ ｒ ｉ 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 ｉｂｏｄ ｙ
ｓ ｐｅｃ ｉ ｆｉ ｃ ｉｔｙ

ｄ ｅ ｔｅ ｃ ｔ ｉｏｎｏ ｆ 
Ａ ＩＦ １

注 ：
（ Ａ ）Ａ １ Ｆ １ 的原核表达及纯化 。 Ｍ ： 蛋 白 ｍａ ｒｋｅ ｒ

； ｌ ： 未加 ＩＰＴＧ 诱导的样品 ； ２ ： 加

ＩＰＴＧ 诱导的样品 ；
３ ： 诱导后破碎的上清样品 ： ４ ： 诱导后破碎的包涵体样品 ；

５ ：Ａ ＩＦ Ｉ 片段

抗原纯化 。 （ Ｂ ） 抗体特异性检测 ， 用 ５ 龄取食期虫体的脂肪体作为检测蛋 白 。 所用胶浓度为

１ ２ ． ５％。 ５ Ｆ ：５ 龄取食期 。

Ｎ ｏ ｔｅ ｓ ：

（
Ａ

）
Ｐ ｒｏｋａｒｙｏ ｔ ｉ ｃ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ａｎｄ

ｐ
ｕ ｒ ｉ ｆｉｃ 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ＡＩ Ｆ Ｉ ．Ｍ

：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ｍａｒｋｅ ｒ

； １ ：Ｎ ｏ ＩＰＴＧ

ｉｎｄｕｃｔ ｉｏｎｓａｍｐ
ｌ ｅ

；２ ：ＩＰＴＧ ｉｎｄｕｃ ｔ ｉ ｏｎｓａｍｐ ｌｅ
；３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 ｔｓａｍｐ

ｌ ｅ ｓｂ ｒｏｋｅ ｎａｆｔｅ ｒ ｉｎｄｕｃｔ ｉｏｎ
；
４ ：

Ｉｎ ｃ ｌｕｓ ｉ ｏｎ ｂｏｄｙ 
ｓ ａｍｐ

ｌ ｅ ｓｂｒｏｋｅｎａｆｔｅ ｒ  ｉｎｄｕｃ ｔ ｉｏ ｎ
；
５ ： Ａ ＩＦ Ｉｆｒａｇｍ ｅｎ ｔ ａｎ ｔ ｉ

ｇｅｎｐ
ｕｒ ｉ ｆｉｃ ａ ｔ ｉ ｏｎ ．

（
Ｂ

） 
Ａｎｔ ｉｂｏｄｙ

ｓ ｐｅ ｃ
ｉ ｆｉ ｃｄ ｅ ｔ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ｔｈ ｅ５ Ｆｆａｔ ｂｏｄｙ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ｗａｓｕｓ ｅｄａ ｓｔｈｅｄ ｅ ｔｅ ｃ ｔ ｉｏｎ

ｐｒｏ 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ｅ 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 ｉ ｏｎ

ｗａｓ １ ２ ． ５％ ．５ Ｆ ： ｔｈｅ５ ｔｈ ｉｎ ｓ ｔａｒ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ａｇｅ ．

２ ．４ ．３ＡＩＦ Ｉ 在变态期中肠和脂肪体表达＊增加

蛋 白 免疫印迹检测 Ａ １ Ｆ １ 在表皮 、 中肠和脂肪体中 的蛋 白 表达水平 ， 分析 Ａ １Ｆ １

在发育 中的作用 。 表皮仅在 ５ Ｆ 至 ６ ｔ ｈ
－

６ｈ 取食期检测到全长的 Ａ Ｉ Ｆ ］（
ｆｕ ｌ ｌ ｌ ｅｎｇｔｈ －

Ａ Ｉ Ｆ ｌ
，
ｆ－Ａ Ｉ Ｆ ｌ

）
。 在脂肪体中 ， 在 ５ Ｆ 至 ６ ｔｈ －２４ ｈ 取食期检测到 ｆ－Ａ Ｉ Ｆ ｌ ， 在 ６ ｔｈ －７２ ｈ

至 ｐ
－６ ｄ 期间检测到 ５ ５

－７２ｋＤ ａ 之间 的条带 ， 推测其为切割跨膜区后的 Ａ １ Ｆ １ 的 Ｃ

端 （
ｃ ｌｅａｖｅｄ

－ＡＩＦ ｌ
，
ｃ
－Ａ ＩＦ ｌ

）
（ 图 ２ －

６Ａ
，
Ｂ ） ， 在 中肠中只检测到 了ｃ

－Ａ ＩＦ ｌ 。结果表明 ，

Ａ １ Ｆ 丨 呈现 出组织特异性表达及变化 。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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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图 ２ －

６ 蛋 白免疫印迹分析 Ａ Ｉ Ｆ １ 的虫体表达模式

Ｆ ｉ

ｇ ．２ －６Ｔｈ 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ｐａｔｔｅ ｒｎｏ ｆＡ ＩＦ １ｗａ ｓａｎａ ｌ

ｙｚｅｄｂｙ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

注 ： （ Ａ ）Ａ ＩＦ １ 在不 同时期的表皮 、 中肠和脂肪体中 的蛋 白 水平 。 ＡＣＴＢ 作为 内 参蛋 白 ，

所用胶浓度均为 １ ２ ． ５
°
／。 。 （ Ｂ ）Ｉｍａｇｅ Ｊ 统计 （ Ａ ） 中 Ａ Ｉ Ｆ １ 和 ＡＣＴＢ 条带密度 的 比值 。 误差线

表示平均值 土 ＳＤ 。 ｆ－Ａ Ｉ Ｆ ｌ ： 全长 Ａ Ｉ Ｆ １
；ｃ

－Ａ Ｉ Ｆ ｌ ： 被裂解的 ＡＴＦ １
；５ Ｆ ：５ 龄取食 ；

５Ｍ ：５ 龄

蜕皮 ；
６ ｔｈ

－

６ ｈ 、 ６ｔｈ
－２４ ｈ 、 ６ ｔｈ４ ８ ｈ 、 ６ ｔｈ －７２ ｈ 、 ６ ｔｈ

－９ ６ ｈ 、 ６ ｔｈ
－

１ ２ ０ ｈ分别对应６龄不 同时期 ；

Ｐ２ 、 Ｐ４ 、 Ｐ６ 、 Ｐ８ 分别对应化蛹天数 ；
Ｆ ： 取食期 ；

Ｍ ： 蜕皮期 ；
ＭＭ ： 变态蜕皮期 ；

Ｐ ： 蛹期 。

实验均满足三次生物学重复 。

Ｎｏ ｔｅ ｓ ：

（
Ａ

）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ｏ ｆ Ａ Ｉ Ｆ １ ｉ ｎｅｐ
ｉ ｄｅｒｍ ｉ ｓ ＾ｍ ｉ ｄｇｕｔａｎｄｆａ ｔｂｏｄｙ

ａｔｄ ｉ ｆｆｅ ｒｅ ｎ ｔｓｔａｇｅ ｓ ．

ＡＣＴＢ ｉ ｓａ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ｌｒｅｆｅ ｒｅｎ ｃ ｅ
ｐｒｏ ｔｅ ｉｎ ．Ｔｈ ｅｃｏｎｃ ｅｎ ｔ ｒ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ｔｈ ｅ

ｇｅ
ｌｗａ ｓ １ ２ ． ５％ ．

（
Ｂ

）
Ｉｍ ａｇｅＪｗａ ｓ

ｕ ｓｅｄ ｔｏ ｃａ ｌ ｃ ｕ 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ａｔ ｉｏｏ ｆＡ Ｉ Ｆ １ａｎｄ ＡＣＴＢｂａｎｄ ｄｅｎ ｓ ｉ ｔｙ 

ｉｎ
（
Ａ

）
． Ｔｈ ｅ ｅ ｒｒｏ ｒ ｂ ａ ｒ  ｉ ｎｄ 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ｖｅ ｒａｇ ｅ

士ＳＤｏｆ  ｔｈ ｅｔｈ ｒｅｅｂ ｉ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ｒｅｐｅ ｔ ｉ ｔ ｉｏｎ ｓ ．ｆ－Ａ Ｉ Ｆ ｌ ：ｆｌｉ ｌ ｌ ｌ ｅ ｎｇ ｔｈ

－Ａ Ｉ Ｆ ｌ ：ｃ
－Ａ ＩＦ ｌ ：ｃ ｌ ｅａｖｅｄ －Ａ Ｉ Ｆ ｌ

；
５ Ｆ ：ｔｈ ｅ

５ ｔｈ ｉ ｎ ｓ ｔａｒｆｅ ｅｄ ｉｎｇ
ａｇｅ ；

５Ｍ ：  ｔｈ ｅ５ ｔｈｍｏ ｌ ｔ ｉ ｎｇ 
ａｇ

ｅ
； 
６ ｔｈ －６ｈ

， 
６ ｔｈ

－２４ｈ
，
６ ｔｈ

－４８ｈ
，６ ｔｈ

－７２ｈ
， ６ ｔｈ

－９６ｈ
，
６ ｔｈ

－

１ ２０ ｈ ｃｏ ｒｒｅ ｓｐｏｎ
ｄ ｉｎｇ 

ｔｏ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ｓ ｔａｇｅ ｓ ｏ ｆ ６ ｔｈ  ｉｎｓ ｔａｒ
； Ｐ２ｄ

， Ｐ４ｄ
， 
Ｐ６ ｄ

，
Ｐ ８ ｄ ｃｏ 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 ｎｇ 

ｔｏ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ｔ

ｐ ｕｐａ ｔ ｉｏｎｄａｙｓ ：Ｆ ：ｆｅ ｅｄ ｉ ｎ ｇｓ ｔａｇ ｅ ；Ｍ ：ｍ ｏ ｌ ｔ ｉｎｇｓ ｔａｇ ｅ ；ＭＭ ：ｍｅ ｔａｍｏｒｐ
ｈｏ ｓ ｉ ｓｍｏ ｌ ｔ ｉ ｎ

ｇｓ ｔａｇｅ ；Ｐ ：

ｐ ｕｐａ
ｌ

ｓ ｔａｇｅ ． Ａ ｌ ｌ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 ｉｍ ｅｎ ｔｓｓａ ｔ ｉ ｓｆｉ ｅｄｔｈ ｒｅｅｂ ｉ 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 ｒｅ
ｐ

ｌ ｉ ｃａｔｅ ｓ ．

２ ．４ ．４ＡＩＦ ｌ 取食期定位于细胞质 ， 变态期定位在细胞核

为 了探索 ｆ－Ａ ＩＦ ｌ 和 ｃ
－Ａ Ｉ Ｆ ｌ 在虫体 中 的 定位 ， 进行 了 免疫荧光组织化学分析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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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血清作为对照 ， 红色荧光显示 Ａ Ｉ Ｆ １ 定位情况 。 前血清检测 ６ ｔｈ－２４ ｈ 脂肪体组

织中未观察到红色荧光 。 ｆ－Ａ 丨 Ｆ １ 在 ６ ｔｈ
－２４ｈ 定位于细胞质 ， ｃ

－Ａ Ｉ Ｆ 丨 在 ６ ｔｈ
－

１ ２０ｈ

定位于细胞核 （ 图 ２ －７ ） 。 结果表明 ， ｆ－Ａ Ｉ Ｆ ｌ 和 ｃ
－Ａ Ｉ Ｆ ｌ 在不 同 发育阶段定位在不

同的部位 。

Ｈ Ｅｓ ｔａ ｉ ｎ ｉ ｎ ｇＡ Ｉ Ｆ １ＤＡ Ｐ ＩＭ ｅ ｒｇ ｅ

靡■■圓

图 ２ －７ Ａ ＩＦ １ 取食期定位于细胞质 ， 变态期定位在细胞核

Ｆ ｉｇ
．２

－

７ Ａ ＩＦ １ｗａｓ ｌｏ ｃ ａ ｌ ｉｚｅｄ ｉｎｃｙｔｏｐ ｌ ａ ｓｍ ｄｕ ｒ ｉｎｇ
ｆｅ ｅｄ ｉｎｇｐｈａ ｓ ｅ ， ｉｎ ｔｈ ｅｎ ｕｃ ｌ ｅｕｓ ｄ ｕ ｒ ｉｎｇ

ｍ ｅｔａｍｏ ｒ
ｐ
ｈｏ ｓ ｉ ｓ

ｐ
ｈａｓ ｅ

注 ： ＨＥ 染色为对应的免疫荧光组织的脂肪体结构 。 红色荧光 ： Ａ Ｉ Ｆ １ ， 蓝色荧光 ： ＤＡＰ Ｉ 。

前血清做阴性对照 。

Ｎ ｏ ｔｅ ｓ ：ＨＥｓ ｔａ ｉ ｎ ｉｎｇ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ｆａｔｂｏｄｙ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ｆｃｏ 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 ｉｎｇｔ ｉ ｓ ｓｕｅｓｏ ｆ

ｉｍｍ ｕｎｏ ｆｌ ｕｏｒｅ ｓｃｅｎｃ ｅ ．Ｒｅｄｆｌ ｕｏ ｒｅ ｓ ｃｅｎｃ ｅ ： ＡＩ Ｆ １
， 
ｂ ｌｕｅｆ ｌ ｕｏ ｒｅ ｓ ｃｅｎｃ ｅ ： ＤＡＰ Ｉ ． Ｔｈｅ

ｐ
ｒｅ ｓｅ ｒｕｍ ｗａｓｕ ｓｅｄａｓ

ｎ ｅｇａｔ ｉ ｖ ｅ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

２ ．４ ．５２ ０Ｅ 诱导 ｆ
－Ａ ＩＦ ｌ 片段化为 ｃ

－ＡＩＦ ｌ 和核移位

为 了探宄 ２０Ｅ 是否 引 起 Ａ Ｉ Ｆ ｌ 定位变化 ， 构建 了ｐ
ｌ Ｅｘ －

ｆ
－Ａ Ｉ Ｆ ｌ

－Ｒ ＦＰ －Ｈ ｉ ｓ 质粒 ，

并在棉铃虫表皮 （
／／ｔｚ／ｖｗ ／ｇｅｒａｅｐ

ｉ ｄｅ ｒｍ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ｌ ｉ ｎ ｅ ， Ｈ ａＥｐ ｉ
）细胞系 ［

１ ２ １

］
中过表达ｆ

－

Ａ Ｉ Ｆ ｌ

－Ｒ ＦＰ －Ｈ ｉ ｓ 。 蛋 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 ｌ ｌ ５ ｋＤ ａ
（
ｆ
－Ａ ｌ Ｆ ｌ７ ９ ｋＤａ

＋Ｒ ＦＰ －Ｈ ｉ ｓ ３ ６ ｋＤａ
）

的条带 （ 图 ２
－

８Ａ ）
，说明 ｆ－Ａ Ｉ Ｆ ｌ

－Ｒ Ｆ Ｐ －Ｈ ｉ ｓ 表达正确 （ 图 ２ －

８Ａ ） 。 线粒体染色剂

Ｍ ｉ ｔｏ ｔｒａｃ ｋｅ ｒ
ｇｒｅ ｅｎ显示ｆ

－Ａ Ｉ Ｆ ｌ

－Ｒ ＦＰ －Ｈ ｉ ｓ与线粒体共定位 （ 图２
－

８Ｂ ） ， 表明ｆ
－Ａ Ｉ Ｆ ｌ

定位于线粒体 。

经 １ ０
 ｜

ｉＭ ２０Ｅ 处理 ７２ｈ 后 ， Ａ Ｉ Ｆ １ 转移至细胞核 （ 图 ２ －

８Ｃ ） ， 显示 ２ ０Ｅ 诱导

ｆ
－Ａ Ｉ Ｆ ｌ 裂解为 ｃ

－Ａ Ｉ Ｆ ｌ 并移位到细胞核 。

为 了 阐 明 ２０Ｅ 诱导的 ｃ
－Ａ Ｉ Ｆ ｌ 的截断是否依赖 自 噻 ， 用 自 噬抑制剂 ３

－ＭＡ 和

溶酶体抑制剂氯喹 （
ＣＱ ）处理细胞 ， 再加入 ２０Ｅ 处理后 ， Ａ Ｉ Ｆ １ 仍然可 以被 ２ ０Ｅ 诱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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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片段化和入核 （ 图 ２ －

８Ｃ ．Ｃ ｉ ） 。 这
一

结果表 明 ２ ０ Ｅ 诱导 Ａ Ｉ Ｆ １ 裂解和入核并不依

赖 自 嗤 。

Ａ Ｂ

： ｆ
－Ａ ， Ｆ １

－Ｒ Ｆ Ｐ ．Ｈ ｉ ｓ

９ ５
－

Ｍ ｉ ｔｏ ｔ ｒａ ｃ ｋｅ ｒ

＾
ｌ

４ ３ 

一

 Ｒ Ｆ Ｐ －Ｈ ｉ ｓ
Ｇ ｒｅ ｅ ｎ

ＢＢ Ｉ３Ｓ
３ ４

－
＿

３６ ｋ Ｄ ａ

１ ７Ｍ １ Ｍ ２ ＤＡＰ Ｉ

■

Ｃ．２ ０Ｅ
（
１ ０ Ｍ

Ｍ
，

７ ２ ｈ
）Ｍ ｅ ｒ

ｇ
ｅ

ＤＭ ＳＯ ３
－ＭＡＣＱ

ａ ｉ ｆ ｉ
－ｒ ｆ ｐ＾ＳＨＨ＾ＢＩｉ^

■丄
４

▲
ｄａ ｐ ｉ

ＩＨＩＨＩＨＩＲＩ＾ ６〇
＇

〇
^

—■■回固
｜

Ｓ

° ＇

０￡

－

３
．ＭＡＣＱ

－

＋ ２ ０ Ｅ
（
１ 〇 ｍＭ ， ７ ２ｈ

）

图 ２ －

８ ２０Ｅ 诱导 ｃ
－Ａ Ｉ Ｆ ｌ 核定位

Ｆ ｉｇ ．２ －

８２０ Ｅ ｉｎｄｕｃ ｅｄｃ
－Ａ ＩＦ ｌｎ ｕｃ ｌ ｅ ａ ｒ ｌ ｏ ｃ 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注 ？

？

（ Ａ ） 利用 ＲＦＰ 抗体通过蛋 白 免疫印迹检测 ｐ
Ｉ Ｅｘ － ｆ－Ａ Ｉ Ｆ ｌ

－ＲＦＰ －Ｈ ｉ ｓ 的表达 。
（
Ｂ

）免疫

荧光显示 ｆ
－Ａ ＩＦ ｌ 定位于线粒体 。

（
Ｃ

）
２０ Ｅ 诱导 ｃ

－Ａ Ｉ Ｆ ｌ 入核 。 加入 自 噬抑制剂 ３
－ＭＡ 和氯喹

均不能抑制 ＡＩ Ｆ １ 片段化和核定位 。 标尺为 ２０
ｐｍ 。

（
Ｃ ｉ

） 统计 （
Ｃ

）中进入细胞核 的 Ａ Ｉ Ｆ １ 占所

有红色荧光细胞总数的百分 比 。

Ｎ ｏ ｔｅｓ ： （
Ａ

）
Ｅｘａｍ ｉ ｎ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ｔｈ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

ｐ
ｌＥｘ－

ｆ
－Ａ Ｉ Ｆ ｌ

－ＲＦＰｂｙ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ｔ ｉｎｇ

ｕｓ ｉｎｇ
ＲＦ Ｐ

ａｎｔ ｉｂｏｄ ｉ ｅ ｓ ．

（
Ｂ

）
Ｉｍｍｕｎｏ ｆ ｌ ｕｏｒｅｓｃｅｎ ｃｅｓｈｏｗｅｄｆ

－Ａ Ｉ Ｆ ｌ ｉ ｓ ｌｏ ｃ ａ ｌ ｉ ｚｅｄ ｉ ｎ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 ａ ．

（
Ｃ

）
２０Ｅ ｉｎｄｕｃｅ ｄ

ｃ
－Ａ ＩＦ ｌｎｕｃ ｌ ｅａｒ ｌ ｏ ｃ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 ｏｎ ． Ａｄ ｄ ｉ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ａｕ ｔｏｐ

ｈ ａｇｙ
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ｓ ３

－ＭＡ ａｎ ｄｃｈ ｌ ｏｒｏ
ｑ
ｕ ｉｎｅ ｄ ｉ ｄｎｏ ｔ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ＡＩＦ １ｆｒａｇｍｅｎ ｔ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ｎｕｃ ｌ ｅａ ｒ ｌ ｏｃ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ｂａ ｒｓｒｅｐ 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ｄ２ ０ ［
ｘｍ ．（

Ｃ ｉ

）Ｃｏｕｎ ｔ ｅｄｔｈ ｅ

ｐ ｅｒｃ ｅｎ ｔａｇｅｏ
ｆ

Ａ Ｉ Ｆ ｌｅｎ ｔｅ ｒ ｉ ｎｇ
ｔｈ ｅｎｕｃ ｌ ｅ ｕ ｓ ｉ ｎ ｔｈｅｔｏ ｔａ ｌｎｕｍｂ ｅｒｏｆ ｒｅｄｆｌ ｕｏｒｅ ｓｃ ｅｎｔ ｃｅ ｌ ｌ ｓ ｉｎ

（
Ｃ

）
．

２ ．４ ．６ｆ
－ＡＩＦ ｌ 抑制线粒体自噬

由于表皮 中仅有 ｆ－Ａ Ｉ Ｆ ｌ 的表达 ， 所 以在棉铃虫表皮细胞 ＨａＥｐ ｉ 中千扰 ￥／１

即干扰 ／Ｗ／７ 探究全长 Ａ １ Ｆ １ 功能 。 我们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系 中过表达 ｐ
ｌ Ｅｘ－４ －Ｒ ＦＰ －

Ｇ ＦＰ －ＬＣ ３
－Ｈ ｉ ｓ 质粒指示 自 噬流 ， 以 处理作为 办／

－々／？ 的对照 。 转染 也

４ ８ｈ 后观察细胞状态 ， 结果显示 ， 干扰 ／
－４／７ 后 ４ ８ ｈ 细胞出现 自 噬小泡 （ 图 ２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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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Ａ ．Ａ ｉ ） 。 干扰 ／
－Ａ／７ 后 ７２ ｈ ， 只观察到红色荧光 ， 绿色荧光猝灭 （ 图 ２ －９Ｂ

，
Ｂ ｉ ） ，

表 明 自 噬泡 向 自 噬溶酶体转变 ， 说明 ｆ
－Ａ ｌ Ｆ ］ 有抑制 自 噬的功能 。

为 了检测 ｆ－Ａ Ｉ Ｆ 丨 缺失 引 起的 自 噬是否转为凋亡 ， 在未过表达 ｐ
Ｉ Ｅｘ －４ －Ｒ ＦＰ －

Ｇ ＦＰ －ＬＣ ３
－Ｈ ｉ ｓ质粒的Ｈ ａＥ

ｐ
ｉ中干扰／

－七／
７ ， 使用Ｓ ｕｐ

ｅｒＶ ｉ ｅｗ４ ８ ８ＣＡＳＰ３检测试 齐 Ｉ

Ｊ

盒检测细胞 ＣＡＳ Ｐ ３ 凋亡水平 ， 绿色荧光表示细胞中 ＣＡＳ Ｐ ３ 水平 。 ４ ８ ｈ 后 ， 干扰

／
－七；

７ 和凋亡抑制剂 Ａｃ
－ＤＥＶＤ －Ｃ ＨＯ 处理均未检测到绿色荧光 ， 说 明此时未发生

凋亡 （ 图 ２ －９Ｃ ．Ｃ ｉ ） 。 但 ７２ ｈ 后 ， 在干扰／
－々／／ 的细胞中 显示绿色荧光 ， 而凋亡抑

制剂 Ａｃ
－ＤＥＶ Ｄ －Ｃ ＨＯ 处理后检测不到绿色荧光 （ 图 ２

－９Ｄ ． Ｄ ｉ ） ， 说明 ｆ
－Ａ Ｉ Ｆ ｌ 的缺

失使细胞 自 噬最终转 向 了 凋亡 。 这些结果表明 ｆ－Ａ Ｉ Ｆ ｌ 具有抑制细胞 自 噬和凋亡

的功能 。

Ａ Ｃ

４ ８ｈ ａ ｆｔｅ ｒ ｄｓＲＮＡ ｔ ｒａ ｎ ｓｆｅ ｃｔ ｉｏ ｎ

ｄｓ Ｙｆｐｄｓ ｆ
－Ａ ｉｆｌｄｓ ｆ

－Ａ ｉｆ１ ＋３
－ＭＡ



４ ８ｈａ ｆｔ ｅ ｒ ｄｓＲＮＡ ｔ ｒａ ｎ ｓ ｆｅ ｃｔ ｉ
ｏ ｎ

Ｌｃ ３
－Ｇ Ｆ ｐＨＢＢｉＥＥＥＥ

Ｍ ｅ ｒｇ ｅ
Ｍ ｅ ｒ９ ｅ

Ｂ７ ２ｈ ａ ｆｔ ｅ ｒｄｓＲＮＡ ｔ ｒａ ｎ ｓ ｆｅｃｔ ｉ ｏ ｎＤ

７ ２ ｈ ａ ｆｔ ｅ ｒ ｄｓＲＮＡ ｔ ｒａ ｎ ｓ ｆｅｃ ｔ ｉｏ ｎ

Ｌｃ ３
－ＲＦｐ

Ｈ ｊ

ｉＢＢｉＫＢ

—

■■■■

Ｍｅ ｒｇ ｅ

Ａ ｉ

ｉ ｒ
：

［４ｖ
［ｂ

ｃ

ｉ
：Ｉ

ｇ
＇

ｉ
６

Ｌ ｉ ｔ
？＊Ｉ 

２０
－｜ ２〇

－

ｌ ｉ

＇

ｆ

ｉ４ ２

ｒ ｉ＊ｌ
１ ０

＇

ａ ａ ａ

＾－

１ ０

＇

ａａ

４．

＞ ｉ

？
。翁

图 ２ －９ 通过观察 自 噬流和 ＣＡ ＳＰ ３ 活性验证 ｆ
－Ａ ＩＦ ｌ 抑制 自 噬和凋亡

Ｆ ｉｇ ． ２ －９ｆ
－Ａ Ｉ Ｆ  ｌ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ｅｄ ａ 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 ｄａ
ｐ
ｏ
ｐｔｏｓ ｉ 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

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 ｉ ｃｆｌｕｘａｎｄＣＡＳ Ｐ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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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注 ：

（
Ａ ，Ｂ

）检测 丁
？

扰／
－４／７ 后 ＨａＥ

ｐ
ｉ 细胞的 自 噬通量 ， 以 办你 为对照 。

（
Ａ ＬＢ ｉ

） 计数

成功转染 ｐ
Ｉ Ｅｘ －ＧＦ Ｐ －ＲＦＰ－ＬＣ ３ 细胞中 的 自 噬小泡数和 自噬溶酶体数 。

（
Ｃ

，Ｄ ）在 ＨａＥ ｐ ｉ 细胞 中

敲除／力／７ 后 ， 通过检测 ＣＡＳ Ｐ ３ 活性检测凋亡 ， Ａ ｃ
－ＤＥＶＤ －ＣＨＯ 是 ＣＡＳＰ ３ 抑制剂 。

（
Ｃ ｉ ， Ｄ ｉ

）

统计 Ｃ 、 Ｄ 图 中凋亡细胞的个数 。 黄色标尺表示 ２ ０
ｐｍ 。 蓝色荧光 ： ＤＡＰ Ｉ 。

Ｎｏｔｅ ｓ ：（
Ａ

，Ｂ ）
Ｔｈ ｅａｕ ｔｏｐｈ ａｇ ｉ ｃｆ ｌｕｘｗｅ ｒｅｄｅ ｔｅ ｃ ｔｅｄ ｉｎＨａＥｐ ｉｃｅ ｌ ｌ ｓｗｈ ｅｎｆ－Ａ Ｉ Ｆ ｌｗａ ｓｋｎｏｃ ｋｅｄ

ｄｏｗｎ
，ｄｓ Ｙｆｐ

ｗａｓｕｓｅ 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 ｌ ，ｔｈｅ
ｙｅ

ｌ ｌ ｏｗｂ ａｒ ｓｒｅｐｒｅｓ ｅ ｎ ｔｅｄ２０ （
Ａ ｉ

，Ｂ ｉ

）Ｃｏ ｕｎ ｔｅ ｄｔｈ ｅ

ｎ ｕｍ ｂ ｅｒｏｆ ａ 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ｏｓｏｍ ｅ

ｐ ｕｎ ｃ ｔａａｎｄａ ｕ ｔｏ ｌｙｓｏｓｏｍ ｅ ｉ ｎｓ ｕ ｃ ｃｅ ｓ ｓ ｆｕ ｌ ｌｙ ｔ ｒａｎｓ ｆｅｃ ｔｅｄｗ ｉ ｔｈｐ
Ｉ Ｅｘ －Ｇ ＦＰ －

Ｒ Ｆ Ｐ － ＬＣ ３ｃ ｅ ｌ ｌ ｓ ． （
Ｃ ．Ｄ

）
Ａ ｆｔｅ ｒｋｎｏｃ ｋｄｏｗｎｆ

－Ａ Ｉ Ｆ ｌ ｉ ｎＨ ａＥ ｐ ｉｃ ｅ ｌ ｌ ｓ
，ｅｘａｍ ｉ ｎ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ａｐｏ ｐ ｔｏ ｓ ｉ ｓｂｙ

ｔｈｅ

ａｄｄ ｉ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ａｃ ｔ ｉ ｖｅＣＡＳ Ｐ ３
， 
Ａ ｃ

－ＤＥＶＤ －ＣＨＯ ｉ ｓａＣＡＳ Ｐ ｉ ｎｈ ｉｂ ｉ ｔｏ ｒ ．

 （
Ｃ ｉ ．Ｄ ｉ

）Ｑ ｕａｎ ｔ ｉ ｆｉ ｃａ ｔ ｉｏｎａ
ｐ
ｏ
ｐ ｔｏｔ ｉ ｃ

ｃ ｅ ｌ ｌ 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ｎｄＤ ．Ｂ ｌ ｕｅ ：ＤＡＰ Ｉ ．

为 了探宄 自 噻是否在线粒体发生 ， 在过表达 了ｐ ｌＥｘ－４ －Ｒ Ｆ Ｐ －ＬＣ ３
－Ｈ ｉ ｓ 质粒的

ＨａＥ
ｐ

ｉ 细胞中干扰／
－Ｚ ／Ａ ， 同时进行线粒体染色 。 转染 （／．ｓｉｉｉＶ＾ ４ ８ ｈ 后 ， 结果显示 ，

干扰 ／
－Ａ／

７ 后 自 嗤小泡与线粒体共定位 （ 图 ２ －

１ ０ ） ， 表 明 发生 了线粒体 自 噻 ， 说

明 ｆ－Ａ Ｉ Ｆ ｌ 抑制 了线粒体 自 噬和凋亡的发生 。

Ｍ ｉ ｔｏ ｔ ｒａ ｃ ｋｅ ｒ

ＬＣ ３
－Ｒ Ｆ ＰＧ ｒｅｅ ｎＤＡＰ 丨Ｍ ｅ ｒｇ ｅ

ｄｓＧｆｐ

一

■■■■
图 ２ －

１ ０ 细胞中敲降 ｆ
－ＡＩ Ｆ ｌ 发生线粒体 自 噬

Ｆ ｉｇ ． ２ －

１ ０Ｍ ｉ 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ｏ ｃ ｃｕ ｒｓｗｈ ｅｎｆ－Ａ Ｉ Ｆ ｌ ｉ ｓｋｎｏ ｃ ｋｅｄｄｏｗｎ ｉ ｎｃ ｅ ｌ ｌ ｓ

注 ： 免疫荧光显示干扰 ｆ－Ａ ｉ ｆ ｌ 后 ＬＣ３
－ＲＦＰ 与线粒体共定位 。

Ｎｏ ｔｅ ｓ ： Ｉｍｍｕｎｏ ｆｌｕｏｒｅ ｓｃ ｅｎ ｃｅｓｈｏｗｅ ｄｔｈａ ｔＬＣ ３
－ＲＦＰｗａｓｃ ｏ

－

ｌｏｃａ ｌ ｉ ｚｅ ｄｗ ｉ ｔｈ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 ａａ ｆｔｅ ｒ

ｉｎ ｔ 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ｗ ｉ ｔｈ
ｆ

－Ａ ｉｆｌ ．

２ ．４ ． ７ｆ－ＡＩＦ ｌ 维持线粒Ｍ定和 ＡＴＰ 的产生

由于取食期仅有 ｆ
－Ａ ＩＦ ｌ 的表达 ， 为 了探宄 ｆ

－Ａ Ｉ Ｆ ｌ 抑制 自 噬的分子机制 ， 我

们在 ５ Ｆ 干扰 ｄ ／／？ ， 即干扰／七／７ 。 蛋 白免疫印迹显示 干扰效率 （ 图 ２ －

１ １ Ａ ） 。

敲降／
－￥／７ 后 ， 幼虫 出现延迟蜕皮和死亡的表型 （ 图 ２ －

１ １ Ｂ ） 。 ３ ０％的幼虫延迟蜕

皮进入 ６ 龄 ， 从注射到蜕皮至 ６ 龄的时间延迟 了１ ７ ｈ ， 死亡率为 ３ ６％ （ 图 ２ －

１ １ Ｃ ，

Ｄ ） 。 与对照组相 比 ， 敲降组血淋巴 中 ＡＴＰ 水平明 显下降 （ 图 ２
－

１ １ Ｅ ） 。 敲降／－

々／７

后 ， 脂肪体中 ＬＣ ３
－

Ｉ Ｉ水平升高 （ 图 ２ －

１ １ Ｆ ） ， 说明 发生 了 自 噬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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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
Ｎ ｏ ｒｍ ａ ｌ

ｃｑ５ 「 Ｐ ｈ ｅ ｎｏ ｔｙ ｐ ｅａ ｆ 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ｄｓ ／？Ａ／Ａ＝Ｄ ｅ ｌ ａｙｅ ｄｍｏ ｌ ｔ ｉ ｎｇ

§１ ． ０
ｄｓＧｆｐｄｓｆ－Ａ ｉｆｌ


－

 （
％

）

＝
Ｄ ｅ ａ ｔ ｈ

ｌ
？

ｂ＝＝
」靡
＿

ｆ
：Ｍ

Ｎ ｏ ｒｍ ａ ｌＤ ｅ ｌ ａｙｅｄＤｅａ ｔ ｈ ｄｓＧｆｐｄｓ ｆ
－Ａ ｉｆ １

６
”ｍ ｏ ｌ ｔ ｉ ｎ ｇ

１ （
ｈ

）^

Ｉ
８ ０ ｒ

＿＾＿

Ｅ １ － ５

ｆ ｙｍ
〇 ． ５ ｒ＾＿

Ｓ
６ 。

＿

ｊＩ ｖ ｏ
－

ｆ ＬＣ ３
－

Ｉ§

°

〇 ： ；^

〇４０
－

＇

＾＾ ｉ—

ＬＣ ３
－

Ｉ Ｉ＝

．｜０ ． ５

．
ＡＣＴＢ３

０ ２ ■

Ｉ １＊，Ａ９／

｝

／／＾
＾

^

图 ２ －

ｌ ｌ 在 ５ 龄取食期幼虫 中敲降／－

４／
７ 导致延迟蜕皮和死亡

Ｆ ｉ

ｇ
．２

－

１ １Ｔｈｅｋｎｏｃ ｋｄｏｗｎｏ ｉｆ
－Ａ ｉｆｌ ｉｎ ５ Ｆ ｌａｒｖａｅ ｌ ｅ ｄｔｏｄ ｅ ｌａｙｅｄｍｏ ｌ ｔ ｉｎｇ 

ａｎｄｄ ｅａｔｈ

注 ．

？

（
Ａ

）
注射 也＿ ２４ ｈ 后蛋 白 免疫印迹验证脂肪体 中 的干扰效率 。

（
Ｂ

）
５ Ｆ 幼虫期注射

却４／
７ 直至 ６ ｔｈ －２４ｈ 的表型 图 ， 标尺为 １ｃｍ 。

（
Ｃ

）注射 也４沢 和 冶颂 后的表型统计 。
（
Ｄ

）

从 ５ Ｆ 幼虫期注射 后至蜕皮为 ６ 龄的时 间 。
（
Ｅ

）注射 办 和 冶颂 后 ＡＴＰ 水平 。

（
Ｆ

）敲除 沿 （
？步 和 沿 后 ， 蛋 白免疫印迹检测 ＬＣ３

－

Ｉ Ｉ 。

Ｎ ｏ ｔｅ ｓ ：

（
Ａ

）
Ｗｅ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ｔｔ ｉｎｇ 

ｖａ ｌ ｉｄ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ｔｈ ｅ ｉｎｔｅ ｒ ｆｅ ｒｅｎｃ ｅｅ ｆｆｉｃ ｉｅ 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ｆａｔ ｂｏｄｙ 

２４ｈ ａｆｔｅ ｒ

ｔｈｅｄｓＲＮＡ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 ．

 （
Ｂ

）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 ｅ ｓａ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ｃｔ ｉ ｏｎｏ ｆｆ

－Ａ ｉｆｌｄｓＲＮＡ ｆｒｏｍ５ Ｆ ｌ ａ ｒ ｖ ａ ｔｏ６ ｔｈ
－２４ｈ

， 
ｔｈ ｅ

ｒｕ ｌｅ ｒ ｒｅ
ｐ
ｒｅ ｓｅｎ ｔｓ １ｃｍ．

（
Ｃ

）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 ｅｓ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ｓ ａ ｆｔ ｅ ｒ  ｉｎ

ｊ
ｅ ｃ ｔ ｉｏｎｏ ｆ ｄｓｆ

－Ａ ｉｆｌａｎｄｄｓＧｆｐ ．

 （
Ｄ

） 
Ｔｈｅｔ ｉｍｅｏ ｆ

ｗｈ ｉ ｃｈｔｈｅ５ Ｆ ｌ ａｒｖａｅｍｏ ｌ ｔｅｄ ｉ ｎｔｏ６ ｔｈ ｉｎ ｓ ｔａ ｒ ．

（
Ｅ

） 
Ｔｈｅ ＡＴＰ ｌ ｅｖｅ ｌ ｓａ ｆｔ ｅｒ ｉｎ

ｊ
ｅ ｃ ｔｉｏ ｎｏｆ ｄｓｆ

－Ａ ｉｆｌａｎｄｄｓＧｆｐ ．

（
Ｆ

） 
Ａｆｔｅ ｒ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ｄｓＧｆｐ

ａｎｄｄｓｆ
－Ａ ｉｆｌ ，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ｔ ｉｎｇ
ｄ ｅ ｔｅ ｃｔｅｄＬＣ３

－

Ｉ Ｉ ．

用透射电镜
（
Ｔｒａｎ ｓｍ ｉ ｓ ｓ ｉ ｏｎ ｅ ｌｅ ｃ ｔｒｏｎｍ ｉ ｃ ｒｏ ｓｃｏｐｙ， 

ＴＥＭ
）观察线粒体形态 ， 结果显

示注射 办Ｇ办 对脂肪体细胞中 的线粒体无影响 ， 线粒体呈正常形态 ， 有清晰的嵴 ，

而注射 办／
＾

丨／
７ 引 起脂肪体细胞的线粒体损伤 ， 线粒体发生肿胀使嵴结构无法清

晰可见 （ 图 ２ －

１ ２Ａ ） ， 且观察到双层或多层膜结构的 自 噬小体靠近并包裹线粒体

过程 （ 图 ２ －

１ ２ Ｂ ）
，
说明线粒体发生 了 自 噬 。

以上结果表 明 ， 在取食期敲降 导致线粒体损伤 ， 触发线粒体 自 噬 ， 降

低 ＡＴＰ 的合成 ， 使虫体发育受阻并死亡 。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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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Ａ 与
。

／

ＴＥ Ｍｓ ｃ ａ ｎ ｎ ｉ ｎ ｇ
ａ 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ｄｓＲＮＡ 〇

Ｄ
）

「

＇

；
：

■

， ． ！ ： ：
^

．
‘

．

＊Ｖ
…

屬 ：

丨
？

ｄｓＧ ｆｐ ｄｓ ｆ
－Ａ ｉｆｌ ． ２０

ＮＹ

Ｂ＾ ６



ｄｓＧｆｐ


‘售
，

，
Ｓ －

＂

Ｔ ：
ｙｆ

＾Ａ－

？

？

？？

 

ｄｓ ｆ
－Ａ ｉ ｆ １


ｍｒ
̄

图 ２ －

ｌ ２ 注射 办 后线粒体受损 自 嗤

Ｆ ｉ

ｇ
． ２ －

１ ２Ｍ ｉ ｔｏｃｈ ｏｎｄｒ ｉ ａｗｅ ｒ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ａｎｄｍ ｉ ｔｏ
ｐ
ｈａｇｙ

ｏｃ ｃ ｕｒｒｅｄａ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ｄｓｆ

－Ａ ｉｆｌ

注 ：

（
Ａ

）注射 必＿ ２４ｈ 后
，
统计脂肪体细胞透射 电镜中 的受损线粒体 比例 。

（
Ｂ

） 办／Ｗ ／／７

组 出现 自 噬小泡包围线粒体发生线粒体 自 噬 。 标尺为 １ｐｍ ， 黄色箭头代表受损肿胀的线粒

体 ， 红色箭头表示双层或多层膜结构的 自 噬小泡 。

Ｎ ｏ ｔｅ ｓ ：

 （
Ａ

）
Ｔｈｅｒａｔ ｉ ｏｏ ｆ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ｍ ｉ 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ｉｎｆａｔｂｏｄ
ｙ

ｃ ｅ ｌ ｌｗａｓｃａ ｌ ｃ ｕ ｌａｔｅｄｂ
ｙ
ＴＥＭ２４ｈ

ａ ｆｔｅ ｒ ｄｓＲＮＡ ｉｎ
ｊ
ｅｃ ｔ ｉ ｏｎ ．

 （
Ｂ

） 
Ａ ｕｔｏｐ

ｈａｇｏ ｓｏｍｅ
ｐ

ｕ ｎｃ ｔａｓ ｕ ｒ ｒｏ ｕｎｄｅｄｍ ｉ ｔｏ ｃ ｈｏｎｄ ｒ ｉａ ｉ ｎｔｈ ｅｄｓｆ
－Ａ ｉｆｌｇ ｒｏｕｐ ，

ａｎｄｍ ｉｔｏｐｈａｇｙ
ｏｃｃ ｕｒｒ ｅｄ ．Ｔｈｅｂａｒｓ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 １

 ｜

Ａｍ ．Ｔｈｅ
ｙ ｅ ｌ ｌｏｗａ ｒ ｒｏｗｓｒ ｅ

ｐ
ｒ 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

ｄ

ｍ ｉ 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 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  ｉ ｎｄ ｉ ｃａｔｅ ｓａｂ ｉ ｌ ａｙｅ ｒ ｏ ｒ ｍｕ ｌｔ ｉ ｌ ａｙｅ ｒａ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ｏ ｓｏｍｅ

ｐ ｕ
ｎｃ ｔａ ．

２ ．４ ． ８ｃ
－ＡＩＦ ｌ 入核促进细胞凋亡

由于变态期仅有 ｃ
－Ａ Ｉ Ｆ ｌ 的表达 ， 为 了探宄 ｃ

－Ａ Ｉ Ｆ ｌ 在变态发育 中 的作用 ， 我

们在 ６ｔｈ －４ ８ ｈ 干扰 乂 ／／７ 观察表型 ， 为方便 区分 ， 图 中用 办ｃ
－４／７ 表示 。 蛋 白 免疫

印迹检测到 ｃ
－Ａ ＩＦ ｌ 在蛋 白水平上被敲低 （ 图 ２ －

１ ３Ａ ） ， 干扰组出现死亡表型 ， 死

亡率达到 ５ ０％（ 图 ２ －

１ ３ Ｂ
．
Ｃ ） 。 为 了找 出 高死亡率的原因 ， 我们在注射 办＿ ２４

ｈ 和 ４ ８ｈ 后取脂肪体分别用于实验观察 。 Ｈ Ｅ 染色显示 ， 与对照组相 比 ， 千扰组

未见游离脂肪体 ；
尼罗红染色显示 ， 干扰组脂滴未分解 ；

ＴＵＮＥＬ 染色显示 ｃ
－４／７

干扰后细胞凋亡水平显著减少 （ 图 ２ －

１ ３Ｄ
，

Ｅ ） 。 这些结果表明 ， ｃ
－Ａ Ｉ Ｆ ｌ 促进 了 脂

肪体在变态期的凋亡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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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

ｇ
〇 ． ６

「
■

 Ｐ ｈ ｅ ｎｏ ｔｙ ｐ ｅ ａ 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 ｎ ｏ ｆ  ｃ／ｓＲＡＭ＝

Ｎ ｏ ｒｍ ａ ｌ

＜〇 ４了 ｄｓＧ ｆｐ ｄｓ ｃ －Ａ ｉｆ１一 （
％

＞

＝ Ｄ ｅ ａ ｔ ｈ

￡０ ２
．

一 分 ｌ ５
１ ００

－

ｒ＾ｎ ｒ＾ｎ

．

０Ａ
＼ｖＳ〇

Ｌ－ＵＪ——Ｕ＾
－Ｌ

＞
、 Ｎ ｏ ｒｍ ａ ｌ Ｄ ｅ ａ ｔ ｈ ｄｓＧ ｆｐｄｓ ｃ －Ａ ｉｆ１

Ｄ Ｅ

２４ ｈ ａ ｆｔ ｅ ｒ ｄｓＲＮＡ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 ｎ ｉ ｎ  ｆａ ｔ ｂｏ ｄ ｙ４８ ｈ ａ ｆｔｅ ｒ ｄｓＲＮＡ ｉ ｎ

ｊ
ｅｃ ｔ ｉ ｏ ｎ ｉ ｎ  ｆ ａ ｔ ｂ ｏｄｙ

，

ｈ ｅ ｒ、
．

ｖ
．

 ．

ｓ ｔ ａ ｉ ｎ ｉ ｎ
ｇ

ＨＥ９

＝■■ 曬■
ｄｓＧ ｆｐｄｓｃ －Ａ ｉｆ１ ｄｓＧｆｐｄｓｃ －Ａ ｉｆ１

图 ２ －

１ ３ 在 ６ ｔｈ４ ８ｈ 敲降 ｏＡ／ ／ 导致死亡

Ｆ ｉ ｇ ．２
－

１ ３Ｔｈｅ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ｏ ｆ
ｃ

－Ａ ｉｆｌ ｉ ｎ６ ｔｈ －４８ｈ ｌｅ ｄ ｔｏｄ ｅａ ｔｈ

注 ：

（
Ａ

）注射 冶ｍ４ ２４ ｈ 后蛋 白 免疫 印迹验证在脂肪体中 的干扰效率 。
（
Ｂ

）注射 Ａｃｄ ／ｙ？

后的表型 图 ， 标尺为 ｌ ｃｍ 。
（
Ｃ

）注射 沿ｃｄ
ｉ／
７ 和 冶颂 后的表型统计 。

（
Ｄ

，
Ｅ

）
注射 办＿ ２４ ｈ

和 ４ ８ｈ 后 ， ＨＥ 染色 、 尼罗红染色和 ＴＵＮＥＬ 染色观察脂肪体形态 ， 标尺为 ５ ０ 阿 。

Ｎｏ ｔｅ ｓ ：

 （
Ａ

）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ｔ ｉｎｇ 

ｖ ａ ｌ ｉ ｄ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ｒ ｆｅ ｒｅｎｃ ｅｅ ｆｆｉ ｃ ｉ ｅｎｃｙ
ｉ ｎｔｈｅｆａ ｔ ｂｏｄｙ 

２４ｈａ ｆｔｅ ｒ

ｔｈ ｅ ｄｓＲＮＡ ｉ ｎ
ｊ
ｅｃ ｔ ｉ ｏｎ ．

 （
Ｂ

）
Ｐｈｅｎｏ ｔ

ｙｐ
ｅ ｓａ ｆｔｅ ｒ ｉ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ｄｓｃ－Ａ ｉｆｌ ， 

ｔｈｅｓｃａ ｌ ｅｂａｒ ｒｅｐ 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ｄ １ｃｍ ．

 （
Ｃ

）

Ｐｈ ｅｎｏ ｔｙｐｅ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ａ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ｏｎｏ ｆ ｄｓｃ －Ａ ｉｆｌａｎｄｄｓＧｆｐ ．

 （
Ｄ ，Ｅ

）
ＨＥｓ ｔａ ｉｎ ｉｎｇ ， 

Ｎ ｉ ｌ ｅｒｅｄｓｔ ａ ｉｎ ｉ ｎｇ
ａｎｄ

ＴＵＮ ＥＬ ｓ ｔａ ｉ ｎ ｉ ｎｇ 
ｓ ｈｏｗｅｄｆａｔｂｏｄｙ

ｍｏ ｒ
ｐ
ｈｏ ｌｏｇｙ，ｏｂｓ ｅ ｒｖｅ ｄａ ｆｔｅ ｒｆｉ ｒ ｓ ｔ ｉ ｎ

ｊ
ｅ ｃｔ ｉ ｏｎｄｓＲＮＡｆｏ ｒ ２４ｈａｎｄ４ ８

ｈ ． Ｔｈｅｓｃａ ｌ ｅｂａ ｒｒｅ ｐ
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ｄ５０

 ＼

ｍ＼ ．

２ ．４ ． ９ 变态期间 ２０Ｅ 上调 Ａ Ｉ Ｆｌ 的表达

在 中肠和脂肪体中 ， Ａ １ Ｆ １ 在变态期高表达 ， 说明 ２ ０Ｅ 调控 了其表达水平 。

体 内注射不 同浓度梯度和时间梯度的 ２０Ｅ 显示 ， 脂肪体 中 ２ ０Ｅ 处理 ２００ｎｇ
－

５ ００

ｎｇ 后 ４／７ 表达显著上调 （ 图 ２ －

１ ４Ａ ） ， 每 只幼虫注射 ５ ００ ｎｇ
２０Ｅ １ ２ ｈ 后 ， 邱７ 表

达上调 （ 图 ２ －

１ ４Ｂ ） 。 为 了探索 ２０Ｅ 上调 士／７ 表达的途径 ， 使用在线预测 网站

ＪＡＳ ＰＡＲ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ｊ
ａ ｓ
ｐ
ａ ｒ ．ｇｅｎｅ ｒｅｇ ．ｎｅ ｔ／

）
预测到 了启 动子 区域 （／

＾ ／／／
）含有ＦＯＸＯ的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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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 结合位点 （
ＦＯＸＯＢＥ

）
（ 图 ２ －

１ ４Ｃ ） ， 虫体干扰 ＦＯＸＯ 后 々／／ 表达下调 （ 图

２ －

１ ４Ｄ ） 。 这些结果证实 了２０Ｅ 通过 ＦＯＸＯ 上调 的表达 。

Ａ＾ Ｂ
^

Ｓ Ｆ ａｔ ｂｏ ｄｙ Ｓ Ｆ ａ ｔ ｂｏｄｙ

芒
２ ０

「
 ３０

「＊＊＊

Ｗ■

１
１ ５

－Ｔ ． １ ｉｉＴ

ｉ
：

： 壬Ｌ每古

Ｉ〇 １
． Ｉ０

Ｉ
益ＤＭ ＳＯ１ ０ ０２０ ０５ ００

（
ｎ ｇ ／ ｌ ａ ｒｖ ａ

）益ＤＭＳＯ３６ １ ２２４
（
ｈ

）

￣

２ ０Ｅ
 （

１ ２ｈ
）

￣

２０ Ｅ （
５０ ０ｎ ｇ ／ ｌ ａ ｒｖａ

）

Ｃ 〇 Ｆａ ｔ ｂｏｄ ｙ

？ＤＭＳＯ ？ｄｓＧ ｆｐ＋ ２ ０ Ｅ

＜

２
１ ５ ｒ

Ｂ２ ０ Ｅ ４ｄｓＦｏｘｏ＋２０ Ｅ

Ｇ ｅｎｅ ＦＯＸＯＢ Ｅｓｅ ｑ ｕ ｅ ｎ ｃｅ （
５

’

－

３
’

）＞ ｂ

ａ ＞ ｂ？

Ｂ ． ｍｏ ｒｉ ｂ ｒｕｍｍｅｒ＿

２ ６ ７
ＴＴＧＴＴＴＡＣ ＿

２ ６ ０
￣

 １ 〇
■

Ｈ ． 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Ａ ｉｆ１－

２２ ７ ６
ＴＴＧＴＴＴＡＣ ．

２２ ６ ９至 ■ ■ ｂｂ

ｌ５ ．Ｔ
 ？、士

＃

１；

■

 ＊

ａ ａＴ
－

ａ

ＦｏｘｏＡ ｉｆ１

图 ２ －

１ ４２０Ｅ 上调脂肪体中 Ａ／／ 的表达

Ｆ ｉ

ｇ
．２

－

１ ４２ ０Ｅｕ
ｐ
－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  ＾４ ／／７ ｉ ｎｆａｔｂｏｄｙ

注 ：

（
Ａ

）通过 ＱＲＴ
－ＰＣＲ 检测脂肪体中 义妁 的水平 ， 加入等量 ＤＭ ＳＯ 作为阴性对照 。

（
Ｂ

）

用 ２０Ｅ
（
５ ００ ｎｇ

／幼虫 ）刺激 ３ ｈ 、 ６ ｈ 、 Ｉ ２ ｈ 、 ２４ ｈ 后 ， 用 ＱＲＴ
－ＰＣＲ 检测脂肪体 中 Ａ／／ 水平 ， 并

加入等量 ＤＭ ＳＯ 作为阴性对照 。
（
Ｃ

）家蚕 和棉铃虫 ｄ
丨／
７ 启 动子 ＦＯＸＯＢＥ 序列 的 比

对 。
（
Ｄ

）敲降 ｉ＾ｃｏ 后用 ＱＲＴ
－ＰＣＲ 检测 ４／

７ 的转录水平 。

Ｎ ｏ ｔｅ ｓ ：

（
Ａ

） 
Ｔｈｅ ｌ ｅｖｅ ｌｏｆ ｃ

－Ａ ｉｆｌ ｉｎ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ｗａ ｓｄｅ ｔｅ ｃ ｔｅ ｄｂｙＱＲＴ

－ＰＣＲ
，ａｎｄ ｔｈ ｅｓａｍｅａｍｏｕｎｔ ｏ ｆ

ＤＭＳＯｗａｓａｄｄ ｅｄａ ｓｎ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 ．

（
Ｂ

）
Ｔｈ ｅｃ －Ａ ｉｆｌ ｌ ｅｖ ｅ ｌ ｉ ｎｆａｔｂｏｄｙ 

ｗａｓｄｅ ｔｅ ｃ ｔｅ ｄｂｙＱＲＴ
－ＰＣ Ｒ

ａ ｆｔｅ ｒ３ｈ
，６ｈ

， １ ２ｈ
，
２４ｈｓｔ ｉｍ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２ ０Ｅ

（
５ ００ｎｇ

／ ｌａｒｖａ
） ，ａｎ ｄ ｔｈ ｅｓ ａｍ ｅａｍｏｕｎ ｔｏ ｆ ＤＭ ＳＯｗａｓ

ａｄｄｅｄａｓｎ ｅｇａｔ 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 ．（
Ｃ

）
Ａｌ 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ＸＯＢ Ｅｓｅｑ ｕｅｎｃ ｅ ｓ ｉ ｎＢ ．ｍｏｒｉＢｒ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Ｈ．

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Ａ ｉｆｌ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ｓ ．

（
Ｄ

）ＱＲＴ
－ＰＣＲａ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ｏ ｆ ｔｈ ｅｔｒａｎ ｓ ｃ ｒ ｉ

ｐｔ ｌｅｖ ｅ ｌ ｓｏ ｆ Ａ ｉｆｌａｆｔｅ ｒｋｎｏ ｃ ｋｄｏｗｎ

Ｆｏｘｏ ．

为 了进
一

步研究 ＦＯＸＯ 对 Ａ ＩＦ ｌ 的转录调控 ， 构建 了含有 ＦＯＸＯ 结合位点

的 ｐ々／７
－Ｌｕ ｃ ｉ ｆｅ ｒａ ｓｅ －ＧＦＰ －Ｈ ｉ ｓ报告质粒 （ ／

＾
ｉ／
７

－ＬＵＣ Ｉ
－ＧＦＰ －Ｈ ｉ ｓ

）
（ 图２

－

１ ５Ａ ） ， Ｗｅ ｓｔｅｒｎ

ｂ ｌ ｏｔｔ ｉｎｇ 实验显示 ， 当报告质粒与 Ｒ Ｆ Ｐ －Ｈ ｉ ｓ 共转染至表皮细胞系后 ， 芦＾
＿

／
７ －ＬＵＣ Ｉ

－

Ｇ ＦＰ －Ｈ ｉ ｓ 有少量表达 ， 推测其有基础转录活性 ， 且叠加 ２０Ｅ 诱导后表达量上升 。

与 ＦＯＸＯ －Ｒ ＦＰ －Ｈ ｉ ｓ 过表达质粒共转染后 ， 并叠加 ２０Ｅ 诱导 ， 可显著上调 ＬＵ Ｃ Ｉ
－

Ｇ ＦＰ －Ｈ ｉ ｓ 的表达 （ 图 ２ －

１ ５Ｂ ） ， Ｌｕｃ ｉ ｆｅａ ｓｅ 实验显示 ＦＯＸＯ 可显著诱导增强 Ａ １ Ｆ １ 的

转录活性 （ 图 ２ －

１ ５Ｃ ） 。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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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ｌ ｕｃ ｉ ｆｅ ｒａｓｅ Ｒ Ｆ Ｐ Ｂ

＾＾
．
Ｈ ｉｓ ｔａｇＨ ｉ ｓ ｔａｇ

＾？

＾ ｃ

｜
２ －＾ ｂ

ｐ／＼ ／？ ４＿ＵＣ Ｉ

－ＧＦＰ －Ｈ ｉ ｓ

）ＦＯＸＯ －Ｒ ＦＰ －Ｈ ｉ Ｓ

｜Ｊ ａ占

ｖ＞Ｊｉ

１
＇

＾４

ＦＯＸＯ
－ ＊〇 ｌ—

－
￣￣

＇

—￣
＇

￣￣

■

—

Ｔｈｅ ５
ｆ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ｓｅｑ 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ｉｆｌ Ｒ Ｆ Ｐ － Ｈ ｉ ｓ
－－＋＋

—ＴＴＣＴＴＴＡＣ －＾ＴＧ ＦＯＸＯ －Ｒ Ｆ Ｐ －Ｈ ｉ ｓ＋． ．
－

＊ ｉ ｐ＾ ／ｙ ｔ
－ＬＵ Ｃ Ｉ

－Ｒ Ｆ Ｐ －Ｈ ｉ ｓ＋＋＋＋

－２ ２７６－

２２ ６９ ＤＭＳＯ＋－

＋
？

Ｃ

？
２。

「
Ｃ

 ４３
－

Ｅ＊ ＋
＇＋

ｃｏ
＇

 １ ５
－

 ｂ ３４
＿



ＲＦ Ｐ － Ｈ ｉ ｓ

ｌ ｉ １ ０

－

半
２６
＿

．——

？
？ １ ０ ａ＾ １ ３ ０

－

？

Ｅ３ｃ

＇

Ｔ ａ ９ ５
－－

ＦＯＸＯ －ＲＦ Ｐ － Ｈ ｉ ｓ

ｉ＾５

 －

￣

±
＂

 ７２
－

＞ｉＬ
－ １

 １ ３ ０
－

０ １￣

？










＇

—

 ９５
－—— 

－

ＬＵＣ Ｉ

－Ｇ ＦＰ － Ｈ ｉ ｓ

Ｒ ＦＰ －Ｈ ｉ ｓ
－－＋＋ ７２

－

ＦＯＸＯ － Ｒ Ｆ Ｐ －Ｈ ｉ ｓ＋＋．－

 ５５
＿￣

＿

ｐＡ ／ｆ ｌ

－ＬＵ Ｃ Ｉ

－ Ｒ ＦＰ －Ｈ ｉ ｓ＋＋＋＋ ４３—


＂－

ＡＣＴＢ

ｐＲＬ
－ＴＫ＋＋＋＋ ３４

—＿＊

ＤＭＳＯ＋－＋
－

２ ０ Ｅ？＋－＋

图 ２ －

１ ５ＦＯＸＯ 诱导并增强了ｄ
ｉ／
７５

’

上游序列的转录活性

Ｆ ｉ

ｇ
．２

－

１ ５ＦＯＸＯ ｉｎｄｕｃ ｅ ｓａｎｄｅ ｎｈａｎ ｃｅ 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ｃ ｒ ｉ

ｐｔ ｉｏｎａ ｌ ａｃ ｔ ｉ ｖ ｉ ｔ
ｙ
ｏｆ ｄ

｛
／７５

＇

ｕｐｓ ｔｒｅａｍ

注 ？

？

（
Ａ

） Ｗ ｉ／
７
－ＬＵＣ Ｉ

－ＧＦＰ －Ｈ ｉ ｓ 和 ＦＯＸＯ －ＲＦＰ －Ｈ ｉ ｓ 的质粒图谱 ， 在质粒图 下方显示 ４／
７５

＇

上游序列 中 ＦＯＸＯＢ Ｅ 的位置 。
（
Ｂ

）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 ｂ ｌｏｔ 检测 ＬＵＣ Ｉ

－ＧＦＰ －Ｈ ｉ ｓ 的表达 ， 并用 Ｉｍａ
ｇ
ｅ Ｊ 进

行统计分析 。
（
Ｃ

）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测定转录活性 。

Ｎｏ ｔｅｓ ：（
Ａ

）Ｐ ｌａ ｓｍ ｉｄｍａｐ ｓｏｆ
ｐＡ ｉｆｌ

－ＵＪＣ ＼
－ＧＹ？ａｎｄＦＯＸＯ －ＲＦＲＴｈｅｐ ｏ ｓ ｉ ｔ ｉｏｎｏｆＦＯＸＯＢＥ

ｃ ｏｎｔａ ｉ ｎｅｄ ｉｎｔｈｅＡ ｉｆｌ５
＊

ｕｐ ｓ ｔｒｅａｍｓ ｅｑ ｕｅｎｃ ｅ
 ｉ ｓｓｈｏｗｎｂ ｅ ｌｏｗｔｈｅ

ｐ
ｌ ａ ｓｍ ｉ ｄｍａｐ ｓ ．（

Ｂ
）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

ｄｅ ｔｅ ｃ ｔ ｉｏｎ ｏ ｆ ＬＵＣ Ｉ

－ＧＦＰ －Ｈ ｉ ｓ 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Ｊ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ａ ｌ ａ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 ．

（
Ｃ

）
Ｔｒａｎ ｓ ｃ ｒ ｉ

ｐ ｔ ｉｏｎａ ｌ ａ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ｗａ ｓｍｅ ａｓ ｕ ｒｅｄｂ
ｙ 
ｄｕａ ｌ

－

ｌｕ ｃ ｉ ｆｅ ｒａｓｅｒｅ
ｐ
ｏ ｒｔｅ ｒ ａ ｓ ｓａｙ

．

２ ． ５ 讨论

线粒体稳态是维持生物体正常活动的基础 。 调控线粒体稳态的 因素众多 ， 本

文发现 Ａ １ Ｆ １ 对于维持线粒体稳态 、 抑制线粒体 自 噬具有关键作用 。 类固醇激素

２ ０Ｅ 通过转录水平上调 Ａ Ｉ Ｆ 的表达 ， 同 时诱导 Ａ Ｉ Ｆ １ 裂解和核移位 ，

一

方面破坏

ｊ

＂

ａ ｉ ｆ ｉ 在线粒体 中 的功能 ， 导致线粒体稳态的破坏和线粒体 自 ｎＳ ， 同时 ， 促进

ｃ
－Ａ Ｉ Ｆ ｌ 进入细胞核 ， 促进脂肪体细胞凋亡 ， 因此 ， 类固醇激素 ２ ０Ｅ 通过调控 Ａ Ｉ Ｆ

同时促进 了 自 噬和凋亡 。

２ ． ５ ． １ＡＩＦ 的双功能及调控

Ａ Ｉ Ｆ 线粒体 中 的功能缺失会导致氧化磷酸化无法正常进行 。 小 鼠 中 Ａ Ｉ Ｆ 的缺

失导致复合体 １ 数量明显减少 。 在
一

些细胞或组织 中 ， 也检测到复合物 １ １ 丨 和 ＩＶ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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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障碍 ［
６

］
， 人类中 ＡＩＦ 是稳定氧化还原酶 ＣＨＣＨＤ４ 的线粒体膜间隙输入和

组装功能必不可缺的 ［
１ ４

，
１ ５

］
。 同样 ，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 Ａ ＩＦ 的缺失会导致棉铃虫

血淋巴中 ＡＴＰ 水平的下降 ， 说明线粒体中 电子传递链受阻从而无法进行能量合

成 。 线粒体是能量合成的主要场所 ， 由于电子传递链产生活性氧使线粒体不断受

到氧化应激的挑战 ， 最终可能导致线粒体结构和功能失活 ［
６ １

］
。 线粒体 自 噬是指

自 噬系统将受损的线粒体运送到溶酶体进行降解 ， 最终维持多种细胞类型的线粒

体的数量和活性
［
６３

］
。 在本文中 ， 我们阐 明 了全长 Ａ ＩＦ 的缺失导致线粒体功能障

碍最终导致线粒体 自 噬 ， 丰富 了线粒体 自 噬的发生机制 。 以往的研宄表明 ， Ａ ＩＦ

在细胞质 中激活脂质转移酶 ， 使细胞膜中 的磷脂酰丝氨酸暴露 ， 释放早期凋亡信

号 ， 并入核招募核酸 内切酶导致细胞凋亡 。 我们 的研宄发现 ， 除 了入核外 ， Ａ ＩＦ

由于在线粒体中 的功能缺失导致线粒体 自 噬 ， 这种 自 噬最终诱导 ＣＡＳＰ３ 活化和

凋亡发生 ， 可能因为线粒体损伤引起的线粒体 自 噬导致细胞难 以存活 。

以往的研宄中也发现 Ａ ＩＦ 的完全缺失有致命性 ， 检测 Ａ ＩＦ 缺失小 鼠发现其

氧化还原酶活性和促凋亡功能均丧失 ， 而这种致命性是 由于凋亡的缺乏还是线粒

体功能的改变还尚不清楚 ， 我们对棉铃虫不同龄期的干扰实验表明 ， 无论是敲降

维持能量合成的 ｆ－ＡＩＦ ｌ 还是促凋亡的 ｃ－Ａ ＩＦ ｌ ， 都会导致棉铃虫发育异常或死亡 。

这表明在昆虫发育中 ， ＡＩＦ 的双功能缺
一

不可 ， 缺失 ｆ
－ＡＩＦ ｌ 导致线粒体 自 噬和能

量不足 ， 而缺失 ｃ
－ＡＩＦ ｌ 导致凋亡受阻 ， 成虫发育没有能量物质供给 。 此外 ， 本

研宄发现 ｆ－ＡＩＦ 抑制 自嚼 ， 而 ２０Ｅ 促进 Ａ ＩＦ 表达的同时促进 了ＡＩＦ 裂解 ， 因此 ，

２０Ｅ 通过 Ａ ＩＦ 同时促进 了 自 噬和凋亡的发生 。

２ ．５ ．２ＡＢＦ 的转录调控

已知 ， ＡＩＦ 的转录水平可以受到多种因素调节 。 有研宄表明 ， 缺氧诱导因子

（
Ｈ
ｙｐｏｘ ｉａ

－

ｉｎｄｕｃ ｉｂ 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１
，
ＨＩＦ－

ｉ ｙ
＾Ｔ以通过直接结合 ＡＩＦ 启动子中 的缺氧反应兀

件在转录上抑制 Ａ ＩＦ 的表达 ， ＡＩＦ 的下调有助于缺氧诱导的上皮细胞－间充质转

化（
Ｅｐ ｉｔｈｅ ｌ ｉａｌ

－ｍｅ ｓｅｎｃｈｙｍａ ｌ ｔｒａｎｓ ｉｔｉｏｎ
，
ＥＭＴ

）［
１ ２２

］
， ＥＭＴ在生理上与胚胎着床 、 胚

胎发生和器官发育相关 ， 是诱导肿瘤侵袭和转移的中心机制之
一

［
１ ２３

］
。 缺氧导致

Ａ ＩＦ 下调导致 ＰＴＥＮ 失活 ， ＡＫＴ 激酶活化 ， 促进肿瘤发生 ［
１ ２４

］
。 本研究发现类

固醇激素 ２０Ｅ 通过 ＦＯＸＯ 促进 ＡＩＦ １ 的表达 ， 并通过 ＡＩＦ １ 的片段化和入核整合

了脂肪体的 自 噬和凋亡 ， 为研宄类固醇激素对线粒体的作用及机制提供了参考 。

２ ．５ ．３ＡＩＦ 诱导的雜体自噬与凋亡

已有研宄表明 自 噬可 以转向凋亡 ， 在棉铃虫中 已发现 ２０Ｅ 通过使细胞中 Ｃａ
２＋

浓度增加从而裂解 ＡＴＧ５
［
９９

］
， 且 自噬触发组织蛋 白酶 Ｄ 成熟 ， 诱导中肠细胞内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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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Ｐ３ 裂解使中肠 由 自 噬转向细胞凋亡 ［
１ ００

］
。 本研宄发现 ， 在 自噬和凋亡过程

中 ， Ａ ＩＦ １ 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不同于 自 噬向凋亡的转变 ， 在脂肪体中 ， 由于 ２０Ｅ 使

Ａ ＩＦ １ 的核易位 ， 导致细胞线粒体 自 噬和凋亡同时发生 。 研宄表明 昆虫中细胞的

凋亡可能是由选择性 自 噬引 起的 ［
１ ２５

］
。 在果蝇中肠中 ， 阻止依赖 自 噬的细胞死亡

会导致线粒体的积累 ， 这表 明线粒体在大量清除细胞质物质 中起着重要作用

［
１ ２６

］
， 但线粒体 自噬是否是导致 ＣＡＳＰ３ 依赖的凋亡的原因还需要进

一

步研宄 。

线粒体和凋亡本身就有密切联系 ， 在 ＣＡＳＰ 诱导的 内源性凋亡中 ， 细胞色素

Ｃ 从线粒体释放 ， 激活凋亡蛋 白酶激活因子 １（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

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

１
，
Ａ
ｐａ

ｆ－ ｌ ） 并触发 ＣＡＳＰ 级联 ［
１ ２７

］
。 虽然 ＡＩＦ 参与的凋亡被称为不依赖 ＣＡＳＰ

的凋亡 ， 但两者在生物体中有着密切的联系 。 线粒体可以释放凋亡相关因子 ＨｔｒＡ

丝氨酸肽酶 ２
［
１ ２８

］
，其主要通过结合和抑制凋亡抑制蛋 白 （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ｒ 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ＡＰ
） 家族成员促进 ＣＡＳＰ 的激活

［
１ ２９

］
， ＡＩＦ 也从线粒体中被释放 。 在胚状体空

化过程中 ， 中心的细胞通过凋亡消失 ， 这
一

过程通常与 ＣＡＳＰ３ 激活有关 ， 但研

宄表明 ， 在存在 ＣＡＳＰ３ 抑制剂或 Ａｐａｆ
－

１ 或 ＣＡＳＰ９ 缺陷的细胞中 ， ＡＩＦ 的核移

位和细胞凋亡亡仍然可以进行 ［
１ ３０

］
。 这说明 ＡＩＦ 诱导的凋亡与 ＣＡＳＰ 诱导的凋

亡同时参与 了凋亡过程 。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 ， 在 昆虫的变态期干扰 ＡＩＦ 后 ， 凋亡

水平显著下降 ， 但依然能够检测到少量的凋亡信号 ， 这表明 了脂肪体的凋亡是 由

ＡＩＦ 和 ＣＡＳＰ 共同参与的 ， 且都是 由 ２０Ｅ 调控 。 ＣＡＳＰ 和 ＡＩＦ 均被 ＦＯＸＯ 转录上

调表达 ， 说明 ＦＯＸＯ 作为两种凋亡途径共同 的上游转录因子发挥作用 。

２ ．６ 结论

１ ． 取食期 ｆ－Ａ ＩＦ ｌ 定位在线粒体中 ， 参与能量合成 ， 维持线粒体稳定 ， 抑制

自 噬和凋亡 。 ２ ． 变态期 ２０Ｅ 滴度增加 ， ２０Ｅ 除 了通过活化 ＣＡＳＰ３ 引起凋亡外 ，

还通过转录因子 ＦＯＸＯ 促进 ｆ－ＡＩＦ ｌ 表达 ， 并使 ｆ－ＡＩＦ 裂解为 ｃ －ＡＩＦ ， 离开线粒

体 ， 导致线粒体损伤失稳 ， 发生线粒体 自 噬 ， ＡＴＰ 不足 ， ｃ －Ａ ＩＦ 入核 ， 同时诱发

凋亡 （图 ２－

１ ６
）
。

本文通过阐 明类固醇激素 ２０Ｅ 促进 Ａ／ｉ 转录并使 ＡＩＦ 片段化引起线粒体 自

噬和细胞凋亡的机制 ， 为研宄 自噬凋亡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 但依赖 ＣＡＳＰ 与依

赖 Ａ ＩＦ 的凋亡之间的关系 ， 还需要进
一

步研宄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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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ｎ ｕ ｃ ｌ ｅ ｕ ｓ ｎ ｕ ｃ ｌ ｅ ｕ ｓ ｇａ ｓｐ ｓ

Ｄｆｏｘｏｂｅ

Ａ ｉ ｆ ｌ Ｃ
－ＣＡＳ Ｐ３

、 ，
Ｘ＞＜ｔ

＾＾０
Ｘ——＾ Ａ ｐｏ ｐ ｔ ｏ ｓ ｉ ｓ

？ Ａ Ｉ
Ｆ １

 ＾２ＰＰ
＇
＇

Ｓ

＼ 个八

餐 二 ｇ ｙ工一
Ａ Ｄ ＰＡＴＰ Ａｐ ｏ ｐ

ｔ ｏ ｓ ｉ ｓ

Ｆ ａ ｔｂｏ ｄｙ

ｆｅ ｅｄ ｉ ｎ ｇ
ｓ ｔ ａ ｇ ｅｍ ｅ ｔ ａｍ ｏ ｒｐ ｈ ｏ ｓ ｉ ｓ ｓ ｔａ

ｇ
ｅ

图 ２ －

１ ６２０Ｅ 促进 Ａ Ｉ Ｆ １ 切割 引 起线粒体 自噬和细胞凋亡

Ｆ ｉｇ ．２ －

１ ６２ ０Ｅ
ｐｒｏｍｏ ｔｅ ｓｃ ｌ ｅａｖ ａｇｅｏｆ Ａ Ｉ Ｆ １ｔｏｃ ａｕ ｓ ｅｍ ｉ 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注 ： 取食期 ｆ
－Ａ Ｉ Ｆ ｌ 定位在线粒体参与能量合成抑制 自噬和凋亡 ， 此时幼虫脂肪体紧密

排列并保持完整 ， 变态期 ２０Ｅ 使 ｆ－Ａ Ｉ Ｆ ｌ 裂解成 ｃ
－Ａ Ｉ Ｆ ｌ 入核 引 起脂肪体细胞的线粒体 自 噬和

凋亡 ， 脂肪体组织发生解离 。

Ｎ ｏｔｅｓ ： Ｉ ｎ ｔｈ ｅｆｅ ｅｄ 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 ｆ

－Ａ Ｉ Ｆ ｌ ｉ 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ｍ ｉ 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ｔｏ
ｐａｒｔ ｉ ｃ 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ｅｎｅ ｒｇｙ

ｓｙｎｔｈｅ ｓ ｉ ｓ

ａｎｄ 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ａ

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 Ｔｈｅ ｌ ａ ｒｖａ ｌ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ｃｅ ｌ ｌ ｓａ ｒｅ ｔ ｉｇｈｔ ｌ

ｙｐａｃ
ｋｅｄａｎｄｒｅｍ ａ ｉｎ ｉ ｎ ｔａｃ ｔ ．

Ｉ ｎｔｈｅｍｅ ｔａｍｏｒ
ｐ
ｈｏｓ ｉ ｓｓ ｔａｇｅ ．２ ０Ｅ

ｐ
ｒｏｍｏ ｔｅ ｓｆ

－Ａ Ｉ Ｆ ｌｄｅｃｏｍ
ｐ
ｏｓ ｅｄ ｉ ｎ ｔｏｃ

－Ａ Ｉ Ｆ ｌｅ ｎ ｔｅ ｒ ｉ ｎｇｎｕｃ
ｌｅｕｓ ， ｉ ｔ

ｉ ｎｄ ｕ ｃ ｅ ｓｍ ｉ ｔｏｐ
ｈ ａｇｙ

ａｎｄ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ｏ ｆ ｆａｔｂｏｄ
ｙ

ｃ ｅ ｌ ｌ ｓ
，
ａｎｄｔ ｈｅｔ ｉ ｓ ｓ ｕｅｄ ｉ ｓ ｓｏｃ ｉ ａ ｔｅｄ ．

３ ３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
１
］Ｓｅｖｒｉｏｕｋｏｖａ

， Ｉ ．Ｆ．Ｒｅｄｏｘ －

ｌ ｉ ｎｋｅｄｃｏｎ 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ｄｙｎａｍ ｉ ｃｓ ｉ ｎ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 ｎｇ
ｆａｃ ｔｏ ｒ

［
Ｊ
］

．ＪＭｏ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９

？
３ ９０

（
５
）

：９２４ －

９３ ８ ．

［
２

］Ｓｕ ｓ ｉ ｎ
，Ｓ ．Ａ ．

，
Ｌｏ ｒｎｚｏ

，
Ｈ ．Ｋ ．

，Ｚａｍ ｚａｍ ｉ
，Ｎ ．

，ｅｔａｌＭｏ ｌｅｃｕ ｌ ａ ｒｃｈａ 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 ａ ｌ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

ｉ ｎｄｕｃ ｉ ｎｇ
ｆａｃ ｔｏｒ

［
Ｊ
］

， Ｎ ａｔｕｒｅ
， １ ９９９

，
３ ９７

（
６７ １ ８

）
：４４ １ 

－４４６ ，

［
３

］Ｎｏｖｏ
，
Ｎ ．

，Ｆｅｒｒｅ ｉ ｒａ
，Ｐ．

，ａｎ ｄＭ ｅｄ ｉ ｎａ
，Ｍ ．Ｔｈｅ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ｆａｃ ｔｏｒｆａｍ ｉ ｌｙ ：

Ｍｏｏｎ ｌ ｉ ｇｈ ｔ ｉｎ ｇｐ
ｒｏｔｅ ｉｎ ｓ ｉ ｎｔｈ ｅｃ ｒｏｓｓｔａ ｌｋｂｅ ｔｗｅｅｎ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 ａａｎｄｎｕｃ ｌ ｅ ｉ

［
Ｊ
］

．

ＩＵＢＭＢＬｉ ｆｅ
，
２０２ ］

，

７３
（
３
）

：５６ ８
－

５ ８ １ ．

［
４

］Ｙｅ
５Ｈ ．

，Ｃａｎｄｅ
，Ｃ ．

，Ｓｔｅｐ ｈ ａｎｏｕ ，
Ｎ ．Ｃ ．

，ｅ ｔａｌＤＮＡｂ ｉｎｄ ｉｎｇｉ ｓｒｅｑｕ ｉ ｒｅｄｆｏ ｒ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ｇｅｎ ｉ ｃａ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ｉ 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
Ｊ
］

．ＮａｔＳｔｒｕｃｔ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２

，
９

（
９
）

：

６８０－６８４ ．

［
５

］Ｐａｒｒ ｉ ｓｈ
，Ｊ ．Ｚ ．

，ａｎ ｄＸｕｅ ，Ｄ ．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ａ ｌｇｅｎｏｍ ｉ ｃ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 ｃＤＮＡ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 ｉｏｎ ｉ ｎＣ ．ｅ ｌ ｅｇａｎ ｓ
ｆ
ｊ

］
．Ｍ ｏ ｌＣｅ ｌ ｌ

，
２００３

，１ １
（
４
）

：９８７ －９９６ ．

［
６

］Ｈａｎ
ｇｅｎ ，

Ｅ ．

，Ｂ ｌ ｏｍｇｒｅｎ ，Ｋ ．

，Ｂ ｅｎ ｉ ｔ
，
Ｐ．

，ｅ ｔａｌＬ ｉｆｅｗ ｉ ｔｈｏｒ ｗ 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ＩＦ
［
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Ｓｃ ｉ
？
２０ １ ０

，
３ ５

（
５
）

：２ ７ ８
－２８７ ．

［
７

］Ｍａｒｓｈａ ｌ ｌ
，Ｋ ．Ｒ ．

，Ｇｏｎ ｇ ，Ｍ ．

，Ｗｏｄｋｅ
，Ｌ ．

，ｅ ｔａｌＴｈｅｈｕｍ ａｎ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 ｎｇ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ＡＭ ＩＤ ｉ ｓａｎｏｘ ｉ ｄｏ ｒｅｄｕ ｃｔａ ｓｅｗ ｉ ｔｈａｍｏｄ ｉ ｆｉ ｅｄｆ ｌａｖ ｉｎｃｏ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ＤＮＡ

ｂ ｉ ｎｄ ｉｎｇ
ａ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 ｈ ｅｍ
，
２００５

，
２ ８０

（
３ ５

）
：３０７３ ５

－

３０７４０ ．

［
８

］Ｅ ｌ ｇｕ ｉｎｄｙ，
Ｍ ．Ｍ ．

， 
ａｎｄ Ｎａｋａｍ ａｒｕ

－Ｏｇ ｉ ｓｏ
， 
Ｅ ． 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
Ａ ＩＦ

） 
ａｎｄ

ｉ ｔｓｆａｍ ｉ ｌｙｍ ｅｍｂ ｅ ｒ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ＡＭ ＩＤ
，ａｒｅｒｏ ｔｅｎｏｎｅ

－

ｓｅｎ ｓ ｉ ｔ ｉｖｅＮＡＤＨ ：ｕｂ ｉ

ｑ
ｕ ｉｎｏｎｅ

ｏｘ ｉ ｄｏ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ｓ
（
ＮＤＨ－２

） ［
Ｊ

］
．ＪＢ ｉ ｏ ｌＣ ｈｅｍ

？
２０ １ ５

，
２９０

（
３４

）
：２０８ １ ５

－２０ ８２６ ．

［
９
］Ｇｏｎｇ ，

Ｍ ．

，
Ｈａｙ，

Ｓ ．

？
Ｍ ａｒｓｈａｌ ｌ

，
Ｋ ． Ｒ ．

，ｅ ｔａｌ ．ＤＮＡ ｂ ｉｎｄ ｉｎｇ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 ｓｈｕｍａｎ Ａ ＩＦ －

Ｍ２ａｃｔ ｉｖ ｉ 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 ｄｅ ｓａｃｏｎｎｅｃ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ｄｏｘｃｈｅｍ ｉ ｓｔｒｙ，ｒｅａｃｔ 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 ｉ ｅｓ
，
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Ｊ
］

．ＪＢ ｉ ｏ ｌＣｈ ｅｍ
，
２００７

？
２ ８２

（
４ １

）
：３ ０３ ３ １

－３０３４０ ．

［
１ ０

］Ｘ ｉ ｅ
，Ｑ ．

，Ｌ ｉｎ
，
Ｔ ．

？
Ｚｈ ａｎｇ ，

Ｙ．

，ｅ ｔａｌ ．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ｃ ｌｏｎ ｉｎｇ
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ａ

ｈｕｍ ａｎＡ Ｉ Ｆ－

ｌ ｉｋｅ
ｇｅｎｅｗ ｉ ｔｈ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ｈｅｍ
，２００５ ，

２８０
（
２０

）
：１ ９６７３

－

１ ９６８ １ ．

［
１ １

］Ｓｅｖ ｒ ｉｏｕｋｏｖａ
，Ｉ ．Ｆ．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ｔｒｕ ｃｔｕｒｅ

，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ｄｏｘ

ｒｅｇ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
Ｊ
］

． Ａｎ ｔ ｉｏｘ ｉ ｄＲｅｄｏｘＳ ｉｇｎａ ｌ
，
２０ １ １

，１ ４
（

１ ２
）

：２５４ ５ －２５７９ ．

［
１ ２

］Ｓｅｖｒ ｉｏｕｋｏｖａ
，Ｉ ．Ｆ．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ｓ ｉｎＡＩＦＭ １ｖａｒ ｉ ａｎ ｔｓ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

ｗ ｉ ｔｈ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 ｖｅｄ ｉ ｓｏｒｄｅｒｓ卩 ］
． ＪＭｏ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６
，
４２８

（
１ ８

）
：３ ６５ ０

－

３ ６６５ ．

［
１ ３

］Ｔｒｏｕ ｌ ｉｎａｋ ｉ
，Ｋ ．

，Ｂ ｉｉ ｔｔｎｅｒ
，Ｓ ．

，Ｍａｒｓａ ｌＣ ｏｔｓ
？Ａ ．

，ｅ ｔａｌ．ＷＡＨ－

ｌ ／Ａ ＩＦ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ｓ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 ｏｘｉｄａｔ ｉｖｅ
ｐｈｏ ｓｐ

ｈｏｒｙｌ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
Ｊ
］

， Ｃｅ ｌ ｌ ＤｅａｔｈＤ ｉｓｃｏｖ
５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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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８
，
４

（
２

）
：１

－９ ．

［
１ ４

］Ｍｅｙｅｒ，Ｋ ．

，Ｂｕｅｔｔｎｅｒ
，Ｓ ．

，Ｇｈｅｚｚ ｉ
，Ｄ ．

，ｅ ｔａｌ ．Ｌｏｓｓ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 ｃ ｉ ｎｇ
ｆａｃｔｏ ｒ

ｃｒｉ ｔ ｉｃａ ｌ 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Ｍ ＩＡ４０ｆｔｍ ｃｔ ｉｏｎ

［
Ｊ
］

．Ｃ 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Ｄ ｉ ｓ
，
２０ １ ５

，
６

（
７
）

：ｅ ｌ８ １ ４ ．

［
１ ５

］Ｈａｎｇｅｎ ，Ｅ ．

，Ｆｅ ｒａｕｄ
，Ｏ ．

，Ｌａｃｈｋａｒ，Ｓ ．

，ｅ ｔａｌ Ｉｎ ｔｅ ｒａｃ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 Ｉ Ｆａｎｄ

ＣＨＣＨＤ４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 ｓｒｅｓｐ ｉ ｒａｔｏｒｙｃｈ ａ ｉ ｎｂ ｉｏｇｅ
ｎｅ ｓ ｉ ｓ

［
Ｊ
］

．Ｍｏ ｌＣｅ ｌ ｌ ．２０ １ ５
，５ ８ （

６
）

：

１ ００Ｍ ０ １ ４ ．

［
１ ６

］Ｈｅｒｒｍ ａｎｎ
，
Ｊ ．Ｍ ．

，ａｎｄＲ ｉｅｍ ｅ ｒ
，
Ｊ ．Ｔｈｅ ｉ ｎ ｔｅｒｍ ｅｍ ｂｒａｎｅｓｐａｃｅｏｆ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
Ｊ
］

．

Ａｎｔ ｉｏｘ ｉｄｒｅｄｏｘｓ ｉｇｎａ ｌ
，
２０ １ ０

，１ ３
（
９

）
：１ ３４ １

－

１ ３ ５ ８ ．

［
１ ７

］Ｍｏｄ
ｊ
ｔａｈ ｅｄ ｉ

，Ｎ ．

？Ｔｏｋａｔ ｌ ｉｄｉ ｓ
，Ｋ．

，Ｄ ｅ ｓｓｅｎ
，Ｐ．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ｓ

ｃｏｎｔａ ｉｎ ｉｎｇＣｏ ｉ ｌｅｄ －Ｃｏ ｉ ｌ

－Ｈｅ ｌ ｉｘ－Ｃｏ ｉ ｌ ｅｄ －Ｃｏ ｉ ｌ

－Ｈｅ ｌ ｉｘ（
ＣＨＣＨ

）ｄｏｍ ａ ｉｎｓ ｉｎｈｅａｌ ｔｈ

ａｎｄｄ ｉ ｓｅａｓｅ
［
Ｊ
］

．ＴｒｅｎｄｓＢ ｉｏｃｈｅｍＳｃ ｉ
，
２０ １ ６

，
４ １

（
３
）

： ２４ ５ －２６０ ．

［
１ ８

］Ｄ ｉｃｋｓｏｎ
－Ｍｕｒｒａｙ，

Ｅ ．

，
Ｎｅｄａｒａ

，
Ｋ．

？
Ｍｏｄ

ｊ
ｔａｈｅｄ ｉ

，Ｎ ．

，ｅ ｔａＬＴｈｅＭ ｉ ａ４０／ＣＨＣＨＤ４

ｏｘ ｉｄａｔ ｉｖｅｆｏ ｌｄ 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ｄｏｘ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

ｉ ｎｔｈｅ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 ａ 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ｐａｃｅ ［
Ｊ
］

． Ａｎｔ ｉｏｘ ｉ ｄａｎｔｓ
（
Ｂａ ｓｅ ｌ

）
．２０２ １

， １ ０
（
４

）
： ５９２

［
１ ９

］Ｒ ｉｎａ ｌｄ ｉ
，Ｃ ．

，Ｇｒｕｎｓｅ ｉｃｈ
，Ｃ ．

，Ｓｅｖｒ ｉ ｏｕｋｏｖａ
，Ｉ ．Ｆ ．

．ｅ ｉａｌ ．Ｃｏｗｃｈｏｃｋｓｙｎｄ ｒｏｍ 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ｍｕｔ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 ｎｇ
ｆａｃｔｏ ｒ卩 ］

． ＡｍＪＨｕｍＧｅｎｅｔ
，

２０ １ ２
，
９ １

（
６
）

：１ ０９５ －

１ １ ０２ ．

［
２０

］Ｂｅｒｇｅｒ，Ｉ ．

，Ｂｅｎ －Ｎｅｒ ｉａｈ
，Ｚ ．

３Ｄｏｒ－Ｗｏ ｌｍ ａｎ
，Ｔ．

，ｅ ｔａｌ ．Ｅａｒ ｌｙｐ
ｒｅｎａｔａ ｌ

ｖｅｎｔｒｉ ｃｕ ｌｏｍｅｇａ ｌｙ
ｄｕｅｔｏａｎＡ ＩＦＭ １ｍ ｕｔａ ｔ ｉｏｎ ｉｄ ｅｎｔ ｉｆｉ ｅｄｂｙ

ｌ 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ａｎｄ

ｗｈｏ ｌｅｅｘｏｍｅｓｅｑｕ
ｅｎｃｉｎｇ＾ ］

． Ｍｏ ｌＧｅｎ ｅ ｔＭ ｅｔａｂ
，
２０ １ １

， １ ０４
（
４

）
：５ １ ７ －５ ２０ ．

［
２ １

］Ｇｈｅｚｚｉ
，
Ｄ ．

５
Ｓｅｖｒ ｉｏｕｋｏｖａ

，
Ｉ ．

，
Ｉｎｖｅｍ ｉｚｚ ｉ

，
Ｒ

，ｅ ｔａＬＳｅｖｅｒｅＸ －

Ｉ ｉｎｋｅｄ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

ｅｎｃｅｐ
ｈａ ｌ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 ｗ ｉｔｈａｍ ｕｔａｔ ｉｏｎ ｉ ｎ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
Ｊ
］

．

ＡｍＪＨｕｍＧｅｎｅｔ
，
２０ １ ０

，８６ （
４
）

：６３９
－

６４９ ．

［
２２

］Ｃｈｅｕｎｇ，
Ｅ ．Ｃ ，Ｃ ．

，
Ｊｏｚａ

，
Ｎ ．

，
Ｓｔｅｅｎａａｒｔ

，
Ｎ ． Ａ ．Ｅ ．

，ｅ ｔａｌ ．Ｄ ｉ ｓｓｏｃ ｉ ａｔ ｉ ｎｇ
ｔｈｅｄｕａ ｌｒｏ ｌ ｅｓ

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ｍａ ｉｎｔａ ｉｎ ｉ ｎｇｍ ｉ ｔｏｃｈ ｏｎｄ ｒ ｉ ａ 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Ｊ
］

．ＥＭＢＯ Ｊ
？
２００６

，
２５

（
１ ７

）
：４０６ １

－４０７３ ．

［
２３

］Ｋ ｌ ｅ ｉｎ
，
Ｊ ． Ａ ．

，
Ｌｏｎｇｏ

－Ｇｕｅｓｓ
，
Ｃ ．Ｍ．

，
Ｒｏｓｓｍ ａｎ ｎ

，
Ｍ ．Ｐ．

，ｅ ｔａｌ ．Ｔｈ ｅｈａ ｒ ｌｅ
ｑ
ｕ ｉ ｎｍｏｕ ｓｅ

ｍｕ ｔａｔ ｉｏｎｄｏｗｎ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 ｎｇ 

ｆａ ｃ ｔｏｒ
［
Ｊ
］

． Ｎ ａ ｔｕ ｒｅ
，
２００２

，
４ １ ９

（
６９０ ５

）
：

３ ６７
－

３ ７４ ．

［
２４

］Ａｒｍａｎｄ
，
Ａ ．

－Ｓ ．

，
Ｌａｚ ｉｚ

， Ｉ ．

，
Ｄ

ｊ
ｅｇｈ ｌｏｕ ｌ

，
Ｄ ．

，

ｅ ｔａｌ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 ｎｄｕｃ ｉ ｎｇｆａｃ ｔｏｒ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ｓｓｋｅ ｌ ｅｔａ ｌｍｕｓｃ ｌｅｐｒｏｇｅｎ ｉｔｏｒｃ ｅ ｌ ｌｎｕｍ ｂｅｒａｎｄｍ ｕ ｓｃ ｌ 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
Ｊ
］

．

ＰＬｏＳＯｎｅ
，
２０ １ １

，
６

（
１ １

）
：ｅ２７２８３ ．

［
２５

］Ｊｏｚａ
，Ｎ ．

，Ｏｕｄ ｉ ｔ
，Ｇ ．Ｙ．

，Ｂｒｏｗｎ
，Ｄ．

，ｅ ｔａｌＭｕ ｓｃ ｌ ｅ
－

ｓｐｅｃ ｉ ｆｉ ｃ ｌ ｏｓｓｏ ｆ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ａｄｓ ｔｏ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ｄｙｓ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ｓｋｅ ｌ ｅ ｔａ ｌｍ ｕ ｓｃ ｌｅａｔｒｏｐ
ｈｙ，

ａｎｄ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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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ｉ ｌ ａｔｅｄｃ ａ ｒｄ 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
Ｊ
］

．Ｍ ｏ ｌ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 ５

，
２５

（
２３

）
： １ ０２６ １

－

１ ０２７２ ．

［
２６

］Ｂａｎ ｅｒ
ｊ
ｅｅ ，Ｈ ．

，
Ｄａｓ

，
Ａ ．

，
Ｓｒ 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
Ｓ ．

，ｅ ｔａｌＡ ｒｏ ｌｅｆｏｒ 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

ｉ 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 ｔｏｒ

ｉ ｎＴｃｅ ｌ ｌｄｅｖｅ Ｉｏ
ｐｍ ｅｎｔ

［
Ｊ
］

．ＪＥｘｐ
Ｍ ｅｄ

，
２０ １ ２

，
２０９

（
９
）

：１ ６４ １
－

１ ６ ５ ３ ．

［
２７

］Ｐｏｓｐ ｉ ｓ ｉ ｌ ｉｋ
，Ｊ ．Ａ ．

，Ｋｎａｕｆ ，Ｃ ．

，Ｊｏｚａ ，
Ｎ ．

，ｅ ｔ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ｄ ｅ ｌ ｅｔ ｉ ｏｎｏｆ Ａ ＩＦｄ ｅｃ ｒｅａｓｅ ｓ

ｍ ｉ ｔｏｃ ｈｏｎ ｄ ｒ ｉ ａ ｌｏｘ ｉ ｄａｔ ｉ ｖｅｐ
ｈｏ ｓｐ

ｈ 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ｆｒｏｍｏｂｅｓ ｉ ｔｙａｎｄ

ｄ ｉａｂｅ ｔｅ ｓ
［
Ｊ
］

．Ｃｅ ｌ ｌ

，
２００７

， １ ３ １

（
３
）

： ４７６ －４９ １ ．

［
２８

］Ｖａｈ ｓｅｎ
，Ｃ ａｎｄｅ

， 
Ｃ ．

，
Ｂｒ ｉ ｅｒｅ ， Ｊ ．

－

Ｊ
ｖ
ｅ ｔ ａｌＡ ＩＦ ｄｅｆｉ ｃ ｉ ｅｎｃｙ 

ｃｏｍ ｐｒｏｍ ｉ ｓｅｓｏｘ ｉ ｄａｔ ｉ ｖｅ

ｐ
ｈｏ ｓｐ

ｈｏ ｒｙ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ｆ
Ｊ
］

．ＥＭＢＯＪ
，
２００４

，
２３

（
２３

）
： ４６７９

－４６８９ ．

［
２９

］Ｃａｎｄ ｅ ，Ｃ ．

，Ｃｅｃｃｏｎ ｉ
，
Ｆ．

，
Ｄｅ ｓｓｅｎ

，Ｐ．

，ｅ ｔａｌ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 ｃ ｉ ｎｇ
ｆａｃｔｏ ｒ

（
Ａ ＩＦ

）
：ｋｅｙ

ｔｏｔｈ ｅｃｏｎｓｅ ｒｖｅｄｃａｓｐ
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ｏｆ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

［
Ｊ
］

，ＪＣｅ ｌ ｌＳｃ ｉ
，

２００２
，

１ １ ５
（
Ｐｔ２４

）
：４７２７

－４７３４ ．

［
３ ０

］Ｋ ｌ ｅ ｉｎ
，Ｊ ．Ａ ．

，ａｎｄＡｃｋｅｒｍ ａｎ
，Ｓ ．Ｌ ．Ｏｘ ｉｄａｔ 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

，ｃｅ ｌ ｌｃｙｃ ｌ ｅ
，ａｎｄ

ｎ ｅｕ ｒｏｄｅｇｅｎ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
［
Ｊ
］

．ＪＣ ｌ ｉｎＩ ｎｖｅ ｓ ｔ
，
２００３

，１ １ １
（
６
）

：７８５ －７９３ ．

［
３ １

］Ｂａ ｉ

，Ｐ．Ｂ ｉｏ ｌ ｏｇｙｏｆＰｏ ｌｙ （
ＡＤＰ －Ｒ ｉｂｏｓｅ

）Ｐｏ ｌｙｍ ｅｒａｓｅ ｓ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ｔｕｍ ｓｏｆｃｅ ｌ ｌ

ｍ ａ ｉ ｎ ｔｅｎ ａｎｃｅ卩 ］
． Ｍｏ ｌＣ ｅ ｌ ｌ

，

２０ １ ５
，
５ ８

（
６
）

：９４７－

９ ５ ８ ．

［
３ ２

］Ｎ ｏ ｒｂｅｒｇ ，Ｅ ．

，Ｋａ ｒ ｌ ｓｓｏｎ
，Ｍ ．

，Ｋｏｒｅｎｏｖｓｋａ
，Ｏ ．

，ｅ ｔａｌ ．Ｃ ｒ ｉｔ ｉ ｃａ ｌｒｏ ｌ ｅｆｏ ｒ

ｈｙｐｅｒｐｏ ｌ ａｒ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
－

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ｄｃｙｃ ｌ ｉｃｎｕｃ ｌｅｏｔ ｉｄｅ
－

ｇａｔｅｄｃｈ ａｎｎｅ ｌ２ ｉｎｔｈ ｅＡ ＩＦ －

ｍ ｅｄ ｉ ａｔｅ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Ｊ
］

．ＥＭＢＯＪ
，
２０ １ ０

，
２９

（
２２

）
：３ ８６９

－３ ８７ ８ ．

［
３ ３

］Ｂ ｉｄｅｒｅ
，Ｎ ．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Ｈ ．Ｋ ．

？Ｃ ａｒｍ ｏｎａ
，Ｓ ．

，ｅ ｔａｌ ．Ｃａｔｈｅｐ ｓ ｉｎＤｔｒ ｉ ｇｇｅ ｒｓＢａｘ

ａｃ 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
ｒｅ ｓｕ ｌ ｔ ｉｎｇ

ｉｎｓｅ ｌ ｅｃｔ ｉｖｅ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
Ａ ＩＦ

） 
ｒｅ ｌｏ ｃａｔ ｉ ｏｎ ｉｎＴ

ｌｙｍ ｐ
ｈｏｃｙｔｅ ｓｅ ｎｔｅｒ ｉ ｎｇ 

ｔｈ ｅｅａ ｒ ｌｙ 

ｃｏｍｍ ｉｔｍ 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 ｔｏ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Ｊ
］

．ＪＢ ｉ ｏ ｌＣ ｈｅｍ
，

２００３
，
２ ７ ８

（
３ ３

）
：３ １ ４０ １

－

３ １ ４ １ １ ．

［
３４

］Ｙａｃｏｕｂ
，Ａ ．

，Ｐａｒｋ
，Ｍ．Ａ ．

，Ｈａｎｎａ
，Ｄ ．

，ｅ ｔａｌ．ＯＳＵ－０３ ０ １ ２ｐｒｏｍｏ ｔｅｓｃａｓｐ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
ｎｔｂｕｔＰＥＲＫ －

，ｃａｔｈｅｐｓ ｉｎＢ－

，Ｂ ＩＤ－

？ａｎｄＡ ＩＦ－ｄｅｐｅｎｄｅｎ ｔｋ ｉ ｌ ｌ ｉｎｇｏ ｆ

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 ｅｄｃｅ ｌ ｌ ｓ
ｆ
ｊ
］

．Ｍｏ 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

，
２００６

，
７０

（
２
）

：５ ８９
－

６０３ ．

［
３ ５

］Ｗａｎｇ ？Ｘ ．

，
Ｗａｎｇ ，Ｊ ．

，
Ｇｅｎｇｙｏ

－Ａｎｄｏ
，Ｋ．

，ｅ ｔａｌＣ ．ｅ ｌｅｇａｎｓ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ｌｆａｃｔｏ ｒ

ＷＡＨ －

１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ｓ

ｐｈｏ ｓｐｈ ａ ｔ ｉｄｙ ｌ ｓｅｒ ｉｎ ｅｅｘｔｅｍ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ｃｃｅ ｌ ｌ ｓｔｈ ｒｏｕｇｈ

ｐｈｏｓｐ
ｈｏ ｌ ｉｐ ｉ ｄｓｃ ｒａｍｂ ｌ ａｓｅＳＣＲＭ－

１
 ［
Ｊ
］

．Ｎａｔ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７

，
９
（
５
）

：５４ １ 

－

５４９ ．

［
３ ６

］Ｋ ｉｍ
，Ｊ ．

－Ｔ ．

，Ｋ ｉｍ
，Ｋ ．Ｄ ．

？Ｓｏｎ ｇ ，Ｅ ．Ｙ．

ｓｅｔａ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Ａ ＩＦ
）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ｓ
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ｓｙｎｔｈｅｓ ｉ ｓ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ｎｇ 

ｗ 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ｋａｒｙｏｔ ｉｃ ｔｒａｎ ｓ ｌ 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ｉ ｔ ｉ ａｔ 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３ｓｕｂｕｎ ｉ ｔ
ｐ４４（

ｅ ＩＦ３ ｇ） ［
Ｊ
］

．ＦＥＢＳ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６

，
５ ８０

（
２７

）
：６３ ７５ －６３ ８３ ．

［
３７

］Ｇｕｒｂｕｘａｎ ｉ
，Ｓ ．

，Ｓｃｈｍ ｉｔｔ
，Ｅ ．

，Ｃａｎｄｅ
？Ｃ ．

，ｅ ｔａｌ ．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 ｉｎ７０ｂ ｉｎｄ ｉｎｇ

ｉｎｈ ｉｂ ｉｔ ｓｔｈ ｅｎｕｃ ｌ ｅａｒ ｉｍｐｏｒｔ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 ｎｄｕｃ ｉ 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Ｊ ］
．Ｏｎ ｃｏｇｅｎｅ ，２００３ ，

２２
（
４３

）
：６６６９

－６６７ ８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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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８

］Ｄｅ ｌ ａｖａ ｌ ｌ ｅｅ
，Ｌ ．

，Ｃ ａｂｏｎ
，Ｌ ．

，Ｇａ ｌａｎ
－Ｍ ａ ｌｏ

，Ｐ．
ｆｅ ｔａｈＡ ＩＦ－ｍ ｅｄ ｉ ａｔｅｄｃａｓｐａ ｓｅ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ｎｅｃｒ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ａｎ ｅｗｃ ｈ ａｎｃ ｅｆｏ ｒｔａｒｇｅ ｔｅｄｔｈ ｅｒａｐｅｕ
ｔ ｉｃｓ

［
Ｊ
］

．ＩＵＢＭＢ

Ｌ ｉ ｆｅ
，
２０ １ １

，
６３

（
４
）

：２２ １
－２３ ２ ．

［
３ ９

］Ｗ ｉ ｓｓ ｉ ｎｇ ，Ｓ ．

，Ｌｕｄｏｖ ｉ ｃｏ
，Ｐ．

，Ｈｅ ｒｋｅｒ
，Ｅ ．

，ｅ ｔａＬＡｎＡ ＩＦｏｒｔｈｏ ｌｏｇｕｅ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ｉ ｎ
ｙｅａｓｔ ［

Ｊ
］

．ＪＣ ｅ ｌ ｌＢ ｉ ｏ ｌ
，
２００４ ， １ ６６

（
７

）
：９６９ －９７４ ．

［
４０

］Ｗａｎｇ， 
Ｘ ．

？ 
Ｙａｎｇ ， 

Ｃ ．

，
Ｃ ｈａ ｉ

， 
Ｊ ．

，ｅ ｔ ａｉＭｅｃ ｈａｎ ｉ ｓｍ ｓｏｆＡ ＩＦ－ｍ ｅｄ ｉ ａｔｅｄａｐｏｐ
ｔｏ ｔ ｉｃＤＮＡ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 ｉｏｎ ｉ ｎＣａｅｎｏｒｈａｂｄｉｔ ｉｓｅ ｌｅｇａｎｓ ［
Ｙ
＼

．Ｓｃ ｉ ｅｎ ｃｅ
，２００２ ，２９ ８ （

５ ５ ９８
）

：１ ５ ８７
－

１ ５９２ ．

［
４ １

］Ｚｈｕ
？Ｃ ．

，Ｗａｎｇ ，Ｘ ．

，Ｈｕ ａｎｇ ，Ｚ ｖｅ ｔａｉＡ 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ｆａｃｔｏ ｒ ｉ ｓａｍａ
ｊ
ｏｒ

ｃｏｎｔｒ ｉｂｕ ｔｏｒ ｔｏｎｅｕｒｏｎａ ｌ ｌｏｓｓ ｉｎｄｕｃ ｅｄｂｙ
ｎ ｅｏｎａ ｔａ ｌｃｅｒｅｂｒａ ｌｈｙｐｏ

ｘ ｉａ
－

ｉ ｓｃｈｅｍ ｉａ
［
Ｊ
］

．

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Ｄ ｉｆｆｅｒ
，
２００７

， １ ４
（
４

）
：７７５ －７８４ ．

［
４２

］Ｍ ｉｒａｍａｒ
，
Ｍ．Ｄ ．

３
Ｃｏｓｔａｎｔ ｉｎ ｉ

，
Ｐ．

，Ｒａｖａｇｎ ａｎ ．Ｌ ．

，ｅ ｔａｌＮＡＤＨｏｘ ｉｄａｓｅａｃｔ ｉｖ ｉ ｔｙ
ｏｆ

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ａｐｏｐｔｏ ｓ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
Ｊ
］

．ＪＢ ｉ ｏ ｌＣｈ ｅｍ
，２００ １

，２７６（
１ ９

）
：

１ ６３ ９ １
－

１ ６３ ９ ８ ．

［
４３

］Ｌｏｅｆｆｌ ｅｒ
，
Ｍ ．

５
Ｄａｕｇａｓ ，

Ｅ ．

，Ｓｕｓ ｉｎ
，Ｓ ．Ａ ．

，ｅ ｔｏｌ ．Ｄｏｍ ｉ ｎａｎｔ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ｉｎｄｕｃｔ ｉｏｎｂｙ

ｅｘｔｒａ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 ｌｙ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

ｉ ｎｄｕｃ ｉｎｇｆａｃｔｏ ｒ
［
Ｊ
］

，ＦＡＳＥＢＪ
，２００ １

？

１ ５
（
３
）

：７５ ８ －７６７ ．

［
４４

］Ｊｏｚａ
，
Ｎ．

５Ｇａ ｌ ｉｎｄｏ
，Ｋ．

，
Ｐｏｓｐ ｉ ｓ ｉ ｌ ｉｋ

，Ｊ ．Ａ ．

ｔｅ ｔａｌＴｈ ｅｍ ｏ ｌ ｅｃｕ ｌａｒ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ｇｙ
ｏｆ ａ

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ｄｅａｔｈｅ ｆｆｅｃｔｏ ｒ ：Ａ ＩＦ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
３
］

．Ｃ 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Ｄ ｉ ｉｆｅｒ
，２００８ ，

１ ５
（
６
）

：１ ００９ －

１ ０ １ ８ ．

［
４５

］Ｍ ｉｚｕ ｓｈ ｉｍ ａ
，
Ｎ．

，
ａｎｄＫｏｍ ａｔｓｕ

， 
Ｍ ．Ａ 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 ｒｅ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ｅ ｌ ｌ ｓａｎｄｔ ｉ ｓｓｕｅ ｓ
ｆ
Ｊ
］

．

Ｃｅ ｌ ｌ
，
２０ １ １

５１ ４７
（
４

）
：７２ ８

－７４ １ ．

［
４６

］Ｆ ｌｅｍ ｉｎｇ ，Ａ ．

５Ｂｏｕｒｄ ｅｎｘ
，Ｍ．

５Ｆｕｊ ｉｍ ａｋ ｉ
，Ｍ ．

，ｅ ｔａｌＴｈｅ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 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ｄ ｅ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 ｏｎ

［
Ｊ
］

．Ｎｅｕ ｒｏｎ
，２０２２ ，１ １ ０

（
６
）

：９３ ５
－

９６６ ．

［
４７

］Ｔｏｏｚｅ
，
Ｓ ． Ａ ．

，
ａｎｄ Ｙｏｓｈ ｉｍｏｒ ｉ

， 
Ｔ， Ｔｈ ｅｏｒ ｉ

ｇ
ｉ ｎｏ ｆ ｔｈ ｅ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ｏｓｏｍ ａ 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
Ｊ
］

．

Ｎａｔ 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０
，１ ２

（
９

）
：８ ３ １

－

８ ３ ５ ．

［
４８

］Ｈａ ｉ ｌｅｙ，
Ｄ ．Ｗ．

，
Ｒａｍｂｏ ｌｄ

， 
Ａ ．Ｓａ ｔｐｕ ｔｅ

－Ｋｒ ｉ ｓｈ ｎ ａｎ
，
Ｐ．

，ｅ ｔａｌ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 ａｓｕｐｐ ｌｙ

ｍ 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ｆｏｒ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ｏｓｏｍ ｅｂ ｉ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ｄｕｒ ｉ ｎ ｇｓｔａ ｒｖ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Ｃｅ ｌ ｌ
，２０ １ ０

，

１ ４ １
（
４
）

：６５６ －６６７ ．

［
４９

］Ｇｅ
，Ｌ ．

，ａｎｄＳｃｈｅｋｍａｎ
，Ｒ ．ＴｈｅＥＲ －Ｇｏ ｌ ｇ ｉ ｉ ｎ ｔｅｒｍ ｅｄ ｉ ａ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ｔｍ ｅｎｔｆｅｅｄｓｔｈｅ

ｐｈａｇｏｐｈｏｒｅｍ ｅｍｂｒａｎｅ卩 ］
． Ａｕ ｔｏｐ

ｈ ａ
ｇｙ，

２０ １ ４ ． １ ０
（

１

）
： １ ７０ －

１ ７２ ．

［
５０

］Ｓａｈｕ
，Ｒ ．

？Ｋａｕｓｈ ｉｋ
，Ｓ ．

？Ｃ ｌ ｅｍｅｎｔ ，Ｃ ．Ｃ ．

Ｔｅ ｔａｌＭ ｉ ｃ ｒｏａ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ｙｏｆｃｙｔｏｓｏ ｌ ｉ ｃ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ｓｂｙ

ｌａｔｅｅｎｄｏｓｏｍ ｅｓ
［
Ｊ
］

．ＤｅｖＣ ｅ ｌ ｌ ．２０ １ １ ． ２０
（

１

）
： １ ３ １

－

１ ３ ９ ．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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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１

］Ｎａｋａｔｏｇａｗａ
，Ｈ ．

，Ｓｕｚｕｋ ｉ
，Ｋ ．

，Ｋａｍ ａｄａ
，Ｙ．

ｆｅ ｔａｌＤｙｎ ａｍ ｉ ｃ ｓａｎｄｄ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ｉ ｎ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ｍ ｅｃｈ ａｎ ｉ ｓｍ ｓ ： ｌｅ ｓ 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ｙｅａｓｔ ［

Ｊ
］

．Ｎ ａｔＲｅｖＭ ｏ ｌ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２ ００９

，

１ ０
（
７
）

：４５ ８ －４６７ ．

［
５２

］Ｓｕｚｕｋ ｉ
，Ｋ ．

，Ｋｕｂｏｔａ
，Ｙ．

？Ｓｅｋ ｉ ｔｏ
，Ｔ ．

，ｅ ｔａｌＨ ｉ ｅ ｒａｒｃ ｈｙｏｆＡ ｔｇ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ｓ ｉ ｎｐ ｒｅ
－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ｏｓｏｍ ａ ｌ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ｒ
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Ｇｅｎｅ ｓＣ ｅ ｌ ｌ ｓ
，２００７ ， １ ２

（
２

）
：２０９ －２ １ ８ ．

［
５ ３

］Ｈｅ
，
Ｃ ．

５ａｎｄＫ ｌ ｉ ｏｎ ｓｋｙ？
Ｄ ．Ｊ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ａｎｄ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ｎ 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ｏｆ

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 ［

Ｊ
］

． ＡｎｎｕＲｅｖＧｅｎｅｔ
，
２００９

，
４３ ：６７

－

９３ ．

［
５４

］Ｙｕ
，Ｌ ．

，ＭｃＰｈ ｅｅ
，Ｃ ，Ｋ ．

？Ｚｈ ｅｎｇ ，Ｌ ．

，ｅ ｔａｌＴｅ ｒｍ ｉｎａｔ ｉ ｏ ｎｏｆａ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ｙ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ｌｙｓｏ ｓｏｍｅｓ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ｄｂｙｍＴＯＲ ［
Ｊ

］
．Ｎ ａｔ ｕ ｒｅ

，２ ０ １ ０
，４６５ （

７３ ００
）

：

９４２ －９４６ ．

［

５ ５
］Ｃｈ ｅｏｎｇ，Ｈ ．

，
Ｎａ ｉ ｒ

，Ｕ ．

，Ｇｅｎｇ ，Ｊ ．

，ｅ ｔａｈＴｈ ｅＡ ｔｇ ｌｋ ｉ ｎ ａ ｓｅｃｏｍ ｐ
ｌ ｅｘ ｉ ｓ ｉ ｎｖｏ 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ｒｅｃｒｕ ｉ ｔｍｅｎｔｔｏ ｉｎ ｉｔ ｉ ａｔｅｓｅ

ｑ
ｕｅ ｓｔｅ ｒ ｉ ｎｇ

ｖｅｓ ｉ ｃ ｌ ｅｆｏ ｒｍ ａｔ 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ｏｎｓｐｅｃ ｉｆｉ ｃ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 ｓｃ ｅｒｅｖ ｉ ｓ ｉ ａｅ
［
Ｊ
］

， Ｍ ｏ ｌＢ ｉ ｏ ｌＣ ｅ ｌ ｌ
，
２００８

，

１ ９
（
２

）
：６６ ８

－６８ １ ．

［
５ ６

］Ｓｕｚｕｋ ｉ

，
Ｋ ．

，
Ａｋ ｉｏｋａ

，
Ｍ．

，
Ｋｏｎｄｏ

－Ｋａｋｕ ｔａ
，Ｃ ．

，ｅ ｔｃｉＬＦ ｉ ｎ ｅｍ ａ ｐｐ
ｉ ｎｇ

ｏｆ 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

ｒｅ 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 ｉｎｓｄｕｒ ｉｎｇ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ｏｓｏｍ ｅｆｏ ｒｍ ａｔ ｉ ｏｎ ｉ ｎ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
［
Ｊ
］

．ＪＣｅ ｌ ｌＳ ｃ ｉ
？ 
２０ １ ３

， １ ２６
（
Ｐｔ１ １

）
：２５ ３ ４

－２ ５４４ ．

［
５ ７

］Ｒａｆｆａｅ ｌ ｌｏ
， 
Ａ ．

，
Ｍａｍｍｕｃａｒ ｉ

，
Ｃ ．

，Ｇｈｅｒａｒｄ ｉ
，
Ｇ ．

，ｅ ｔａｌＣ ａ ｌ ｃ ｉｕｍａｔｔｈｅｃ ｅｎ ｔｅｒｏｆ ｃ ｅ ｌ ｌ

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ｐ ｌ ａ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ｄｏｐ ｌ ａ ｓｍ ｉ ｃｒｅｔ ｉ ｃ ｕ ｌ ｕｍ
，ｍ ｉ ｔｏｃｈｏ ｎｄｒｉ ａ

，ａｎｄ

ｌｙｓｏ ｓｏｍｅｓ
［
Ｊ
］

．Ｔｒｅｎｄ ｓ Ｂ ｉｏｃｈ ｅｍＳｃ ｉ
，
２０ １ ６

，
４ １

（
１ ２

）
： １ ０３ ５

－

１ ０４９ ．

［
５ ８

］Ｔａｍｕ ｒａ
，Ｙ．

，ａｎｄＥｎｄｏ ，Ｔ ．Ｒｏ ｌ ｅｏｆ ｉｎｔｒａ
－

ａｎｄ ｉ ｎ ｔｅ ｒ
－ｍ ｉ ｔｏｃ ｈｏｎ ｄ ｒ ｉ ａ ｌｍ ｅｍ ｂ ｒａｎ 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 ｉｔｅｓ ｉ ｎ
ｙｅａ ｓｔ

ｐ
ｈｏ ｓｐ

ｈｏ ｌ ｉｐ ｉｄｂ ｉ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
［
Ｊ
］

． ＡｄｖＥｘｐ
Ｍ ｅ ｄＢ ｉ ｏ ｌ

，
２０ １ ７

？
９９７ ：

１ ２ １
－

１ ３ ３ ．

［
５９

］Ｋａ ｌｋａｖａｎ
，Ｈ ．

，ａｎｄＧｒｅｅｎ
，Ｄ．Ｒ ．ＭＯＭＲ

，ｃｅ ｌ ｌｓｕ ｉ ｃ ｉ ｄｅａ ｓａＢＣＬ－２ｆａｍ ｉ ｌｙ

ｂｕ ｓ ｉｎｅ ｓｓ
［
Ｊ
］

，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Ｄ ｉ ｆｆｅｒ
，
２０ １ ８

５
２５

（
１

）
：４６

－

５ ５ ．

［
６０

］Ｍｅｈｔａ
，
Ｍ．Ｍ ．

，

Ｗｅ ｉｎｂｅｒｇ ，

Ｓ ．Ｅ ．

，
ａｎｄＣｈ ａｎｄｅ ｌ

，
Ｎ ．Ｓ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ｌｃｏ ｎ ｔｒｏ ｌｏｆ

ｉ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ｂｅｙｏｎｄＡＴＰ
［
Ｊ
］

． ＮａｔＲｅｖＩｍｍｕｎｏ ｌ

，
２０ １ ７ ，１ ７

（
１ ０

）
：６０８ －

６２ ０ ．

［
６ １

］Ｗｏｎｇ ，Ｈ ．

－Ｓ ；

５Ｄ ｉｇｈｅ ，Ｐ．Ａ ．

５Ｍｅｚｅ ｒａ
，Ｖ ，ｅ 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ｓｕｐｅ ｒｏｘ ｉ ｄ ｅ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
ｉｄｅｆｒｏｍｓｐｅｃ ｉ ｆｉ ｃ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 ａ ｌｓ ｉ ｔｅ ｓｕ ｎｄｅ ｒ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ｔ

ｂ ｉｏｅｎｅｒｇｅｔ ｉｃｃ〇ｎｄ ｉｔ ｉｏｎ ｓ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 ｈｅｍ
？
２０ １ ７

，２９２ （
４ １

）
： １ ６ ８０４

－

１ ６ ８０９ ．

［
６２

］Ｌｅｍａｓｔｅ ｒｓ
，
Ｊ ．Ｊ ．Ｓｅ ｌｅｃｔ ｉｖｅ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ｏｒｍ ｉ ｔｏｐｈ ａｇｙ．ａ ｓａ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ｇａ
ｉｎ ｓｔｏｘ ｉ ｄａｔ ｉｖｅｓｔｒｅ ｓｓ

，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ｌｄｙｓ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ａｎ ｄａｇ ｉｎｇ ［
Ｊ
］

．

Ｒｅ
ｊ
ｕｖｅｎａｔ ｉｏｎＲｅｓ

？
２００ ５

，
８
（

１
）

：３
－

５ ．

［
６３

］Ｐ ｉ ｃｋｌ ｅｓ
，Ｓ ．

，Ｖｌｇ ｉ ｅ
，Ｐ．

？ａｎｄＹｏｕ ｌｅ
，Ｒ ．Ｊ ．Ｍ ｉ ｔｏｐｈａｇｙａｎｄｑｕ ａ ｌ ｉ ｔｙ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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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 ｉ ｎｍ ｉ ｔｏｃ ｈｏｎｄ ｒ ｉａ ｌｍ ａ ｉ ｎ ｔｅｎａｎｃｅ
［
Ｊ
］

．ＣｕｒｒＢ ｉｏ ｌ
，２０ １ ８

，２８ （
４

）
：Ｒ １ ７０

－

Ｒ Ｉ ８５ ．

［
６４

］Ｏｋａｍｏｔｏ
，
Ｋ ．Ｏ ｒｇａｎ ｅ ｌ ｌｏｐｈａｇｙ ：ｅ ｌ ｉｍ ｉ ｎ ａ ｔ ｉ ｎｇ 

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 ｂｕ ｉ ｌ ｄ ｉｎｇ 

ｂ ｌｏｃｋｓ ｖ ｉ ａｓｅ ｌｅｃｔ ｉｖｅ

ａｕ ｔｏ
ｐ
ｈａｇｙ［

Ｊ
］

．Ｊ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４

，
２０５

（
４

）
：４ ３ ５ ＊４４ ５ ．

［
６ ５

］Ｗｕ
，Ｈ ．

，ａｎｄＣｈｅｎ
，Ｑ ．Ｈｙｐｏｘ ｉ ａａｃ ｔ ｉｖ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ｍ ｉ 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 ｉ ｔｓｒｏ ｌ ｅ ｉｎｄ ｉｓｅａ ｓｅ

ｐａ
ｔｈ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

ｆ
Ｊ
］

． Ａｎ ｔ ｉ ｏｘ ｉｄＲｅｄｏｘＳ ｉ ｇｎ ａ ｌ

，
２０ １ ５

，
２２

（
１ ２

）
：

＊

 １ ０３２ －

１ ０４６ ．

［
６６

］Ｏｎ ｉ ｓｈ ｉ
，Ｍ ．

，Ｙａｍ ａｎｏ
，Ｋ ．

，Ｓａｔｏ ，Ｍ ．

，ｅ ｔａｌＭｏ ｌ ｅｃｕ 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ａｎｄ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ｓｏｆ ｍ ｉ ｔｏｐ
ｈａｇｙ ［

Ｊ
］

．ＥＭＢＯ Ｊ
，
２０２ １

，

４０
（
３
）

：ｅ ｌ ０４７０５ ．

［
６７

］Ｖａ ｌｅｎｔｅ
，Ｅ ．Ｍ ．

，
Ａｂｏｕ

－

Ｓ ｌ ｅ ｉｍａｎ
，Ｐ．Ｍ ． ，Ｃａｐｕ

ｔｏ
，
Ｙ

，ｅ ｔａｌＨｅｒｅｄ ｉ ｔａｒｙ
ｅａｒ ｌｙ

－ｏｎｓｅｔ

Ｐａｒｋ ｉｎｓｏｎ
＇

ｓ ｄ ｉ ｓｅａｓｅ ｃａｕ ｓｅｄ ｂｙ 

ｍ ｕ ｔａｔ ｉ ｏｎｓ ｉ ｎＰＩＮＫ １
［
Ｊ
］

．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 
２００４

，
３ ０４

（
５ ６７４

）
：

１ １ ５ ８
－

１ １ ６０ ．

［
６ ８

］Ｚ ｉｖ ｉａｎ ｉ
，
Ｅ ．

，
Ｔａｏ

，
Ｒ ． Ｎ ．

，
ａｎｄＷｈ ｉ ｔｗｏｒｔｈ

， 
Ａ ．Ｊ ． 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ｐａｒｋ ｉｎｒｅｑｕ ｉｒｅｓＰＩＮＫ １

ｆｏｒ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ｌｔｒａｎ ｓ ｌｏｃ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ｕｂ ｉ

ｑｕ
ｉ ｔ ｉｎ ａｔｅ ｓｍ ｉｔｏ ｆｕｓ ｉｎ

［
Ｊ
］

，ＰｒｏｃＮａｔ ｌ Ａｃａｄ

Ｓｃ ｉＵＳ Ａ
，

２０ １ ０
， １ ０７

（
Ｉ Ｉ

）
：５ ０ １ ８

－

５０２３ ．

［
６９

］ Ｉ
ｇｕｃｈ

ｉ

，Ｍ ．

，

Ｋｕ
ｊ
ｕ ｒｏ

，Ｙ．

，Ｏｋａｔ ｓｕ
，Ｋ ．

，ｅ ｔａｌＰａｒｋ ｉｎ －

ｃａｔａ ｌｙｚｅｄｕｂ ｉ

ｑｕ ｉ ｔ ｉ ｎ
－

ｅｓ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 ｓｔｒ ｉｇｇｅ ｒｅｄｂｙＰ ＩＮＫ ｌ

－ｄ ｅｐｅｎｄ ｅｎ 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 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ｈｅｍ

，

２０ １ ３
，
２８ ８

（
３ ０

）
： ２２０ １ ９

－２２０３２ ．

［
７０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Ｔ ．

？ａｎｄＬａｍ ａ ｒｋ
，Ｔ ．Ｓｅ ｌ ｅｃｔ ｉｖｅ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ｂｙ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ｉ ｃ

ａｄａｐ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 ｉ ｎ ｓ

［
Ｊ
］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２０ １ １

，７ （
３

）
：２７９ －２９６ ．

［
７ １

］Ｌａｚａｒｏｕ
，Ｍ．

，Ｓ ｌ ｉ ｔｅｒ
，Ｄ ．Ａ ．

，Ｋａｎ ｅ ．Ｌ ．Ａ ．

，ｅ ｔａｌＴｈｅｕｂ ｉ
ｑｕ ｉｔ ｉｎｋ ｉｎａｓｅＰＩＮＫ １

ｒｅｃｒｕ ｉｔｓ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ｓｔｏ ｉ ｎ ｄｕｃｅｍ ｉ ｔｏｐｈａｇｙ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
２０ １ ５

？
５２４

（
７ ５６５

）
：

３０９－３ １ ４ ．

［
７２

］Ｚｈａｏ
，Ｘ ．

－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 ｉ ｎｕｎｄｅ 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ｈｏ ｒｍｏｎａ ｌ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ｍ ｂｒｙｏｎ ｉ ｃ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ｔｏ ｆ Ｈｅ 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ｍ ｉｇｅｒａ ［
Ｊ
］

．ＪＩｎｔｅｇｒ，
２０２ １

，
４３

（
６
）

：

１ ４ １ ７ ．

［
７３

］Ｅ ｌｍｏ ｒｅ
，Ｓ ．Ａ

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ａｒｅｖ ｉ ｅｗｏｆ
ｐ ｒｏｇｒａｍｍ ｅｄ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
Ｊ
］

．Ｔｏｘ ｉ ｃｏ ｌＰａｔｈｏ ｌ
，

２００７
，
３ ５

（
４
）

：４９５ －５ １ ６ ．

［
７４

］Ｍａｒｔ ｉｎｖａ ｌｅ ｔ
，Ｄ ．

，Ｚｈｕ ，Ｐ．

，ａｎｄＬ ｉ ｅｂｅ ｒｍ ａｎ ．Ｊ ．ＧｒａｎｚｙｍｅＡ ｉｎｄｕｃｅｓｃａｓｐ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ｔ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 ａ ｌｄａｍ ａｇｅ ，ａｒｅｑｕ

ｉ ｒｅｄｆｉ ｒｓｔｓｔｅｐｆｏｒ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Ｊ
］

，

Ｉ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２００５

，
２２

（
３
）

：３ ５ ５
－

３ ７０ ．

［
７５

］Ｐｏｏｎ
，

Ｉ ．Ｋ．Ｈ ．

，
Ｌｕｃ ａｓ ．Ｃ ．Ｄ ．

，
Ｒｏｓｓ ｉ

，
Ａ ．Ｇ ．

，ｅ ｉａｌ ．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ｃｃｅ ｌ ｌｃ 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ｂａｓ ｉｃ

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 ｔ ｉ ｃ

ｐｏ
ｔｅｎ ｔ ｉ ａ ｌ

［
Ｊ
］

． ＮａｔＲｅｖＩｍｍｕｎｏ ｌ
，
２０ １ ４

，１ ４
（
３
）

：１ ６６
－

１ ８０ ．

［
７６

］Ｚｈｏｕ
，
Ｈ ．

？
Ｘｕ

，
Ｍ．

？
Ｇａｏ ．Ｙ．

，ｅ ｔａｌ ，Ｍ ａｔｒ ｉ ｎ ｅ ｉｎｄｕｃｅｓｃａｓｐ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ｉｎｈｅｐａｔｏｃｅ ｌ ｌｕ ｌ ａｒｃａｒｃ ｉ ｎｏｍ ａｔｈ ｒｏｕｇｈｂ ｉｄ －ｍ ｅｄ ｉ ａｔｅｄｎｕｃ ｌ ｅａｒ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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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 ｌ ｏｃ 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ｉ ｎ ｄｕ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 ｒ

［
Ｊ
］

．Ｍｏ ｌＣ ａｎ ｃｅ ｒ
，
２０ １ ４

， １ ３ ：５ ９ ．

［
７７

］Ｌｏｃｋｓｈ ｉ ｎ
，
Ｒ ．Ａ ．

，
ａｎｄＺａｋｅｒ ｉ

，Ｚ ．Ａ
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ｍ ｏ ｒｅ

［
Ｊ
］

．ＩｎｔＪ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４

，
３ ６

（
１ ２

）
：２４０５ －２４ １ ９ ．

［
７ ８

］Ｃａ ｉ ｎ
，
Ｋ ．

？Ｂｒａｔｔｏｎ
，Ｓ ．Ｂ ．

，ａｎｄＣｏｈ ｅ ｎ ，Ｇ ．Ｍ ．Ｔｈ ｅＡｐａｆ
－

１ａｐｏｐｔｏｓｏ ｉｎ ｅ ：ａ ｌ ａ ｒ
ｇｅ

ｃａｓｐａｓｅ
－

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ｎｇ
ｃｏｍ ｐ

ｌ ｅｘ
［
Ｊ
］

．Ｂ ｉ ｏｃｈ ｉｍ ｉ ｅ ，２００２ ，８４ （
２ －

３
）

：２０３ －２ １ ４ ．

［
７９

］Ｈａ ｌ ｅｓｔｒａｐ ， 
Ａ ． 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 ａ

ｐｏｒｅｗａｙ 

ｔｏｄ ｉ ｅ
［
Ｊ
］

． Ｎ ａｔｕ ｒｅ
，
２００ ５

，

４３４
（
７０３ ３

）
： ５ ７ ８

－

５ ７９ ＊

［
８０

］Ｋ ｉｍ
，Ｊ ．Ｈ ．

，Ｌｅｅ ，Ｓ ．Ｙ．

，Ｏｈ
，Ｓ ．Ｙ

ｖｅ ｔａｉＭ ｅ ｔｈｙ
ｌ

ｊ
ａｓｍｏｎ ａｔｅ ｉ ｎｄｕｃｅｓ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 ｎｄ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Ｂａｘ／Ｂｃ ｌ

－Ｘ Ｓａｎｄ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ｆｃａ ｓｐａ ｓｅ
－３ｖ ｉ ａＲＯＳ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ｉｎ Ａ５４９ｃｅ ｌ ｌ ｓ
［
Ｊ
］

．Ｏｎ ｃｏ ｌＲｅｐ ，
２００４

，１ ２
（
６
）

：１ ２３ ３ －

１ ２３ ８ ．

［
８ １

］Ｂｏ ｓｓｅｎ
，
Ｃ ．

，
Ｉｎｇｏ ｌｄ

，
Ｋ ．

？
Ｔａｒｄ ｉｖｅ ｌ

，
Ａ ．

，ｅｔａｌ ． Ｉ ｎ ｔｅ ｒａｃ ｔ ｉｏｎ ｓｏｆ ｔｕｍ ｏｒｎ ｅｃｒｏｓ ｉ ｓｆａｃｔｏｒ

（
ＴＮＦ

）
ａｎｄＴＮＦ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ｆａｍ ｉ ｌｙ
ｍ ｅｍ ｂｅ ｒｓ ｉｎｔｈｅｍ ｏｕ ｓｅａｎｄｈ ｕｍ ａｎ

［
Ｊ
］

，ＪＢ ｉｏ ｌ

Ｃｈｅｍ
，
２００６

？
２８ １

（
２０

）
：１ ３ ９６４ －

１ ３ ９７ １ ．

［
８２

］Ｓａｍ ｒａ
ｊ ，
Ａ．Ｋ ．

，Ｋｅ ｉ ｌ
，
Ｅ ．

，Ｕｅ ｆｆｉ ｎｇ ，
Ｎ ．

，ｅ ｔａｌ ．Ｌｏ ｓｓｏｆｃ ａ ｓｐａｓｅ
－９

ｐ
ｒｏｖ ｉ ｄｅｓ

ｇｅｎｅｔ ｉ ｃ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 ｔｈ ｅｔｙｐｅＩ／Ｉ Ｉ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 ＣＤ ９ ５
－ｍ ｅｄ ｉ ａｔｅｄ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
Ｊ
］

． ＪＢ ｉｏ ｌＣｈｅｍ
，

２００６
，
２ ８ １

（
４０

）
： ２９６５２－２９６ ５ ９ ．

［
８３

］Ｓｐｅｎ ｃｅｒ，Ｓ ．Ｌ ．

，
Ｇａｕｄｅｔ

，Ｓ ．

，
Ａ ｌｂｅｃｋ

，Ｊ
．Ｇ ．

，ｅ ｔａｌ ．Ｎｏｎ
－

ｇｅｎ ｅｔ ｉ ｃｏ ｒ ｉｇ ｉｎ ｓｏｆ ｃｅ ｌ ｌ
－

ｔｏ －

ｃｅ ｌ ｌｖａｒｉ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ｎＴＲＡ ＩＬ －

ｉ ｎ ｄｕｃｅｄａ
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Ｊ
］

．Ｎａ ｔｕ ｒｅ
，
２００９

，
４ ５ ９

（
７２４ ５

）
：４２８ －

４３２ ．

［
８４

］Ｐｈ ｉ ｌ ｃｈｅｎｋｏｖ
，
Ａ ．

，Ｚａｖｅ ｌｅｖ ｉ ｃｈ
，Ｍ ．

５Ｋｒｏｃｚａｋ
，Ｔ ．Ｊ ．

Ｔｅ ｔａｌ ．Ｃ ａｓｐａ ｓｅ ｓａｎｄｃａｎｃｅ ｒ ：

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ｏｆ  ｉ ｎ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ｎｅｗ ｔｒｅａ ｔｍ ｅｎ ｔｍ ｏｄａ ｌ ｉ ｔ ｉｅ ｓ
ｆ
ｊ
］

．Ｅｘｐ
Ｏｎｃｏ ｌ

，
２００４

？

２６
（
２
）

：８２ －９７ ．

［
８５

］Ｗａｎｇ ，
Ｙ．

，
Ａｎ

，Ｒ ．

９Ｕｍａｎａｈ
，Ｇ ．Ｋ ．

，ｅ ｔａｌＡｎｕｃ ｌ ｅａｓｅｔｈａｔｍ ｅｄ ｉ ａ ｔｅｓ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ＤＮＡｄａｍ ａｇｅａｎｄｐｏ ｌｙ（
ＡＤＰ－

ｒ ｉ ｂｏｓｅ
）ｐｏ ｌ ｙｍ ｅ ｒａ ｓｅ

－

１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 １ ６
，
３ ５４ ：６３ ０ ８ ．

［
８６

］Ｂａｅｈｒｅｃｋｅ
， 
Ｅ ．Ｈ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ｄｕａ ｌｒｏ ｌｅｓ ｉ ｎ ｌ ｉ ｆｅａｎｄｄｅａ ｔｈ ？

［

Ｊ
］

． Ｎ ａｔＲｅｖＭｏ ｌＣｅ ｌ ｌ

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５

，
６
（
６
）

：５０ ５ －

５ １ ０ ．

［
８７

］Ｔａｋａｃ ｓ－Ｖｅ ｌ ｌａ ｉ
，
Ｋ ．

，
Ｖｅｌ ｌａ ｉ

，
Ｔ．

，
Ｐｕｏｔ ｉ

， 
Ａ ．

，ｅ ｔａｌ ． Ｉｎ 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 ｏｎｏｆ ｔｈｅ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ｇ
ｅｎｅ

ｂｅｃ
－

１ｔｒ ｉｇｇｅｒｓａｐｏｐ
ｔｏｔ ｉｃ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ｉ ｎＣ ．ｅ ｌｅｇａｎｓ｛］ ］

．Ｃ ｕ ｒｒＢ ｉ ｏ Ｉ
ｓ２００５ ，１ ５

（
１ ６

）
：

１ ５ １ ３
－

１ ５ １ ７ ．

［
８ ８

］Ｋｒｏｅｍｅｒ
，
Ｇ ．

？
ａｎｄＪ ａａｔｔｅ ｌａ

， 
Ｍ． Ｌｙｓｏｓｏｍ ｅ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ｐｈ ａｇｙ

ｉ ｎｃ 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ｃｏｎｔｒｏ ｌ

［
Ｊ
］

．

Ｎａｔ ＲｅｖＣ ａｎｃｅｒ
，
２００５

，
５
（
１ １

）
：８ ８６ －８９７ ．

［
８９

］Ｋａｔａｙａｍａ
，Ｍ．

，Ｋａｗａｇｕｃｈ ｉ
，
Ｔ ．

？Ｂｅｒｇｅｒ．Ｍ ．Ｓ ．

，ｅ ｔａｌ ．ＤＮＡｄａｍ ａｇ ｉｎｇａｇｅｎｔ
－

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ｐｒｏ
ｄｕ ｃｅｓａｃｙｔｏｐｒｏｔｅｃ ｔ ｉｖｅａｄｅ ｎ ｏｓ ｉ ｎ ｅｔｒｉｐｈｏｓｐｈ ａｔｅｓｕｒｇｅｉｎ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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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ａ ｌ ｉｇｎａｎ ｔ
ｇ ｌ ｉ ｏｍ ａｃｅ ｌ ｌ ｓ

［
Ｊ
］

．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Ｄ ｉｆｆｅｒ
，
２００７

，１ ４
（
３
）

：５４８ －５ ５ ８ ．

［
９０

］Ｇ〇２ｕａｃ ｉｋ
，Ｄ ． ，ａｎｄＫ ｉｍ ｃｈ ｉ

，Ａ ．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ｆ
Ｊ
］

．Ｃｕｒｒ Ｔｏｐ
Ｄｅｖ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７
，
７ ８ ： ２ １ ７ －２４５ ．

［
９ １

］Ｋｏｍ ａ ｔｓｕ ，Ｍ ．

，Ｗａ
ｇ
ｕｒ ｉ ．Ｓ ． ，Ｃｈ ｉｂａ

，Ｔｖｅｔａｌ．Ｌｏｓｓｏｆ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 ｌ

ｎ ｅｒｖｏｕ ｓ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ｕ ｓｅｓ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ｉ ｎｍ ｉｃｅ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
２００６

，
４４ １

（
７０９５

）
：

８ ８０ －

８ ８４ ．
＊

［
９２

］Ｓｃｏｔｔ
，Ｒ ．Ｃ ． ，Ｊ ｕｈａｓｚ

，Ｇ ．

，ａｎｄＮｅｕ ｆｅ ｌ ｄ
，
Ｔ ．Ｐ．Ｄ ｉ ｒｅｃ ｔ ｉ ｎｄ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ｂｙ

Ａ ｔｇ ］ ｉ ｎｈ ｉｂ ｉ ｔｓｃｅ ｌ ｌ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 ｃ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
Ｊ
］

，Ｃｕ ｒｒ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７

，

１ ７
（

１
）

： Ｉ

－

Ｉ ｌ ．

［
９３

］Ｅｓｐｅｒｔ ？Ｌ ．

，Ｄｅｎ ｉｚｏｔ ，Ｍ ．

，Ｇｒ ｉｍ ａ ｌ ｄ ｉ
，Ｍ．

，ｅ ｔａｌ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ｉ ｓ ｉｎｖｏ ｌｖｅｄ ｉｎＴｃｅ ｌ ｌ

ｄｅａｔｈａｆｔｅ ｒ ｂ ｉｎｄ ｉｎｇ 

ｏｆ Ｈ ＩＶ－

１ｅｎｖｅ ｌｏｐｅ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ｓｔｏＣＸＣＲ４
［
Ｊ
］

， ＪＣ ｌ ｉｎＩｎｖｅｓ ｔ
， 
２００６

，

１ １ ６
（
８
）

：２ １ ６ １
－２ １ ７２ ．

［
９４

］Ｓｃｈｅｒｚ－Ｓｈ ｏｕｖａ ｌ

，Ｒ ．

？Ｓｈｖｅ ｔ ｓ
，Ｅ ．

，Ｆａｓｓ ｓＥ ．
，ｅ ｔａｌＲｅａｃｔ 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 ｉ ｅｓａｒｅ

ｅ ｓｓｅｎｔ ｉａ ｌｆｏｒ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ｓｐｅｃ ｉ ｆｉｃａｌ ｌｙ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ｔｈｅａｃｔ ｉｖ ｉ ｔｙ

ｏｆ Ａｔｇ４ ［
Ｊ
］

．ＥＭＢＯ

Ｊ
，

２ ００７
，
２６

（
７
）

： １ ７４９－

１ ７６０ ．

［
９５

］Ｌａｖｉ ｅｕ ，Ｇ ．

，Ｓｃａｒ ｌ ａｔｔ ｉ ，Ｆ ．

？
Ｓａ ｌ ａ ，Ｇ ．

，ｅ ｔａｌ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ｂｙ

ｓｐｈ ｉｎｇｏｓ ｉ ｎｅ

ｋ ｉｎａ ｓｅ１ａｎｄ ｉｔｓｒｏ ｌ ｅ ｉｎｃｅ ｌ ｌｓｕｒｖ ｉ ｖａ ｌｄｕｒ ｉｎｇ
ｎｕｔｒ ｉｅｎｔｓｔａｒｖ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ｈ ｅｉｎ
？

２００６
，
２８ １

（
１ ３

）
：８５ １ ８ －８５２７ ．

［
９６

］Ｖｉ ｌ ｌ ａｇｒａ ，Ｃ ．

３ａｎｄＦｒ ｉ ａｓ
－Ｌａ ｓ ｓｅ ｒｒｅ

，Ｄ ．Ｅｐ ｉｇｅｎｅｔ ｉ ｃＭｏ ｌ ｅｃｕ 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 ｉｎ

Ｉｎｓｅｃｔｓ
［
Ｊ
］

． Ｎ ｅｏｔ ｒｏｐ
Ｅｎ ｔｏｍｏ ｌ

，
２０２０

，
４９

（
５
）

：６ １ ５ －６４２ ．

［
９７

］Ｘｕ
，Ｔ ． ．Ｎ ｉ ｃｏ ｌ ｓｏｎ

，Ｓ ． ．Ｄｅｎｔｏｎ ，Ｄ ．

，ｅ ｔａｌ ．Ｄ ｉ ｓｔ ｉｎｃｔｒｅ
ｑ
ｕ ｉｒｅｍ ｅｎｔｓｏｆ 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

ｒｅ 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
ｉ 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ｅｄ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ｆ
Ｊ
］

．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Ｄ ｉ ｆｆｅｒ
，２０ １ ５

，２２ （
１ １

）
：

１ ７９２－

１ ８０２ ．

［
９８

］Ｗａｎｇ ，Ｈ ．

，
Ｌｕ

，Ｑ ．

，
Ｃｈ ｅｎｇ ，Ｓ ．

，

ｅ ｔａｌ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ａｃｔ ｉｖ ｉ ｔｙｃｏｎｔｒ ｉｂｕｔｅｓｔ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ｅｄｃｅ ｌ ｌｄｅａ ｔｈ ｉｎＣａｅｍ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 ｅ ｌｅｇａｎｓ ［
Ｊ
］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２０ １ ３

，
９
（

１ ２
）

：

１ ９７５ －

１ ９ ８２ ．

［
９９

］Ｌ ｉ
， 
Ｙ．

－Ｂ ． ， 
Ｙａｎｇ ， 

Ｔ ．

？
Ｗａ ｎｇ ，ｅ ｔ ａｌＴｈｅｓ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２０－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ｒｅｇｕ ｌａ ｔｅｓｔｈ ｅｃｏｎ
ｊ
ｕｇａ ｔ ｉ ｏｎｏｆ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

ｒｅ 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 ｉｎｓ１ ２ａｎｄ５ ｉｎａ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ｔ ｉｍ 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ａｎｎ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ｓｅｃｔｍ ｉｄｇｕｔ

ｐ ｒｏｇｒａｍｍ ｅｄｃ ｅ ｌ ｌｄ ｅａｔ ｈ
［
Ｊ
］

．Ｆｒｏｎ ｔ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

（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 ，
２０ １ ８

，
９
（
２ ８

）
： １

－

Ｊ ２ ．

［
１ ００

］Ｄ ｉ

，
Ｙ．

－

Ｑ ．
，Ｈａｎ

，Ｘ ．

－Ｌ ． ，Ｋａｎｇ ．Ｘ ．

－Ｌ ．

，ｅ ｔａｌＡｕｔｏｐｈ ａｇ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ＣＴＳＤ（

ｃａｔｈｅｐｓ ｉｎ

Ｄ
）
ｍ ａｔｕ ｒ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ｌ ｏｃ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ｉ ｎ ｓ ｉｄｅｃｅ ｌ ｌ ｓ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
［
Ｊ
］

． 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２０２ １
，１ ７

（
５
）

： １ １ ７０ ＊

１ １ ９２ ．

［
１ ０ １

］Ｋａｒｃｈ
， 
Ｊ ．

？
Ｓｃ ｈ ｉｐ ｓ ， Ｔ ． Ｇ ．

，Ｍ ａ ｌ ｉ ｋｅ ｎ
，Ｂ ． Ｄ ．

，ｅ ｔ ａｌＡｕｔｏｐｈａｇ ｉｃ ｃｅ ｌ 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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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ｌｙｓｏ ｓｏｍ ａ ｌｍ ｅｍ ｂｒａｎｅ
ｐ

ｅ ｒｍ 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ｔｈ ｒｏｕｇ

ｈＢａｘａｎｄＢ ａｋ
［
Ｊ
］

．Ｅ ｌ ｉｆｅ
，
２０ １ ７

，６ ：

ｅ３ ０５４３ ．

［
１ ０２

］Ｌａｗ
，

Ｊ ．Ｈ ．

，ａｎｄＷｅ ｌ ｌ ｓ
，
Ｍ ．Ａ ． Ｉｎ ｓｅｃ ｔｓａｓｂ ｉｏｃｈ ｅｍ ｉ ｃａ ｌｍｏｄｅ ｌ ｓ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ｈ ｅｍ
，

１ ９８９
，
２６４

（
２ ８

）
： １ ６３ ３ ５

－

１ ６ ３ ３ ８ ．

［
１ ０３

］Ｓｋｏｗｒｏｎｅｋ
，
Ｐ．

，
Ｗｏ

ｊ
ｃ ｉ ｋ ． Ｌ ．

，ａ ｎｄＳｔ ｒａｃｈ ｅｃｋａ ．Ａ ．ＦａｔＢｏｄｙ
－Ｍ ｕ ｌ ｔ ｉ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 ｌＩｎｓｅｃｔ

Ｔ ｉ ｓｓｕｅ
［
Ｊ
］

．Ｉｎ ｓｅｃｔｓ
，
２０２ １

，１ ２
（
６

）
：５４７ ．

＊

［
１ ０４

］Ｅｄｇａｒ，
Ｂ ． Ａ ．

， 
ａｎｄＯ ｒｒ

－Ｗｅａｖｅ ｒ， Ｔ． Ｌ ．Ｅｎｄｏ ｒｅ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ｃｅ ｌ ｌｃｙｃ ｌ ｅ ｓ ： ｍ ｏｒｅ ｆｏｒ  ｌ ｅｓｓ

［
Ｊ
］

．

Ｃｅ ｌ ｌ

，
２００ １

，１ ０ ５
（
３

）
： ２９７ －３ ０６ ．

［
１ ０ ５

］Ｚｈｅｎｇ ，
Ｈ ．

，
Ｙａｎｇ ？

Ｘ ．

，ａｎｄＸ ｉ ．Ｙ ．Ｆａｔｂｏｄｙ
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ａｎｄ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 ｉ ｓ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
］＼

Ｌ ｉｆｅＳｃ ｉ

３
２０ １ ６Ｊ 

６７ ：２２
－

３ １ ．

［
１ ０６

］Ｌ ｉ
，Ｓ ．

， 
Ｙｕ

，
Ｘ ．

５
ａｎｄＦｅｎ ｇ ，Ｑ ．Ｆａ ｔＢｏｄｙ

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ｉ ｎｔｈ ｅＬａｓｔＤｅｃａｄ ｅ

［
Ｊ
］

． ＡｎｎｕＲｅｖ

Ｅｎｔｏｍｏ ｌ
，
２０ １ ９

，６４ ： ３ １ ５
－

３ ３ ３ ．

［
１ ０７

］Ｂａｎｇｉ
，
Ｅ ．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ａ ｔｔｈ ｅ ｉｎ ｔｅｒｓｅｃｔ ｉｏｎｏｆ ｉ ｎｆｅｃ ｔ ｉ ｏｎ

，
ｉｎｆｌａｍｍ 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

ｃａｎ ｃｅｒ
［
Ｊ
］

．ＦｒｏｎｔＣｅ ｌ ｌＩｎｆｅｃｔ Ｍ ｉ ｃｒｏｂ ｉ ｏ ｌ ．２０ １ ３ ，３ ：１ ０３ ．

［
１ ０ ８

］Ｎｅ ｌ ｌ ｉ ｏｔ
， 
Ａ ．

，
Ｂｏｎｄ

， 
Ｎ ．

，
ａｎｄＨｏ ｓｈ ｉ ｚａｋ ｉ

，
Ｄ ．Ｋ ．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ｒｅｍ ｏｄ ｅ ｌ ｉ ｎｇ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ｍ 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
Ｊ
］

．Ｇｅｎ ｅｓ ｉ ｓ
，
２００６

，
４４

（
８
）

：３ ９６
－４００ ．

［
１ ０９

］Ｂｏｎｄ
，Ｎ ．Ｄ．

？Ｎｅ ｌ ｌ ｉｏｔＡ ．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Ｍ ．Ｋ ．

，ｅ ｔａｈ８ＦＴＺ －Ｆ １ａｎｄＭａｔｒｉｘ

ｍ ｅ ｔａ ｌ ｌｏ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ａ ｓｅ２ａｒｅｒｅｑｕ ｉ ｒｅｄｆｏ ｒ 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ｒｅｍ ｏｄ ｅ ｌ ｉｎｇ
ｉ ｎ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
Ｊ
］

，Ｄｅｖ

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１

，
３ ６０

（
２
）

： ２８６ －２９６ ．

［
１ １ ０

］Ｊ ｉａ
，Ｑ ，

？Ｌ ｉｕ
，Ｙ．

ｓＬ ｉｕ
，Ｈ ．

，ｅ ｔａｌ ．Ｍｍ ｐ ｌａｎｄＭｍ ｐ２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 ｉｖｅ ｌｙ ｉｎｄｕｃ ｅ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ｆａｔｂｏｄｙ
ｃｅ ｌ ｌｄ ｉ ｓｓｏｃ ｉ ａ 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ｄ ｉ ｓｔ ｉ ｎ ｃ ｔｒｏ ！ ｅｓ

［
Ｊ
］

，Ｓｃ ｉＲｅｐ ，２０ １ ４
，４ ：

７５ ３ ５ ．

［
１ １ １

］Ａｇｕ ｉ ｌａ
，
Ｊ ．Ｒ ．

，Ｓｕｓｚｋｏ
，
Ｊ ．

；Ｇ ｉｂｂｓ
，
Ａ ．Ｇ ．

．ｅ ｔａｌ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ｌａｒｖａ ｌｆａｔｃｅ ｌ ｌ ｓ ｉｎａｄｕ ｌ ｔ

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
３
］

．ＪＥｘｐ
Ｂ ｉ ｏ ｌ ．２００７ ．２ ］ ０

（
Ｐｔ６

）
：９５ ６ －９６３ ．

［
１ １ ２

］Ｒｙｏｏ ，Ｈ ．Ｄ ．

，ａｎｄＢａｅｈ ｒｅｃｋｅ
，Ｅ ．Ｈ ．Ｄ ｉ ｓｔ ｉ ｎ ｃ ｔｄｅａｔｈ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
Ｊ
］

．Ｃ ｕｒｒＯ
ｐ

ｉ ｎ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Ｕ２０ １ ０
，
２２

（
６
）

：８ ８９
－

８９５ ．

［
１ １ ３

］Ｈｅ
，
Ｈ ．

－

Ｊ ．

，
Ｗａｎｇ ，Ｑ ．

５
Ｚｈ ｅｎｇ ，Ｗ．

－Ｗ．

，ｅ ｔａｌ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ｎｕｃ ｌ ｅａ ｒ ｔｒａｎ ｓｐｏｒｔｆａｃｔｏｒ２

ａｎｄＲａｎ ｉｎｔｈｅ２０Ｅ
．ｓ ｉ ｇｎａ ｌ ｔｒａｎ ｓｄｕ ｃ ｔ ｉｏｎｐａ ｔｈｗａｙ ｉｎ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ｂｏ ｌ ｌｗｏｒｍ

，

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ＢＭＣ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２０ １ ０
？ １ １

（
１

）
：１

－

１ ３ ．

［
１ １ ４

］Ｈａｎｎｅｎｈａ ｌ ｌ ｉ
，
Ｓ ．

３ａｎｄＫａｅｓｔｎｅｎＫ ．Ｈ ．Ｔｈ ｅｅｖｏ ｌｕ ｔ ｉ ｏｎｏｆ Ｆｏｘ
ｇｅｎ

ｅ ｓａｎｄｔｈｅ ｉｒｒｏ ｌｅ

ｉ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ｄ ｉ ｓｅａｓｅ
［
Ｊ
］

．Ｎ ａｔＲｅｖＧｅｎｅｔ ．２００９ ．１ ０
（
４

）
： ２３ ３ －２４０ ．

［
１ １ ５

］Ｃａ ｉ
，Ｍ ．

－

Ｊ ．

，Ｚｈａｏ ，Ｗ．

－Ｌ ．

；Ｊ ｉ ｎｇ ，Ｙ．

－Ｐ．
．ｅ ｔａｌ２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ｓ

Ｆｏｒｋｈｅａｄ ｂｏｘＯ ｔｏ
ｐｒｏｍｏ ｔｅ

ｐ ｒｏ ｔｅｏ ｌｙｓ ｉ ｓ ｄ ｕ ｒ ｉ ｎｇ 

Ｈｅ ｌ 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ｍ ｏ ｌ ｔ ｉｎｇ ［
Ｊ
］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
２０ １ ６

，
１ ４３

（
６
）

：１ ００５
－

１ ０ １ ５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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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６

］Ｗａｎｇ ，Ｓ ．

，Ｌ ｉｕ
，Ｓ ．

，Ｌ ｉｕ
，Ｈ ．

，ｅ ｔａｈ２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ｄｕｃ ｅ ｓ ｉ ｎｓｅｃｔｆｏｏｄ

ｃｏｎ ｓｕｍ ｐｔ ｉｏｎｒｅ ｓｕ ｌ ｔ ｉ ｎｇ ｉｎｆａｔｂｏｄｙ
ｌ ｉｐｏ ｌｙｓ ｉ ｓｄｕ ｒ ｉｎｇ

ｍ ｏ ｌ ｔ 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ｐ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Ｊ

Ｍｏ ｌ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０

，
２
（
３
）

： １ ２ ８
－

１ ３ ８ ．

［
１ １ ７

］Ｏｔｅ ｒａ ，Ｈ ．

，Ｏｈ ｓａｋａｙａ ，Ｓ ．

？
Ｎａｇａｕ ｒａ

，
ＺＡ ，

，ｅ ｔ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ｏｆ 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ａ ｌＡ Ｉ Ｆ ｉ ｎ

ｒｅ ｓｐｏ
ｎ ｓｅｔｏ

ｐ ｒｏ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 ｃｓｔ ｉｍ ｕ ｌ ｉｄｅ
ｐ
ｅｎｄｓｏｎ

ｐ ｒｏｃｅｓｓ ｉ ｎｇ
ａｔｔｈｅ ｉ ｎｔｅ ｒｍ ｅｍ ｂｒａｎｅ

ｓ
ｐ
ａｃｅ

［
Ｊ
］

．ＥＭＢＯＪ
；
２００ ５

，
２４

（
７
）

： １ ３７５ －

１ ３ ８ ６ ．

［
１ １ ８

］Ｃａｏ ，Ｇ ．

，Ｘ ｉ ｎｇ ，Ｊ ．

３Ｘ ｉ ａｏ
，Ｘ ．

，ｅ ｔａｌ ．Ｃ ｒ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ｒｏ ｌ ｅｏｆｃａ ｌｐａ ｉ ｎＩ ｉｎｍ 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 ｒ ｉａ ｌ

ｒｅ ｌ ｅａ ｓｅｏｆ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 ｎｄｕ ｃ ｉ 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ｉ ｓｃｈ ｅｍ ｉｃｎｅｕ ｒｏｎａ ｌ ｉ ｎ

ｊ
ｕ ｒｙ［

Ｊ
］

． ＪＮ ｅｕ ｒｏｓｃ ｉ
，

２００７
，
２７

（
３ ５

）
：９２７ ８ －

９２９３ ．

［
１ １ ９

］Ｒｕｂ ｉ ｎ ｓｚｔｅ ｉ ｎ
，
Ｄ ．Ｃ ．

，
Ｇｅｓｔｗ ｉｃｋ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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