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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

？

完全变态昆虫
一

生经历 卵 、 幼虫 、 蛹和成虫四 个发育时期 ， 在幼虫期通过取食促进

生长发育 ， 在变态发育期 （ 从末龄幼虫经历蛹到成虫羽化 ） 停止取食 ， 通过分解幼虫组

织 － 自 噬来维持生命 和 成虫 组织 发 育 。 蜕 皮激 素 （ 此 文指 ２０－ 羟 基蜕 皮酮 ， ２０ －

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 ２０Ｅ ） 是调控昆虫变态发育的重要激素 。 变态期 ２０Ｅ 滴度增加 ， 拮抗

胰岛素信号通路 ， 抑制摄食行为 ， 使昆虫体内 的代谢发生 巨大变化 ， 从摄取食物获取能

量转变为通过分解幼虫组织获取能量 ， 涉及基因转录变化及代谢产物变化 ， 其调控机制

尚不清楚 ， 代谢产物与组织重塑 的关系 也少见报道 。 本论文 以重大农业害虫棉铃虫

ｔｆｍ ／ｇｍ？ ） 为研宄模型 ， 研宄 ２ ０Ｅ 调控 昆虫变态发育期代谢重编程的分子

机制 ， 包括研宄 ２０Ｅ 对 Ｋ ｒＢ
ｐｐ

ｅ 丨 样转录因子 （ ｋｒｉｉ

ｐｐ
ｅＷ ｉｋｅ ｆａｃ ｔｏｒ ，ＫＬＦ ） 的表达调控及其

在 自噬和糖异生中的作两 ； 通过代谢组学研宄 ２０Ｅ 调控氨基酸代谢重编程的分子机制 。

研宄结果

通过检测 ＫＬＦ １ ５ 在棉铃虫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表达变化 ， 发现 ＫＬＦ １ ５ 主要是在变态

期的脂肪体中高表达 ， ２０Ｅ 通过 ＥｃＲ 促进 幻／／ ５ 的转录 。 通过观察脂肪体形态以及虫体

敲降实验 ， 证明 ＫＬＦ 】 ５ 对于变态期脂肪体分解至关重要 ， ＫＬＦ １ ５ 促进糖异生 、 自噬和

调亡相关基因 的表达 。 敲降 自 噬相关基因 ８ （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ｒｅ ｌ ａｔｅｄ

ｇｅｎ ｅ８ ， ３妙 ） 后 ， 脂肪

体的分解受到抑制 ， 生糖底物包括游离脂肪酸 、 甘油和游离氨基酸的含量下降 ， 葡萄糖

水平下降 ， 说明 ＫＬＦ １ ５ 促进 自噬 ， 为糖异生提供底物 。 通过软件分析 ， 发现在 辦 和

憐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 （ｐｈｏ ｓｐｈｏｅｎｏ ｌｐｙｒｕｖａｔｅ ｃ ａｒｂｏｘｙｋ ｉｎａｓｅ ， ＰｅｐｅＡ： ） 的启动子序列中

有 ＫＬＦ １ ５ 的结合位点 （ ＣＡＣＣＣ ，ＫＬＦｂｓ ） ，２０Ｅ 诱导 ＪＣＬＦ Ｉ ５ 结合 和 ＰｅｐｃＡ 启动子

中 的 ＫＬＦ ｂｓ 从而促进其转录 ， 重编程糖代谢 ， 使糖代谢从取食期的糖酵解为主转变为

变态期的糖异生为主 。 通过检测与葡萄糖生成相关的代谢物 以及代谢途径中的关键限速

酶 ， 发现糖代谢相关的基因表达发生 了显著变化 ， 从取食期的糖酵解基因 、 糖原和海藻

糖合成酶基因高表达转变为变态期的糖异生基因 、 糖原和海藻糖分解酶基因高表达 ， 导

致蛹期血淋巴葡齒糖水平升高 。 研究表明 ２０Ｅ 通过 ＫＬＦ １ ５ 整合促进变态期幼虫组织的
？

？
‘

自 噬和糖异生 。

通过测定幼虫生长期 （ ６ｔｈ－２４ ｈ ） 、 游走期 （ ６ｔｈ －９６ ｈ ） 和踊期 （ Ｐ６ ） 的血淋巴代谢组 ，

发现血淋巴中的代谢产物在棉铃虫发育过程中发生显著变化 ， 其中 ， 精氨酸、 （Ｘ
－酮戊二

酸和谷氨酸被鉴定为幼虫生长期 、 游走期和蛹期的标志代谢物 。 实验证明精氨酸促进幼

虫细胞增殖 ， ｏｔ

－酮戊二酸促进幼虫细胞 自 噬 ， 谷氨酸促进成虫细胞增殖 。 在变态期 ， ２０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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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抑制精胺琥珀酸合酶 （ ａｒｇ ｉｎ ｉｎｏｓｕｃｃ ｉｎａｔｅ ， 乂＆ｓ ） 的表达 ， 抑制精氨酸合成 ， 并且 ， ２０Ｅ

通过促进精氨酸酶 （ ａｒｇ ｉｎａｓｅ ， Ｊ ｒｇ ） 的表达 ， 促进精氨酸分解 ， 从而使血淋巴中的精氨

酸在进入游走期后含量较取食期大幅下降 。 而谷氨酸脱氢酶 （ ｇ ｌ ｕ ｔａｍ ａｔｅｄｅｈｙｄ ｒｏｇｅｎ ａｓｅ ，

ＧＤＨ ） 在取食期和游走期的中肠中高表达 ， 促进取食期从食物中获得的谷氨酸转变为 ｃｃ

－

酮戊二酸 ， 从而使 ｃｔ

－酮戊二酸含量在游走期升高 。 进入蛹期后 ， （Ｘ
－酮戊二酸在另

一

种谷

氨酸脱氢酶 （
§

丨 １？３ １１１ ３ １６ ￡＾
）
＾ １

＇

〇
§
６０３５６－

丨此 ， ０〇＾－

丨 丨 １｛６ ） 的作用 下转变为谷氨酸 ， 加之变

态期细胞 自噬产生的游离氨基酸也转变为谷氨酸 ， 从而使血淋巴中的谷氨酸在蛹期大量

增加 ， 成为成虫发育的主要能量物质 。 在幼虫停止取食进入变态期后 ， ２０Ｅ 通过调控不

同代谢途径中关键基因的表达从而重编程氨基酸代谢支持棉铃虫的变态发育 。

结论

―

、 蜕皮激素通过 ＫＬＦ １ ５ 整合促进 自噬和糖异生从而维持昆虫变态发育中葡萄糖稳态

１ ． ２０Ｅ 通过 ＥｃＲ 促进 尺／／７５ 的表达 。

２ ．ＫＬＦ １ ５ 通过结合 启动子区域的 ＫＬＦｂｓ 促进 Ｊ ／ｇＳ 的转录 ， 促进脂肪体的 自

噬和凋亡 。

３ ． 变态期幼虫组织发生 自噬与凋亡为糖异生提供底物 。

４
． 棉铃虫变态发育过程中 ， ２０Ｅ 通过 ＫＬＦ １ ５ 调控糖代谢基因表达重编程糖代谢 。

二、 蜕皮激素重编程氨基酸代谢支持昆虫的变态发育

１ ． 棉铃虫生长发育过程中体内 的代谢产物会发生变化 。

２ ． 精氨酸、 ａ－酮戊二酸和谷氨酸分别在幼虫取食期 、 游走期和蛹期富集 ， 是幼虫取

食期 、 游走期和蛹期的标志代谢物 。 精氨酸在幼虫期促进幼虫生长和增殖 ， ａ－酮戊二酸

在游走期促进幼虫 自 噬 ， 谷氨酸在蛹期促进成虫生长和增殖 。

３ ．２０Ｅ 通过抑制 ？

的表达 、 促进 的表达降低变态期精氨酸的水平 。

４ ． 在取食期和游走期中肠中高表达的 Ｇ办 会促进谷氨酸转变为 ａ－酮戊二酸 。 酮

戊二酸通过在蛹期脂肪体中高表达的 ＧＷｆｅ－

／／知 转变为谷氨酸。

５ ． 自噬可以产生多种游离氨基酸并转化为谷氨酸 ， 从而为成虫发育提供能量 。

科学意义

该研究．阐 明 了类固醇激素 ２０Ｅ 通过调控不 同基因表达重编程糖代谢和氨基酸代谢

的分子机制 ， 阐 明 了代谢与组织重塑的关系 ， 为深入研宄类固醇镦素调控代谢重编程提

供了新的理论知识 ， 为害虫防治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靶标基因 。
■

关键词 ： 蜕皮激素 ； 代谢 ； 组织重塑 ？

， 转录因子 ＫＬＦ １Ｓ
； 精氨酸 ； （＊

－酮戊二酸 ； 谷氨酸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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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

Ｈ ｏ ｌｏｍ ｅｔａｂｏ ｌｏｕｓ ｉ ｎ ｓｅｃ ｔｕ ｎｄｅ ｒｇｏｆｏｕ ｒｄｅｖ ｅ ｌ ｏｐｍ ｅｎ ｔａ ｌｓ ｔａｇｅｓ
ｉｎｔｈ ｅ ｉｒ ｌ ｉｆｅ ：ｅｇｇ ，

ｌ ａｒｖａ
，ｐｕｐａ

ａｎｄａｄｕ ｌ ｔ ．Ｆｅｅｄ ｉｎ
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 ｅｖ 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 ｉ ｎ ｌ ａｒｖａ ｌｓｔａｇｅｓ ，ｓｔｏｐｓ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ｉｎ

ｍ ｅｔａｍ ｏｒｐｈｏｓ ｉｓ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ｓｔ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ｌ ａｒｖａｔｈ ｒｏｕｇｈｐｕｐａ ｔｏａｄｕ ｌｔ

） ，
ａｎｄｓｕｒｖ ｉｖｅａｎｄ

ｄｅｖｅ ｌｏ
ｐａｄｕ ｌ ｔｔ ｉ ｓｓｕｅ ｓｂｙｂ ｒｅａｋ ｉ ｎ ｇ

ｄｏｗｎ ｌ ａｒｖａ ｌｔ ｉ ｓ ｓｕｅ
，ａｐ ｒｏｃｅｓ ｓｋｎｏｗｎａｓ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２０ －

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
２０Ｅ

）
ｉ ｓ ａ ｃ ｒｕｃ ｉ ａ ｌｈｏｒｍ ｏｎｅ 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ｓ ｉ ｎｓｅｃｔ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 ｓ ．Ｔｈｅｈ ｉｇｈ

－

ｔ ｉ ｔｅｒ

２０Ｅ ｄｕｒ ｉｎｇ 

ｍ ｅｔａｍｏｒｐ
ｈｏｓ ｉ ｓ  ｉ ｎｈ ｉｂ ｉ ｔｓ ｆｅｅｄ ｉ ｎ ｇ 

ｂ ｅｈａｖ ｉ ｏｒ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ｅ 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ｕ ｌ ｉｎ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ｇ ｉｎｇｒｅａｔｃｈ ａｎｇｅｓ ｉｎｔｈ ｅ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ｆｒｏｍ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ｔｏｅｎｅ ｒｇｙａｃｑｕ ｉ ｓ ｉ ｔ ｉｏｎｂ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 ｉ ｎｇ
ｌａｒｖａ ｌｔ ｉ ｓ ｓｕｅｓ

，
ｗｈ ｉ ｃｈ ｉｎｖｏ ｌ ｖ 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ｓ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ｔｅｓ ．Ｉｎ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ｍ ａ
ｊ
ｏｒａｇｒ ｉ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ｐ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
ｃｏｔｔｏｎｂｏ ｌ ｌｗｏｒｍ

，
ｗａｓｕ ｓｅｄａｓ ｔｈ 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 ｏｄｅ ｌｔｏ ｉｎｖｅ ｓｔ ｉ ｇａｔｅｔｈ ｅｍ ｏ ｌ ｅｃｕ ｌａ ｒｍ ｅ 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２０Ｅ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ｎｇ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ｃ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ｉ ｎｇ
ｄｕ ｒ ｉｎｇ

ｍ 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 ｓ
，

ｉ ｎ ｃ ｌｕｄ ｉ ｎｇ 
ｔｈ ｅ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２０Ｅ ｏｎＫＬＦ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 ｏｎａｎｄ

ｉ ｔｓｒｏ ｌ ｅ ｉｎ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
ｇ

ｌｕ ｃｏｎ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
；ｔ
ｈｅｍ ｏ ｌ ｅｃｕ ｌａｒ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 ２０Ｅ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ｎｇ

ａｍ ｉｎｏ

ａｃ ｉｄ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ｃ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ｉ ｎｇ
ｂｙ
ｍ ｅｔａｂｏｎｏｍ ｉ ｃｓ ．

Ｒｅｓｕ ｌｔｓ

Ｂｙｄｅｔｅｃｔ 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 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 ｓｏｆＫＬＦ １ ５ｄｕ ｒ ｉｎｇｔｈｅｄ ｅ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 ｔａｎｄ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
ｈｏｓ ｉ ｓ

，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ＫＬＦ  １ ５ｗａｓｈ ｉ ｇｈ ｌｙｅｘｐｒｅｓ ｓｅｄ ｉｎｔｈｅｆａｔｂｏｄｙｄｕｒ ｉｎｇ

ｍ ｅｔａｍ ｏｒｐｈｏｓ ｉ ｓ
，ａｎｄ２０Ｅｐｒｏｍｏ ｔｅｄＫｌｆｌ ５ｔｒａｎ 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ｔｈ ｒｏｕｇｈＥｃＲ ，Ｂｙｏｂｓｅｒｖ ｉｎｇ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
ｌｏｇｙ 

ｏｆ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ｅｘｐｅｒ ｉｍ ｅｎ ｔｓ

， 
ＫＬＦ  １ ５ｗａｓｃｒｕｃ ｉ ａ ｌ ｆｏｒ 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ｔｂｏｄｙ
ｄｕｒ ｉｎｇ

ｍ 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 ｓ ｉ ｓ ． Ａｆｔｅｒ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Ｋｌｆｌ ５ ，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ｔｅｓａｎｄｒｅ ｌ 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ｓ
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
ａｎｄＫＬＦ 】 ５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ｏｐｒｏｍ ｏｔｅｇ ｌｕｃｏｎ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

，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Ｔｈ 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 ｉ ｔ ｉｏｎｏｆｆａｔｂｏｄｙｗａｓ 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ｒｅ ｌ ａｔｅｄ

ｇｅｎ ｅ８
｛
Ａ ｔｇ８＼

ｔｈｅ ｌｅｖｅ ｌｏｆ
ｇ

ｌｙｃｏｇｅｎ ｉ ｃ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ｓ ｉｎ ｃ ｌｕｄ ｉｎｇ

ｆｒｅｅｆａｔｔｙ 

ａｃ ｉｄ ｓ
（
ＦＦＡ ｓ

） ，ｇ ｌｙｃｅｒｏ ｌ
，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ａｍ ｉｎｏａｃ ｉｄ ｓ
（
ＦＡＡ ｓ

）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
ｇ

ｌｕｃｏｓ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 ｉｎｄ ｉ ｃａｔ ｉｎｇ

ｔｈａｔＫＬＦ  １ ５

ｐ ｒｏｍｏｔｅｄ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ｖ ｉｄｅｄ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ｆｏ ｒ
ｇ ｌｕｃｏｎ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 ．Ｗｅ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ｂ ｉｎｄ ｉｎｇ

ｓ ｉｔｅｓｏｆ ．

ＫＬＦ  １ ５
（
ＣＡＣＣＣ

，
ＫＬＦｂｓ

）
ｉｎｔｈ ｅ

ｐ ｒｏｍｏｔｅ ｒｓｅｑ
ｕｅｎ ｃｅｏｆ Ａ ｔｇ８ａｎｄＰｅｐｃｋ

，
ａｎｄ２０Ｅ ｉｎｄｕ ｃｅｄｔｈ ｅ

ｂ ｉｎｄ ｉｎｇｏｆＫＬＦ １ ５ｔｏＫＬＦｂ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 ｅ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ｏｆＡ ｔｇ８ａｎｄＰｅｐｃｋ ．２０Ｅ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ｅ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ｆｒｏｍｇ ｌｙｃｏ ｌｙｓ ｉ ｓ ｉｎｆｅｅｄ ｉｎｇｐ
ｈａｓｅｔｏｇ ｌｕｃｏｎ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ｉｎ

ｍ ｅｔａｍｏ ｒ
ｐ
ｈｏ ｓ ｉ ｓｐｈａｓｅ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ｇｅｎ ｅ ｓｒｅ ｌ ａｔｅｄｔｏｇｌｕｃｏｓｅ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 ｉｇｎ
ｉ ｆｉ ｃａｎｔ ｌｙ，ｇｏ ｉｎｇ

ｆｒｏｍｈ ｉｇｈ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ｆ
ｇ

ｌｙｃｏ ｌｙｓ ｉ ｓ
，ｇｌｙｃｏｇｅｎａｎｄｔｒｅｈａ ｌｏｓｅ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ｇｅｎｅｓ

ｄｕｒ ｉｎｇｆｅｅｄ 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ｔｏｈ ｉ ｇｈ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ｇ ｌ ｕ ｃｏｎ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
，ｇ ｌｙｃｏｇｅｎａｎｄｔｒｅｈａ ｌｏｓｅ

Ｉ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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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ｏｍｐｏｓ ｉ ｔ ｉ ｏｎｇｅ
ｎ ｅｓｄｕｒｉｎｇ

ｍｅｔａｍｏｒ
ｐ
ｈｏｓ ｉ ｓ

， ｌ ｅａｄ 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 ｉｎ ｃ ｒｅａｓｅｏｆｈ ｅｍ ｏ ｌ

ｙｍｐｈｇ
ｌｕｃｏｓ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Ｔｈ ｅｓｅｆｉｎｄ ｉ ｎｇ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２０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ＫＬＦ １ ５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ｅａ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ｙａｎｄ

ｇ ｌ ｕｃｏｎ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ｔｏｍ ａ ｉ ｎ ｔａ ｉ ｎ
ｇ ｌｕｃｏｓｅｈｏｍ ｅｏｓｔａｓ ｉ ｓｄｕｒ ｉｎｇ

ｍ ｅｔａｍｏ ｒｐ
ｈｏ ｓ ｉ ｓ ．

Ｔｈｅｍ 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ｔｅｓｗｅｒｅｍ 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 ｎｔｈｅｈｅｍｏ ｌｙｍｐ
ｈａｔｔｈ ｅ ｌａｒｖ ａ ｌ

ｇｒｏｗ
ｉ ｎｇ

ｓｔａｇｅ（
６ｔｈ

－２４ｈ
） ，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６ｔｈ

－９６ｈ
）
ａｎｄ

ｐ
ｕｐａ ｌｓｔａｇｅ（

Ｐ６
）

．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 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ｔｅｓｃ ｈａｎ ｇｅｄ

ｓ ｉｇｎ ｉ ｆｉ ｃａｎ ｔ ｌ

ｙｄ ｕ ｒ 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ａｎｄｍ ｅｔａｍ ｏｒｐ
ｈｏｓ ｉ ｓｏｆＨ．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Ａ ｒｇ ｉ ｎ ｉ ｎｅ

，ａ
－

ｋｅｔｏｇ ｌｕ ｔａｒａｔｅ
（
ａ－ＫＧ

）
ａｎｄ

ｇ
ｌｕ ｔａｍ ａｔｅ

（
Ｇ Ｉｕ

） 

ｗｅｒ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ｅｄａｓ ｔｈ ｅｍ ａ ｒｋ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ｔｅｓｏ ｆ ｔｈｅｆｅｅｄ ｉ ｎｇ

ｌ ａｒｖａ
，
ｗａｎｄ ｅｒ ｉｎｇ

ｌａｒｖａａｎｄ
ｐ

ｕｐａ ． Ａ ｒｇ ｉｎ ｉｎ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ｌａｒｖａ ｌｃｅ ｌ ｌ

ｐ
ｒｏ ｌ ｉｆ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ａ
－ＫＧ

ｐｒｏｍ ｏｔｅｄ

ｌ ａｒｖａ ｌｃｅ ｌ ｌ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ａｎｄＧ Ｉｕ
ｐ

ｒｏｍ ｏｔｅｄａｄｕ ｌ ｔｃｅ ｌ ｌ

ｐ
ｒｏ ｌ ｉｆ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 ｉ ｎｇ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 ｏｎ

ｏｆ ａｒｇ ｉｎ ｉ ｎｏ ｓｕ ｃｃ ｉ ｎ ａ ｔｅ
（
＾５５

） ，
２０Ｅ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ｅｄ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 ｓ ｉｓｏｆ ａｒｇ ｉｎ ｉ ｎ ｅ

；ａｄｄ ｉ ｔ ｉｏｎ ａ ｌ ｌｙ，ｂｙｐｒｏｍ ｏｔ ｉ ｎｇ

ｔｈ ｅ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 ｏｎｏｆ ａｒｇ ｉｎａｓｅ
（
Ａｒｇ） ，

２０Ｅ
ｐ

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ｄｅｃｏｍ ｐ
ｏｓ ｉ 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ｒｇ

ｉｎ ｉｎｅ
，ｒｅｓｕ ｌ ｔ ｉ ｎｇ ｉｎａ

ｓ ｉｇｎ ｉ ｆｉ ｃａｎ ｔｄ 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 ｎａｒｇ
ｉｎ ｉｎ ｅ ｌｅｖｅ ｌ ｓｉｎｔｈ ｅｈｅｍｏ ｌｙｍ ｐ

ｈａｆｔｅｒ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ｍ ｅ ｔａｍ ｏ ｉｐｈｏｓ ｉ ｓ

ｓｔａｇｅ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
ｄｔｏｔｈ ｅ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ｓ ．Ｇ ｌｕｔａｍ ａｔｅｄｅｈｙｄ 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ＧＤＨ

）
ｗａｓｈ ｉｇｈ 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ｔｈｅｍ ｉ ｄ
ｇｕ ｔｄｕ ｒ ｉ ｎｇ

ｆｅｅｄ ｉ ｎｇａｎｄｗａｎｄ ｅｒ 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 ，ｗｈ ｉｃ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 ｅｃｏｎｖ ｅ ｒｓ ｉｏｎｏｆＧ Ｉｕ

ｏｂｔａ ｉｎ ｅｄｆｒｏｍｆｏｏｄ ｉｎ ｔｏａ－ＫＧ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ｌｅｖｅ ｌ ｓｏｆ ａ－ＫＧｄｕ ｒ ｉｎｇ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ｓ ． Ａ ｆｔｅｒ

ｅｎｔｅｒ 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ｐａ ｌｓｔａｇｅ ，ａ
－ＫＧ ｉ 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ｅｄｉｎｔｏＧ Ｉｕｂｙ

ａｎｏｔｈ ｅｒ
ｇ ｌ ｕｔａｍ ａｔｅｄ ｅｈｙｄ 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

ｌ ｉｋｅ（
ＧＤＨ －

ｌ ｉｋｅ
）

．ａｎｄＦＡＡ 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ｄｕｒ ｉｎｇｍ ｅｔａｍｏｒｐ
ｈｏ ｓ ｉ ｓｗｅｒｅａ ｌ ｓｏ

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 ｅｄ ｉ ｎｔｏＧ Ｉｕ
，ｒｅｓｕ ｌｔ ｉｎｇ

ｉｎａ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 ｎ 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Ｇ Ｉｕ ｉｎｔｈ ｅ
ｐｕｐａ

ｌｈ ｅｍ ｏ ｌｙｍｐｈ ， ｉ ｔ

ｂｅｃｏｍ ｅ ｓｔｈ ｅ
ｐｒ

ｉｍ ａｒｙ
ｓｏｕ ｒｃｅｏｆ ｅｎ ｅｒｇｙ

ｆｏｒａｄｕ ｌ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２０Ｅ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ｅｄａｍ ｉ ｎｏａｃ ｉ ｄ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 ｉ ｓ ｓｕｅ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ｄｕｒ ｉｎｇ
ｍ ｅｔａｍｏｒｐ

ｈｏ ｓ ｉｓｂｙ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 ｎｇ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ｇｅｎ ｅ ｓ ｉ ｎ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
ｐａ

ｔｈｗａｙｓ ．

Ｃｏｎｃｌｕ ｓ ｉｏｎ

ＫＬＦ １ ５  ｉｎ ｔｅｇｒａ
ｔｅｄ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
ｇｌ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ｔｏｍａｉｎ ｔａｉｎ

ｇ
ｌｕｃｏｓｅｈｏｍ ｅｏｓ ｔａｓ ｉｓｕ ｎｄｅｒ

２０－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１ ． ２０Ｅ
ｐｒｏｍ ｏ ｔｅｄＫｌ／１５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ｔｈ ｒｏｕｇｈＥｃＲ ．

２ ． ＫＬＦ  １ ５
ｐｒｏｍｏ ｔｅｄ Ａ ｔｇ８ ｔｒａｎ 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ｂｙ 

ｂ ｉｎｄ ｉｎｇ 

ｔｏＫＬＦｂｓ ｉｎ ｔｈｅ Ａ ｔｇ８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 ｒ， ｔｈ ｅ ｒｅｂｙ

ｐｒｏｍ ｏｔ ｉ ｎｇ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ｉｎｔｈｅ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ｄｕｒ ｉ ｎｇ

ｍｅｔａｍｏ ｒｐｈｏｓ ｉ ｓ ．

３ ． Ａ 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ｏｆ  ｌ ａｒｖａｔ ｉ ｓ ｓｕｅｄｕ ｒ ｉｎｇ
ｍ ｅｔａｍｏｒｐ

ｈｏｓ ｉ ｓ
ｐ ｒｏｖ ｉｄｅｄｔｈ ｅｓｕ ｂｓｔｒａｔ ｅｓ

ｆｏ ｒ
ｇ ｌ 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 ．

．

４ ．２０Ｅ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ｅｄｇ ｌｕｃｏ ｓｅ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ｂｙ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ｔｈ 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ｇ ｌ ｕ ｃｏｓｅ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ｇｅｎｅｓ ．

２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ａｍ ｉｎｏａｃ 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 ｉｓ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 ｅｍ ｅｔａｍｏｒｐｈ ｉｃ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ｏｆ  ｉｎｓｅｃ ｔｓ

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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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Ｔｈｅｈｅｍｏ ｌｙｍｐ
ｈｍ 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ｔｅｓｗｅｒｅａ ｌ ｔｅｒ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ｍ ｅｔａｍｏｒ

ｐ
ｈｏｓ ｉ ｓｏｆＨｅ ｌ 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

２ ．Ａ ｒｇ ｉｎ ｉ ｎ ｅ
，ａ

－ＫＧａｎ ｄＧ ｌ ｕａ ｒ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ｍ ａｒｋｅ ｒ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ｌ ａｒｖａｅ
，

ｗａｎｄｅｒ ｉｎｇ ｌ ａｒｖ ａｅａｎｄ
ｐｕｐａｅ ，

ｗｈ ｉ ｃｈ
ｐ

ｒｏｍｏｔｅｄ ｌ ａｒｖａ ｌｃｅ ｌ ｌ

ｐ ｒｏ ｌ ｉｆｅ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 ｌ ａｒｖａｌｃｅ ｌ ｌ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 ｉｍ ａｇ

ｉ ｎ ａ ｌｃｅ ｌ ｌ

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ｇｒｏ

ｗｔｈ
，
ｒｅ 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 ｌｙ ．

３ ．Ｔｈｅａｒｇ ｉ ｎ ｉ ｎ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ｗｅ ｒｅｄｅｃ ｒｅａｓｅｄｂｙ
２０Ｅ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ｖ ｉ ａｒｅ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ａｎｄｕｐｒ
ｅｇ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Ａ ｒｇ

ｅｘｐ
ｒｅ ｓｓ ｉ ｏｎｄｕ ｒ ｉ ｎｇ

ｍ ｅｔａｍ ｏｒｐｈｏｓ ｉ ｓ ．

４ ．Ｔｈ ｅａ－ＫＧｗａｓ ｉ ｎ ｃ 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ｎ ｓｆｏ 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ｏｆＧ ｌｕｂｙＧＤＨｅｘｐｒｅｓ ｓｅｄ ｉ ｎｔｈ ｅ

ｆｅｅｄ 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ｎｄｅｒ ｉｎｇ
ｌ ａｒｖ ａ ｌｍ ｉ ｄｇｕｔｔｈａｔｗａｓｒｅｐｒｅ ｓ ｓｅｄｂｙ

２０Ｅｄｕｒ ｉｎｇｍ ｅｔａｍ ｏｒｐｈｏｓ ｉｓ ．Ｔｈｅ

Ｇ ｌｕｗａｓ ｉｎｃ 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ｎ ｓ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ＫＧｂｙ
ＧＤＨ －

ｌ ｉｋ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ｅｄ ｉｎｔｈ ｅ
ｐｕｐａ ｌｆａ ｔ

ｂｏｄｙ

ｔｈａｔｗａｓ ｕｐ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ｄｂｙ
２０Ｅ ＊

５ ． Ｔｈｅ ＦＡＡ ｓ
ｐ ｒｏ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 ｌ ｓｏ ｃｏｎｔｒ ｉｂｕｔｅｄｔｏ ｔｈ 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 ｌｕ ｌ ｅｖｅ ｌ ｓａｔ
ｐｕｐａ ｌ

ｓｔａｇｅ ｓ ．

Ｓ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ｈ ｉ ｓｓｔｕｄｙ
ｅ ｌｕ ｃ ｉ ｄ ａｔｅｄｔｈ ｅ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 ｓｔｅｒｏ ｉ 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２０Ｅ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ｉｎｇ

ｇ ｌｕｃｏ ｓｅ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ａｎｄａｍ ｉ ｎ ｏａｃ ｉｄｍ 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ｂｙ
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ｎｇ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ｅ ｓ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 ｏｎ

，
ａｎｄ

ｉ ｌ 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 ｌ ａｔ ｉｏｎ ｓｈ 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ａｎｄｔ ｉ ｓ ｓｕｅ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Ｉ ｔｐｒｏｖ ｉｄｅｄ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 ｌ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ｆｏｒｆｕｒｔｈ ｅｒ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ｒｍ ｏｎ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ｃ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ｉ ｎｇ ，ａｎ ｄｐ
ｒｏｖ ｉ ｄ ｅｄｔｈｅｏｒｅ ｔ ｉ ｃａ ｌｂ ａｓ ｉ ｓａｎｄｔａｒｇ

ｅｔ
ｇｅｎｅｓｆｏｒ

ｐｅｓ
ｔｃｏｎ ｔｒｏ ｌ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２０－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

；
ｍ ｅｔａｂｏｌ ｉｓｍ

；
ｔ ｉｓｓｕ ｅｒｅ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

Ｋｒ ｉｉ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 ｔｏ ｒ１ ５

；

ａｒｇ ｉｎ ｉｎｅ
；
ａ－ＫＧ

；
Ｇ ｌｕ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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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表 １
－

１ 符号说明

Ｔａｂ ．１
－

１Ｓｙｍｂｏ ｌｄｅｓｃ ｒｉｐ ｔ ｉｏｎ

缩略语英文圣称
？

中文全称

２０Ｅ ２０－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２０－轻基銳皮酮

３ －ＭＡ ３ －ｍ ｅｔｈ
ｙ

ｌａｄｅｎ ｉｎｅ ３
－甲基腺嗓呤

５Ｆ ｆｉｆｔｈｆｅｅｄ ｉ ｎｇ
ｓｔａｇｅ ５龄取食期

５Ｍ ｆｉｆｔｈｍ ｏ ｌ ｔ 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５龄４兑皮期

６ｔｈ －６ｈ ｓ ｉｘｔｈ ｉｎ ｓｔａｒ ６ｈ ６ｔｈ －６小时

６ｔｈ －２４ｈ ｓ ｉｘｔｈ ｉｎ ｓｔａｒ ２４ｈ ６ｔｈ ＿２４小时

６ｔｈ－４８ｈ ｓ ｉｘｔｈ ｉｎ ｓｔａｒ ４８ｈ ６ｔｈ４８小时

６ｔｈ －７２ｈ ｓ ｉｘｔｈ ｉｎ ｓ ｔａ ｒ ７２ｈ ６ｔｈ －７２小时

６ｔｈ －

９６ｈ ｓ ｉｘｔｈ ｉ ｎ ｓｔａｒ ９６ｈ ６ｔｈ －

９６小时

６ｔｈ
－

１ ２０ｈ ｓ ｉｘｔｈ ｉ ｎ ｓｔａｒ １ ２０ｈ ６ｔｈ－

１ ２０小时

Ｐ０ ｐｕｐ
ａｏｎｄａｙ

０蛹０天

Ｐ２ ｐｕｐ
ａｏｎｄａｙ

２蛹２天

Ｐ４ ｐｕｐ
ａｏｎｄａｙ

４蛹４天

Ｐ６ ｐｕｐａｏｎｄａｙ
６蛹６天

Ｐ８ ｐ
ｕ
ｐ
ａｏｎｄａｙ

８ 蛹８天

ＡＮＯＶＡ 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ｏｆ ｖａｒ ｉ ａｎ ｃ ｅ方差分析

ＡＲＧ ａｒｇ ｉｎａ ｓｅ 精氧酸酶

ＡＳＳ ａｒｇ
ｉｎ ｉ ｎｏ ｓｕ ｃｃ ｉ ｎａｔｅｓｙｎ ｔｈｅ ｔａ ｓｅ精胺琥拍酸合酶

ＡＴＧ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

ｒｅ ｌ 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自 噬相关基因

ｂｐ ｂａｓｅ
ｐａ ｉ ｒ碱基对

°

Ｃ ｄｅｇｒｅｅＣｅ ｌ ｓ ｉ ｕ ｓ摄 氏度

ＣＡＳＰ３ ｃａｓｐ
ａｓｅ －

３ 半胱氨酸蛋 白酶 ３

ｃＤＮＡ ｃｏｍｐ ｌ 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 ｅｏｘｙｒｉｂｏｎ ｕｃ ｌ ｅ ｉ ｃａｃ ｉｄ互补脱氧核糖核酸

ＣｈＩＰ ｃｈｒｏｍ ａｔ ｉｎ ｉｍｍ ｕｎｏｐｒｅｃ
ｉ

ｐ
ｉ ｔａｔ ｉｏｎ染色质免疫共沉淀

ＤＡＰ Ｉ ４
＼
６
－ｄ ｉａｍ ｉ ｄ ｉ ｎｏ－２

－

ｐｈｅｎｙ ｌ ｉ ｎｄｏ ｌｅ４
‘

， ６
－二脒基 －２－苯基 Ｂ引

哚

ＤＥＰＣ ｄ ｉｅｔｈｙｐｙ 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ｔｅ焦炭酸二 乙酯

ＤＭＳＯ ｄ ｉｍｅｔｈｙ ｌｓｕ ｌ ｆｏｘ ｉｄｅ二 甲基亚讽

ｄｓＲＮＡ ｄｏｕｂ ｌ ｅ －

ｓｔｒａｎｄｅｄＲＮＡ双链核糖核酸
？

ＥｃＲ 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蛛皮激素受体

ＥｃＲＥ ｅｃｄｙ ｓｏｎｅ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ｄ ｅｍ ｅｎ ｔ
？

銳皮激素受体元件

ＦＡＡ ｓ ｆｒｅｅａｍ ｉｎｏａｃ ｉ ｄ ｓ游离氨基酸

ＦＦＡｓ ｆｒｅｅｆａｔｔｙ
ａｃ ｉ ｄ ｓ游离脂肪酸

Ｇ ６Ｐ ｇ ｌ ｕｃｏｓｅ
－６－

ｐ
ｈｏｓｐ

ｈ ａ ｔａｓｅ葡萄糖 －

６ －鱗酸

ＧＦＰ


ｇｒｅｅｎｆｌｕｏｒｅ ｓｃｅｎ ｔ
ｐ

ｒｏｔｅ ｉ ｎ


绿色焚光蛋 白


Ｘ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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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

１ 符号说明

Ｔａｂ ． １
－

１Ｓ
ｙｍｂｏ ｌｄｅｓｃ ｒ ｉｐ ｔ ｉｏｎ

缩略语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

Ｇ ｌｕ ｇ ｌ ｕ ｔａｍ ａｔｅ谷氨酸

ＧＤＨ ｇ ｌｕ ｔａｍａｔｅｄｅｈｙｄ ｒｏｇｅｎａｓｅ谷氨酸脱氢酶

Ｇ Ｓ ｇ ｌｙｃｏｇｅｎｓｙｎ ｔｈａｓｅ糖原合成酶 ．

．

ｈ ｈｏｕ ｒ 小时

ＨａＥ
ｐ

ｉＨ．ａｒｗ ／ｇｅｒａ ｅｐ
ｉｄｅ ｒｍ ａ ｌｃｅ ｌ ｌ ｌ ｉ ｎ ｅ棉铃虫表皮细胞系

ＨＥ ｈｅｍａｔｏｘｙ ｌ ｉ ｎａｎｄｅｏｓ ｉ ｎ苏木精伊红

Ｈ３ ｈ ｉ ｓｔｏｎｅＨ３组蛋 白Ｈ ３

ＨＫ ｈｅｘｏｋ ｉｎａｓｅ 己糖激酶

ＩｇＧ ｉｍｍｕｎｏｇ ｌｏｂ ｉｎＧ免疫球蛋 白Ｇ

ＩＭ ｉｍ ａｇｉｎａ ｌｍ ｉｄｇｕ
ｔ成虫 中肠

ＩＰＴＧ ｉ ｓｏｐｒｏｐｙ ｌ

ｐ
－Ｄ －Ｔｈ ｉｏｇａ ｌ ａｃｔｏｓ ｉ ｄｅ异丙基硫代 －

Ｐ
－Ｄ－半乳

糖苷

ｋＤａ ｋ ｉ ｌｏｄａ ｌｔｏｎ 千道尔顿

ＫＬＦ ｋｒｕ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 ｒ ｋｒ ｉｌｐｐｅ 丨 样转录因子

Ｌ ｌ ｉ ｔｅ ｒ 升

ＬＢ ｌ ｕｒｉａ
－ｂｅｒｔａｎ ｉｍ ｅｄ ｉｕｍ Ｌｕｒ ｉ ａ

－Ｂｅｒｔａｎ ｉ±咅养基

ＬＣ３ｍ ｉｃｒｏｔｕｂｕ ｌｅ
－

ａ ｓ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１ ｌ ｉ

ｇｈ ｔ微管相关蛋 白 １轻链

ｃｈａ ｉｎ３ ３

ＬＭ ｌａｒｖａ ｌｍ ｉｄｇ
ｕｔ 幼虫中肠

Ｍｍｏ ｌ

ｐ
ｅｒ ｌ ｉ ｔｅｒ 摩尔每升

ｍｇｍ ｉ ｌ ｌ ｉｇｒａｍ 毫克

ｍ ｉｎｍ ｉｎｕｔｅ 分钟

ｍＬｍ ｉ ｌ ｌ ｉ ｌ ｉｔｅｒ 毫升

ｍＲＮＡ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ＲＮＡ 信使ＲＮＡ

ｎｇ ｎａｎｏｇｒａｍ 纳克

ＰＡ ｐｙｒｕｖ ｉｃａｃ ｉｄ 两酮酸

ＰＢＳ ｐｈｏｓｐ
ｈａｔｅ

－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ｓａ ｌ ｉｎｅ鱗酸盐缓冲液

ＰＣＲ ｐｏ 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 ｉｎｒｅａｃｔ ｉｏｎ聚合酶链式反应

ＰＥＰＣＫ ｐｈｏｓｐ
ｈｏｅｎｏ ｌｐｙｒｕｖａｔ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ｋ ｉ ｎａ ｓｅ磷酸焼醇丙酮酸羧激

酶

ＰＦＫ ｐｈｏｓｐ
ｈｏｆｒｕｃ ｔｏｋ ｉｎａｓｅ碟酸果糖激酶

ｐ
Ｈ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 ｉ ｏｎ氣离子浓度指数

ｐ
－Ｈ３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 ａｔｅｄｈ ｉ ｓｔｏｎ ｅＨ ３组蛋 白Ｈ ３鱗酸化

ＰＫ ｐｙｒｕｖａｔｅｋ ｉｎａｓｅ 丙酮酸激酶 ．

ＰＭ ＳＦ ｐｈｅｎｙ
ｌｍ ｅｔｈａｎｅ ｓｕ ｌ ｆｏｎ ｙ ｌｆｌ ｕｏ ｒ ｉｄｅ丙 甲基磺酰氟

ＰＴＵ ｐｈｅｎｙ ｌｔｈ ｉｏｕｒｅａ 苯基硫脲

ｑ
ＰＣＲ ｑｕａｎ

ｔ ｉｔａｔ ｉｖｅｒｅａ ｌ
－

ｔ ｉｍｅｒｅｖ ｅｒｓｅ实时焚光定量ＰＣＲ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
ｐｏ 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 ｉ ｎ



ｒｅａｃｔ ｉｏｎ


Ｘ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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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

１ 符号说明

Ｔａｂ ＊１
－

１Ｓｙｍｂｏ ｌ ｄｅｓ 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

缩略语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ｓ ｓｅｃｏｎｄ 秒

ＳＤＳ －ＰＡＧＥ ｓｏｄ ｉｕｍｄｏｄ ｅｃｙ ｌｓｕ ｌ ｆａｔｅ
－十二燒基硫酸钠 －聚丙

ｐｏ
ｌｙａｃ ｒｙ ｌａｍ ｉ ｄｅ

ｇｅ
ｌｅ 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 ｉ ｓ婦酰胺凝胶电泳

ＴＣＡｃｙｃ ｌ ｅ ｔｒ ｉ ｃａｒｂｏｘｙ ｌ ｉ ｃａｃ ｉ ｄｃｙｃ ｌ ｅ三竣酸循环

ＴＰＳ ｔｒｅｈａ 
丨ｏｓｅ

－

６ －

ｐ
ｈｏ ｓｐｈａｔ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海藻糖 －

６
－磷酸合成酶

ＴＲＥ ｔｒｅｈａ ｌ ａ ｓｅ 海藻糖酶

ＵＳＰ １ ｕ ｌ ｔｒａｓｐ
ｉ ｒａｃ ｌ ｅ ｉ ｓｏｆｏｒｍ１超气门蛋 白１

ＹＦＰ ｙｅ
ｌ ｌｏｗｆｌ ｕｏ ｒｅ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 ｉｎ黄色焚光蛋 白

ａ－ＫＧ ａ ｌｐｈａ
－ｋｅｔｏｇ ｌｕｔａｒａｔｅ ｏｔ

－酮戊二酸

Ｈｇｍ ｉ ｃｒｏｇｒａｍ 微克

（

ｘＬ


ｍ ｉ ｃ ｒｏ ｌ ｉｔｅｒ


微升


？

 ．

．
？

Ｘ Ｉ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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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１ ． 舰

昆虫是地球上己知的数量和种类最多的生物类群 ， 目 前 已知的被命名 的 昆虫种类已

经超过 １ ００ 万种
［

１
］

。 变态发育是 昆虫适应进化的结果 ， 根据发育历程可 以将昆虫的变态

种类分为增节变态 、 表变态 、 原变态 、 不完全变态和完全变态 。 完全变态 昆虫
一

生经历

卵 、 幼虫 、 蛹和成虫四个发育时期 ， 在变态发育过程中 ， 昆虫的 内部结构 、 外部形态和

生理功能均发生显著变化 ， 组织发生重塑 ， 即幼虫组织降解及成虫组织形成 ， 体 内 的代

谢也发生变化 ， 从摄食获得能量转变为降解组织获得能量 。 蜕皮激素 （此文指 ２０－经基

蚊皮酮 ， ２０ －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 ２０Ｅ ） 作为调控昆虫变态发育的重要激素 ， 在 昆虫变态发

育过程中如何调控组织重塑及代谢依旧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 昆虫 由于生长周期短 、 形态

变化显著 ， 因此是
一

种十分 良好的实验模型 。 本研究 以重大农业害虫棉铃虫为研宄对象 ，

通过研宄蜕皮激素调控昆虫变态发育 、 组织重塑 以及代谢 ， 阐 明蜕皮激素调控代谢重编

程及其与组织重塑的关系 。 本研究丰富 了激素调控机体发育的知识 ， 为研宄代谢重编程

提供理论参考 ， 同时为害虫防治提供靶标基因 ， 对于保护农业减少农作物损耗从而提高

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２ ．２０Ｅ促进昆虫变态发肓

昆虫的变态发育主要 由 ２０Ｅ 调控 ［
２

，３ ］
。 在昆虫发育过程中 ， 体 内 的 ２０Ｅ 滴度发生

明显变化 ， 如在烟草天蛾中 ， 幼虫期 ２０Ｅ 滴度较低 ， 而到 了４ 龄末期进入 ５ 龄期 ， 体内

的 ２０Ｅ 滴度逐渐升高 ， 从而促进变态 ［
４

］
。 在果蝇中 ， ２０Ｅ 滴度会在三龄幼虫时期形成第

一

个小脉冲 ， 从而触发幼虫到蛹的转变 以及成虫盘细胞的增殖 ［
５
］

。 到 了游走期 ， ２０Ｅ 滴

度不断升高并形成新的脉冲 ， 诱导幼虫停止取食从而完成变态过程并形成新的成虫组织 ，

驱动幼虫进入蛹期
［
６

］
。 在棉铃虫中 ， ２０Ｅ 滴度在幼虫停止取食后不断上升 （ 图 １

－

１ ） 。 ２０Ｅ

发挥功能既可以与其核受体 （ 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ＥｃＲ ） 相结合 ， 也可以与细胞膜上的受

体 Ｇ 蛋 白偶联受体 （ Ｇ ｐｒｏ
ｔｅ ｉｎ－

ｃｏｕｐ ｌ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 ＧＰＣＲ ） 结合起始变态反应 。 ２０Ｅ 通过

ＧＰＣＲ 调控蛋 白定位变化 以及翻译后修饰 ， 激活基因组途径的关键转录因子 ， 从而将基

因组途径和非基因组途径相连接 ［
７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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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６ ｔ ｈ ｌ ａｎ ａ （
６

＾Ｍ ）

Ｚ Ｉ Ｉ ２ ． ９ ０ ９１ ０ ． ５ ４ ８

ｆ （
４ ． ７

ｍＭ ）

１． ２ ． ２ ８０±０ ． ４ （＞ ８ ＞ 、 了

ｕ ０ ． ９ ８ ８１ ０ ． １ ５ ２／ｆ ＼

＾
＾ｓｒ＾＾

、

Ｆ ｅｅｄ ｉ ｎ ｇＭＭ Ｐｕｐ
ａｅＡｄ ｕ ｌ ｔ

图 １
－

１ 棉铃虫发育过程中 ２ ０Ｅ 滴度曲线
丨

７
］

Ｆ ｉ

ｇ
．１

－

１２ ０ Ｅｔ ｉ ｔｅ ｒ ｃ ｕ ｒｖｅｏｆ ／／，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

 ｜

７
］

２ ． １２０Ｅ 的合成与分泌

蜕皮激素是在 ］ ９５ ４ 年 由 Ｂｕ ｔ ｅｎａｎｄ ｔ 和 Ｋａｒ ｌ ａ ｓｏｎ 首次分离 出来的 ［
８

］
。 蜕皮激素是在

前胸腺中 由促前胸腺激素 （
ｐ

ｒｏｔｈｏ ｒａｃ ｉｃｏ ｔｒｏｐ
ｉ ｃ ｈ ｏ ｒｍ ｏｎｅ ， ＰＴＴＨ ） 调控合成的 ［

９ ， １ ０
］

。 ＰＴＴＨ

是
一

种 小分子的神经肽 ， 在 昆虫咽侧体由 内 分泌腺细胞合成后 ， 分泌到前胸腺中促进蜕

皮激素的合成与分泌 ［
１ １

，
１ ２

］
。 由 前胸腺分泌 出来的蜕皮激素在蜕皮激素 ２ ０ －单加氧酶

（ ｅｅ ｄｙ ｓｏｎｅ２ ０ －ｍ ｏ ｎｏｏｘｙｇｅ
ｎａ ｓｅ ， Ｅ２０ＭＯ ） 的作用 下 ， 在第 ２ ０ 位碳原子上加轻基成为有

活性的 ２０Ｅ 并结合其受体激活蜕皮变态相关通路 ［
１ ３

，１ ４
］

（ 图 １
－２ ） 。

ＰＴＴＨ Ｐｅｎ ｐｈｅ ｒａ ｌ ｔ ｉｓｓｕｅｓ

， ＾
．ｎ ｓｕ

＾＾ｏｐｏａｇＢ

Ｐ ｒｏ ｔｈｏ ｒａｃ ｉ ｃＸ
＾Ｔ／ｔ ｅｄｙｓｏｎ ｅ２０^

ＷＧ ｌ ａ ｎｄｓ＼＾ （＾Ｔ
＊ｍｏｎｏｏ ｘ

ｙｇｅｎａ

＾Ｘ
＾

＞ ？

ｉ ／
２〇 Ｅ

＾
Ｊ ＪＶｗ，＞■

－ 寺 ？卜、

Ｌ４ ＩＬ５ Ｉ Ｐｕｐａ Ｉ

Ａｄ ｕ ｌ ｔ

Ｄａｙｓ

图 １
－２２ ０Ｅ 合成机制

丨

１ ２
｜

Ｆ ｉｇ ．１
－２２０Ｅｓｙｎ ｔｈｅｓ ｉｓｍ ｅｃｈ ａｎ ｉｓｍ

 ［

１ ２
］

２ ． ２２０Ｅ 的基因组途径

２ ０Ｅ 发挥功能是通过与其核受体 ＥｃＲ 相结合 ， ＥｃＲ 再与超气 门蛋 白 （ ｕ ｌ ｔｒａｓｐ ｉ ｒａ ｃ ｌ ｅ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Ｕ Ｓ Ｐ ） 幵多成转录复合体 ， 调控 ２０Ｅ ｉ秀导的变态通路的基因表达
［

１ ５
，

１ ６
］

， 这是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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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家
一

致认为的 ２０Ｅ 发挥功能的
“

唯
一

”

信号通路 （ 图 １

－

３ ） 。 大多数 昆虫体 内有两种

Ｅ ｃＲ ， 即 ＥｃＲＡ 和 ＥｃＲＢ
［

１ ７
］

， 在果蝇中 鉴定到 ３ 个 Ｅ ｃＲ 基因 ， 即 Ｅｃ ＲＡ ， ＥｃＲＢ ｌ 和 ＥｃＲＢ ２ ，

ＥｃＲＡ 主要存在于成虫组织 ， Ｅ ｃＲＢ ］ 在凋亡的幼虫组织中 高表达
［

１ ８
］

。 在棉铃虫 中鉴定

到
一

种 Ｅ ｃ Ｒ 基因 ， 即 Ｅ ｃＲＢ ｌ

［
１ ９

］
， 也 只存在

一

种 Ｕ Ｓ Ｐ 。 在果蝇 中 鉴定到
一

种 Ｕ Ｓ Ｐ ， 埃及

伊蚊和烟草天蛾中 则存在两种 Ｕ Ｓ Ｐ
［
２０

］
。 在 ２ ０Ｅ 的诱导下 ＥｃＲ 与 Ｕ Ｓ Ｐ 形成异源二聚体

并进
一

步结合下游基因如 价３ 、 你？／ 和 ￡ ７５ 的启动子 ， 从而诱导 昆虫变态
［
２ １ 卜

ＥｃＲ 具有核受体家族的结构特点 ［
１ ７

，２２ ］
， 即具有转录激活域 、 ＤＮＡ 结合域 、 核定

位信号 以及配体结合域 。 缺乏 ＥｃＲ 或者功能失常将导致化蛹失畋和幼虫死亡
ｔ
２ ３

］
。 Ｕ ＳＰ

对于 ２ ０Ｅ 诱导的变态通路也是至关重要的 。 在果蝇 中突变 Ｕ Ｓ Ｐ 导致幼虫不能正常蜕皮

０４
］

， ２ ０Ｅ 信号通路下游基因的转录下调 ， 并抑制幼虫组织的凋亡Ｐ ５
］

。 Ｅ ｃＲ 也可 以 以
一

种不结合 Ｕ ＳＰ 的方式响应 ２０Ｅ
［
２６

］
， 但与 ２０Ｅ 结合后 ， ＥｃＲ 与 Ｕ ＳＰ 的结合亲和力增强 。

Ｕ Ｓ Ｐ 除 了协同 ＥｃＲ ， 对于受精 、 卵形态发育和成虫组织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
［
２ ７

］
。

Ｎｔｎ ｒ： ｃＲ － Ｂ ｉ ．ｒ ｓ ｉ

＞

ｉ ．Ｎ ？ａ ．

Ｒａｎ ．ＢＲ －Ｃ ／２ ．

？
，

丨

＂

？

、总＇

：
銳备基

養”Ｈ Ｉ １ Ｒ ．ＶＨ ａ －ｃ ｌ Ｆ ５Ｃ

图 １
－３ 基因组信号通路 ［

２ １
１

Ｆ ｉｇ ．１
－３Ｇ ｅｎ ｏｍ ｉ ｃ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ｎ ｇｐ ａｔｈｗａｙ ｜

２ １
｜

２ ．３２０Ｅ 的非基因组途径

后来研究发现 ， ２０Ｅ 除了 可 以进入细胞 内 与其核受体结合外 ， 也可以快速与细胞膜

上的 Ｇ ＰＣＲ 相结合 ， 起始下游信号通路 。 Ｇ ＰＣ Ｒ 作为类固醇激素的细胞膜受体发挥重要

作用 ， 如在哺乳动物中 Ｇ ＰＲ３ ０ 作为雌激素的受体 ， 响应激素后诱导细胞 内 Ｃ ａ
２ ＋

快速变

化
［
２ ８

］
。 果蝇中 的 多 巴胺受体 （ ｄｏｐａｍ ｉｎｅｒｅ ｃｅｐ ｔｏ ｒ ，ＤｏｐＥｃＲ ） 与 ２ ０Ｅ 相结合 引 起

一

系列

细胞反应
［
２９

］
。 棉铃虫的 Ｅ ｒＧＰＣＲ 丨 和 Ｅ ｒＧＰＣＲ２ 在 ２ ０Ｅ 的诱导下可 以起始下游蜕皮变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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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 ， 如调控 ＥｃＲ 和 Ｕ ＳＰ 的形成或 Ｃａ
２＋

浓度的变化 ， 而在敲降这两种 后 ，

２ ０Ｅ 信号通路的基因表达受到抑制 ， 说明 ２ ０Ｅ 可 以通过膜受体传递信号Ｐ ０ ． ３ １

］
。 在非基

因组途径 中 ， ２ ０Ｅ 通过 ＧＰＣＲ 调控 ＣＤＫ １ ０ 和 Ｕ Ｓ Ｐ １ 的翻译后修饰 ， 促进 ＥｃＲＢ ｌ 与 Ｕ Ｓ Ｐ

形成转录复合体 ， 从而将基因组途径和非基因组途径相结合 。 非基因组途径的发现完善

了激素调控发 育的机制 ， 并且通过与基因组途径协同合作从而更加精确的调控昆虫的变

态发育 （ 图 １

－４ ） 。

Ｋ ｒ （ ｉＰ Ｃ

＇

ＲＴ－

ｌｖｐｃＣ

＇

ａ
：

ｃ ｈ ａ ｎ ｎｅ ｌ

■＿Ｔ Ｒ Ｐｃ ｈ ａ ｎ ｎ ｅ ｌ ｓ

Ｎ ｏ ｎｇｅ ｎｏｍ ｉｃ
ｐａ ｔ ｈｗ ａｙ／＼ 。

＾
ｃｙ

ｔｏｐ ｌ ａ ｓｍ

（＾ ）

ｍ ， ｃ ｌ ｃｏｐ ｌ^ Ｗ｝

Ｃ ｅｎｏｎ ｉ ｉ１＾３ａ ！ ｈ ＼ｖ ａｙ ｙ
^

（ ｉ ｅｎｅｔ ｒａ ｎ ｓｃ ｒ ｉ ｐ ｔ ｉｏｎ

图 １
－４ 非基因组信号通路 丨

３ １
１

Ｆ ｉｇ ．１
－４Ｎｏｎ －

ｇｅｎｏｍ ｉ ｃ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 ｎｇｐａ ｔｈｗａｙｓ ｜

３ １
）

２ ．４２０Ｅ 促进组织重塑

对于完全变态 昆虫而言 ， 其发育需要经历幼虫组织的凋亡和成虫组织的形成 ， 在这

个过程中 ， 不管是虫体的外部形态还是 内部构造都发生明显变化 。 组织重塑主要是通过

细胞程序性死亡 （ ｐｒｏｇ
ｒａｍｍ ｅｄｃｅ ｌ ｌｄ ｅ ａ ｔ ｈ ， ＰＣＤ ） 实现的 ， 包括 自 嗤和渦亡 。 许多研宄都

发现 ２０Ｅ 可 以通过核受体转录复合体 Ｅ ｃＲ／Ｕ Ｓ Ｐ 或非基因途径促进细胞 自 噬和凋亡 。

自 噬是指通过吞噬 自 身的细胞物质 并将其包裹形成囊泡 ， 然后与溶酶体结合形成 自

噬溶酶体 ， 从而产生 自 身所需要的物质 。 因此 自 噬过程并不是
一

个单纯的死亡过程 ， 而

是利用溶酶体进行 自我回收从而再利用 的过程 ， 是
一

种促进存活的机制 。 但过度 自 噬或

者持续性 自 噬会诱导细胞凋亡 ， 因此 自 噬 引 起存活或者死亡是 由 多种 因素决定的 。 自 噬

与营养状态密切相关 ， 是机体饥饿状态下必不可少的
一

种生存机制 ［
３２

］
（ 图 １

－５ ） 。 自 噬

的机制在近些年得到很好地研宄 ， 整个过程涉及 ３ ０ 多个 自 噬相关蛋 白 。 自 噻 的发生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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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两大泛素连接系统 ， 其中 自 嗤相关蛋 白 ８（ ａｕ ｔｏ
ｐ
ｈａ

ｇｙ
ｒｅ ｌ ａｔｅｄ

ｇ
ｅｎ ｅ ８ ， ＡＴＧ ８ ／ＬＣ ３ ） 结合

隣脂酸 乙醇胺 （ ｐｈｏ ｓｐｈａｔ ｉ ｄｙ ｌ ａｔｈａｎｏ ｌ ａｍ ｉ ｎ ｅ ， ＰＥ ） ， 从 ＬＣ ３
－

丨 转变为 ＬＣ ３
－

Ｉ Ｉ ， 并转移至 自 嗤

膜上 ， 因此 ＬＣ ３
－

Ｉ １ 是 自 噬发生的重要标志 ［
３ ３ ．３ ４

］
。 凋亡是由基因控制 的使细胞 自 主且

有序死亡的过程 ， 半胱天冬蛋 白酶 （ ｃａ ｓｐ
ａ ｓ ｅ ）在其中 发挥重要作用 。 当起始的 ｃ ａ ｓｐａ ｓｅＱ 、

８ 、 ９ 、 １ ０ ） 被激活后便去活化下游效应 ｃ ａ ｓ
ｐ
ａ ｓｅ（ ３ 、 ６ 、 ７ ） ， 从而诱导细胞调亡 。 Ｃ ａ ｓ

ｐ
ａ ｓ ｅ

－

３ （ ＣＡ Ｓ Ｐ３ ）是细胞凋亡过程中最主要的蛋 白 酶 ， 也是启动细胞凋亡的主要效应分子 ［
３ ５

］
。

Ｇ ｒ ｏｗ ｔｈ  （ａｃ ｔｏｒ

Ｓｔａ ｒｖ ａｔ ｉｏｎ ｄｅｐ ｒ ｉｖ ａ ｔ ｉｏｎ

Ｉ 备

Ｄｅｃ ｒ ｅａｓｅｄ Ｂ ｌｏｃｋ  ｉ ｎ

ｅ ｘ ｔ ｒａｃｅ ｌ ｌ ｕ ｌａｒ ｎｕ ｔ ｒ ｉｅｎ ｔ ｓ ｎｕ ｔ ｒ ｉ ｅｎ ｔ ｕｐｔａｋ ｅ

Ｎ ｉ／

， ： ， Ｍ 丨 丨 ， ， … ： …咖 丨 ， … 丨咖 丨


？ 丨 ， … … 川—

Ｖｙ Ｃ ｅ ｌ ？
ｓｕ ｒｖ ｉ ｖａ ｌ

Ｄｅｃ ｒ ｅａ ｓｅｄ ，

ｉ ｎ ｔ ｒ ａｃａ ｉ
ｉ ｕ ｌａ ｒ ｎｕ ｔ ／ ｉ ｅｎ ｔｓ ｜ ）

１
Ｐｒ ｏ ｔ ｅ ｉ

ｎ
 ｓ

ｙ
ｎ ｔ ｈｅｓ ｉ ｓＡＴＰ

ｔ

Ｎ ｕ ｔ ｒ ｉｅｎ ｔ ｓｅｎｓｏ ｒｓ

丨
ＴＣＡ ｃ

ｙ
ｄｅ

ＸＵ ｉ ｔｏｃｔｙ ｊｎｄｈｏ ｎ

５ ？

ｇ
ｎａｈ ｎｇ 

ｅｖｅｎ ｉ ｓ ｆ ＼

Ａｍ ｉ
ｎｏ ａｃ ｉ ｃ ｔｓ Ｆａ ｔ ｔｙ 

ａｃ ｉｄ ｓ

ｌＶｆＡ ｕ ｔｏ
ｐ
ｈ ａ

ｇ ｙ＼／

Ｉ Ｃ
ｙ
ｌｏｐ

ｔａ ｓｒｍｃ Ｌ ｙ＾ｏｓｏｍｅ Ｉ

＇

ｍａｔｅ ｒ
ｉ
ａ ｌ ？

ｙ 

＊

 － Ｄｅ
ｇ

ｒ ａ ｄａ ｔ ｉｏｎ ｏ ｆ

一
－

广
＊ ＼ ｃ

ｙ
ｔｏｐ ｌａｓｍ ｉ ｃ ｍａ ｔ ｅ ｒ ｉａ ｌ

ｒ － ｔ

一＊
 參
，

．
＊？＊

ｓ

Ｐｒｅａｕ ｉｏｐｈａｇ
ｏｓｏｍａ ｉ 丨 ｓｏ ｌａｕｏｎＡ ｉＫ ｏｐｎａｇｏｓｏｍｅ Ａｕ ｔ ｔｆ

ｙ
ｓｏｓｏｒ＊

ｓ ｔ ｒｕｃｔｕｒ ｅｍｅｍｔｏｆａｎｅ

图 １
－５ 自噬与营养状态密切相关

｜

３２
１

Ｆ ｉｇ ．１
－５ Ａ ｕ ｔｏｐｈａｇ＞ ｉｓｃ ｌｏｓｅ ｌ

ｙｒｅ
ｌａ ｔｅｄｔｏｎ ｕ ｔ ｒ ｉｔ ｉｏ ｎ ａ ｌ ｓｔａ ｔｕ ｓ

 ｜

３ ２
｜

２０Ｅ 可 以上调 也ｇｓ 和 的表达诱导组织发生 自 噬和凋亡
［
３ ６

］
。 在家蚕中随着

２０Ｅ 滴度的升高 ， 自噬基因被激活 ［
３ ７

，

３ ８
］

， 而后激活凋亡基因 ， 从而出现 胃 囊收缩 、 中

肠降解和脂肪体降解等现象
［
３ ９

］
（ 图 １

－６ ） 。 ２０Ｅ 参与调节脂肪体的重塑过程 ［
４０

］
， 通过

价－Ｃ 、 ￡９３ 等基因激活 自 噬和凋亡 ， 从而诱导脂肪体的 降解 。 敲降 五９３ 的表达导致家蚕

生长发育滞后 ， 脂肪体的降解受到抑制 ［
４ １

］
。 ２０Ｅ 也可 以通过细胞外基质金属蛋 白酶对

脂肪体重塑发挥重要作用 ［
４２

，４３ ］
。 在棉铃虫变态发育过程中 ２ ０Ｅ 促进 的表达

促进成虫脂肪体的形成 ［
４４

］
＝ 自 噬与凋亡关系密切 ， 在棉铃虫 中发现 自 噬决定凋亡的发

生 ， ２０Ｅ 诱导 Ｃ ａ
２ ＋

内流 ， 从而使 自 噬转变为凋亡 ， 在添加 自 嗤抑制剂 ３ －ＭＡ 后抑制凋亡

的发生
［
４ ５

］
。 ２ ０Ｅ 促进组织蛋 白酶 Ｄ（ ｃ ａｔｈ ｅｐｓ ｉ ｎ Ｄ ， Ｃ ＴＳＤ ） 表达 ， 通过 自 噬诱导转变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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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状态从而进
一

步激活 ＣＡ ＳＰ ３ 促进组织凋亡
［
４６

］
， 说明 自 噬是凋亡的先决条件 ［

４ ７
］

。

Ｐｕｐａ ！

ｐｅａｋ

Ｐ ｒｅｐｕ ｐａ ｌｐｅａｋ ／＼

—

Ａｌ
ｉＶ
＿

＼ ＼ ｜ ｜ ｜ Ｉ ｜ ｌ （

－？Ｅ ｃ ｌｏｓ ｌｏｎ

－

４０４ １ ２２４３６４８６０ ７２８４９６ｈＲＰ Ｆ

Ｊｂ ０６ＯＭ
ＭＮ

＿＿￡ａ＿
１ ２ｈＲ ＰＦ １ ４ ｈＲ ＰＦ ２４ ｈＲＰ Ｆ

图 丨

－

６２ ０Ｅ 调控组织重塑
丨

３９
｜

Ｆ ｉｇ ．１
＇６２０Ｅｒｅｇｕ ｌ ａ ｔｅｓｔ ｉ ｓ ｓｕ ｅｒｅｍｏｄ ｅ ｌ ｉｎｇ ｜

３ ９
）

３ ． 昆虫变态发育过程代谢发生重编程

３ ． １ 脂肪体是储存营养与调控代谢的主要组织

昆虫脂肪体的功能类似于哺乳动物的肝脏 ， 在胚胎时期 由 中胚层分化而来 。 脂肪体

内 的主要成分是脂滴 （ ｌ ｉ ｐ ｉ ｄｄ ｒｏｐ ｌ ｅ ｔｓ ， ＬＤ ） ， 其 内 的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酯 （ ｔｒ ｉ ａｃｙ ｌ ｇ ｌ

ｙ
ｃｅ ｒ ｉｄｅ ，

ＴＡＧ ） ， 由脂肪酸和甘油组成 。 脂肪体是 昆虫进行生长发育 、 免疫反应 、 新陈代谢和接受

激素调控的 中心组织 ［
４ ８

］
。 脂肪体 由

一

个个脂肪细胞构成 ， 充斥整个体腔 ， 将 中肠等其

余器官包裹其 中 。 比如家蚕的脂肪体 ， 主要集中 分布在腹部和头部 ， 身体其他部位也少

量存在 。 脂肪体在 昆虫变态发育时期发生明显的形态变化 ， 在幼虫时期体积较大 ， 脂肪

体组织完整成片状 ， 脂滴密集分布 ， 表面分布着少许微气管 。 而到 了变态期 ， 片状脂肪

体发生解离并变成絮状 ， 脂滴含量变小变少 ， 化蛹后脂肪体继续降解 ， 大量的幼虫脂肪

体细胞死亡
［
４９

］
， 因此是

一

种十分 良好的变态发育 的组织检测指标 。

作为脂肪体 中储存能量的主要细胞器 ， 脂滴是
一

种 由单层磷脂膜包被的脂质 ， 其中

主要物质是 ＴＡＧ 、 甾醇酯和视黄醇
［
５ ０

，５ １

］
。 脂肪体可 以通过感知营养对能量储存进行

调控 ， 作为 昆虫体 内 的主要循环用糖 ， 当脂肪体 中 的海藻糖浓度达到
一

定水平时 ， 便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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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ＵＤＰ－葡萄糖合成海藻糖转而合成糖原 。 需要用糖时 ， 糖原通过糖原磷酸化酶进行分

解 。 在蛹向成虫转变的发育过程中 ， 脂昉体中 的糖原磷酸化酶活性处于较高的状态从而

满足用糖需求 。 胰岛素 、 脂动激素等营养激素也是通过感知脂肪体中的能量物质来调整

机体的能量稳态 。

３ ．２ 代谢与发育密切相关

昆虫属于无脊椎动物 ， 开放性的血液系统使血液与淋巴液混在
一

起 ， 包裹着各个组

织并传送不 同 的营养物质 ［
５２

］
。 昆虫的血淋巴可 以维持变化浓度更高的血糖和氨基酸

［
５３

］
， 从而为摄取外源性营养物质 以及储存代谢产物提供更多可能性 。 血淋巴的成分是

由从外部摄入的营养和 自 身的代谢状态共同决定的 ［
５４

］
， 有研究发现昆虫的摄食状态与

血淋巴中营养含量有关 ［
５ ５

］
。

代谢与生长发育密切相关 ， 代谢产物调控昆虫的生长发育 ， 如蝗虫通过肉碱及其酰

基衍生物进行独居和群居的相变 ， 具体的机制是肉碱改变了蝗虫的神经系统 ［
５ ６

］
。 在柑

橘大实蝇中 ， ＴＣＡ 循环中间代谢产物是调节昆虫是否滞育的重要物质 ［
５ ７

］
。 昆虫滞育过

程中 ， 心磷脂是滞育蛹保证低能量消耗而存活的主要因素 ［
５ ８

］
。 在家蚕中 ， 取食期饲喂

的营养物质被用来构建蚕体 ， 而后用于合成蚕丝以及提供给蛹发育 ， 从而为成虫发育 以

及繁衍后代提供能量支持 。 在棉铃虫中也发现糖代谢在发育过程中发生重编程 ， 葡萄糖

水平在幼虫停止取食后不断上升 ， 并在预蛹期达到最高 ， 而进入蛹后期又开始下降 （ 图

１
－

７ ） ， 与 ２０Ｅ 的滴度变化具有相似性 ［
５９

］
。 昆虫体内 的

一些代谢营养物如葡萄糖和谷氨

酰胺可以作为代谢开关 ， 帮助免疫细胞快速产生 ＡＴＰ 和新的生物分子 ［
６０

］
。

对于完全变态昆虫而言 ， 它们只在 占生命 ５０％的时间里取食 ， 从幼虫末期到成虫羽

化前的变态期处于不取食的状态 ， 主要依靠取食期储存的物质和分解 自身组织来生存 。

糖原和 ＴＡＧ 是重要的能量储备代谢物 ， 葡萄糖由于易降解是重要的糖酵解燃料 ［
６ １

］
， 也

是合成角质层的重要物质 ， 对于适应寒冷或者干旱十分重要 ［
６２

，６３ ］
。 ＴＡＧ 由于其每单

位重量中包含的热量高于糖 ［
６４－６６

］
， 所以是昆虫滞育期最重要的能量来源 ［

６７
］

， 也是昆

虫长时间飞行的重要燃料 ［
６８

］
。 对于越冬昆虫而言 ， 由于氧传递受损导致脂质氧化速率

降低 ， 乙酰化的 ＴＡＧ 处于液体状态并可以与水分子互作从而提供低温保护 ［
６９

］
。 代谢物

也可能影响摄食行为 ， 如肽激素和生物活性肽对所有动物的摄食行为进行调节 ［
７０

］
， 在

家蚕中 ， 速激肽作为激励因子促进摄食
［
７０

，
７ １

］
。 在棉铃虫中 ， 幼虫取食期多 巴胺处于高

水平状态 ， 促进幼虫摄食 。 而到了变态期 ， ２０Ｅ 竞争结合 ＤｏｐＥｃＲ 从而抑制幼虫摄食 ［
７

］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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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７ 在棉铃虫发育过程中葡萄糖水平发生改变

｜

５９
１

Ｆ ｉ

ｇ
．１

－７Ｇ ｌ ｕ ｃｏ ｓ ｅ ｌｅｖｅ ｌｓｃ ｈ ａ ｎ ｇｅ ｓ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ｔｈ ｅ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 ｎ ｔ ｏｆ Ｈ．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

５９
｜

３ ．３２ ０Ｅ 调控代谢

２０Ｅ 作为调控 昆虫变态发育的重要激素 ， 与代谢密切相关 ， 可以重编程代谢 ， 改变

代谢状态 ， 促进变态发育 。 在果蝇 中 ， 蜕皮激素通过诱导神经细胞能量代谢改变 （氧化

磷酸化和线粒体呼吸链的改变 ） ， 导致细胞周期进程减缓抑制细胞生长
［
７２

］
。 在烟草天蛾

和意大利蜜蜂中 ， ２０Ｅ 通过转录因子 Ｈ Ｒ４ 和 Ｅ７ ５ 调控酪氨酸代谢 ， 促进角 质层的色素

沉着和硬化
［
７３ ．７４

］
。在 白蚁 中敲降 之后抑制酪氨酸代谢通路 中漆酶基因 ２ （  ｌ ａＣ Ｃ ａ ｓｅ２ ，

的表达 ， 从而导致角 质层呈现黄 白色
［
７ ５

］
。 在 昆虫变态过程中 ， ２ ０Ｅ 通过上调死亡

启动因子的表达如 ｒｐｒ ， ／７ ／Ｖ／ ，

？

和 ｆｌＷｗｃ
？

诱导大量幼虫组织的调亡 ［
７６

，
７７

］
。 在棉铃虫

由幼虫向蛹转变的过程 中 ， ２ ０Ｅ 促进血淋巴中葡萄糖的含量上升 ［
５ ９

］
。 在蜜蜂中 也观察

到相似的现象 ， ２０Ｅ 通过 ＥｃＲ 促进糖异生和糖原分解途径基因表达 ， 抑制糖原合成与糖

酵解途径基因 的表达 ， 从而直接或者间接上调变态期血淋巴 中 的葡萄糖水平
［
７ ８

］
。 在棉

铃虫 中 ， ２０ Ｅ促进甘油酸－３ －隣酸脱氢酶 （
ｇ

ｌｙｃ ｅ ｒａ ｌｄｅ ｈ
ｙｄ ｅ

－

３
－

ｐ
ｈｏ ｓｐ

ｈ ａ ｔ ｅｄｅｈｙ
ｄ ｒｏｇｅｎ ａ ｓｅ ， Ｇａｐ办 ）

的表达 ， ＧＡ ＰＤＨ 通过直接与海藻糖酶 （ ｔ ｒｅｈａ ｌ ａ ｓｅ ， Ｈ ａＴｒｅｈ ｌ ） 结合控制其活性 ， 保证葡

萄糖稳态
［
７９

］
。 注射 ２ ０Ｅ 后会减少食物消耗 ， 诱导 出现类似饥饿的表型从而促进脂肪的

分解
［
８ ０

］
。 在果绳 中 ， ２ ０Ｅ 通过激活叉头转录因子 （ ｆｏ ｒｋｈ ｅａｄｔ ｒａ ｎ ｓｃ ｒ ｉ

ｐ
ｔ ｉｏｎＦａ ｃ ｔｏ ｒ ， ＦＯＸＯ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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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１
．８２

］
上调甘油三酷脂肪酶 （ ａｄ ｉｐｏ ｓ ｅｔｒ ｉ ｇ

ｌ

ｙｃ
ｅ ｒ ｉ ｄ ｅ ｌ ｉ

ｐ ａ ｓ
ｅ ，２这／ ） 的表达促进脂肪的分解

［
８ ３

］
。 ２ ０Ｅ 还通过诱导 甲硫氨酸硫氧化物还原酶 （ ｍｅ ｔｈ ｉｏｎ ｉｎｅｓｕ ｌ ｆｏｘ ｉｄｅｒｅｄ ｕｃ ｔａ ｓ ｅ ｓ ， Ｍ肌４ ）

的表达从而抗氧化 ［
８４

］
。

３ ．４ 代谢组

作为继基因组学 、 转录组学 、 蛋 白质组学之后的新型组学 ， 代谢组是研究生物体代

谢物种类 、 数量或者含量变化的
一

门科学 。 代谢物处于生命活动调控的末端 ， 利用代谢

组分析可 以为研宄代谢物对生命体发育的调控提供很好的研究思路 ［
８ ５ ．８６

］
。 根据研宂对

象的不 同可 以将代谢组学分为靶 向或者非靶向 的代谢组学 ， 其 中非靶 向代谢组学 由于是

对生命体 内源性代谢产物的研宄 ， 从而获得大量的代谢物数据 ， 因此更加无偏 向 和全面 。

非靶向代谢组学的流程包括样本的采集与处理 、 实验分析 ， 其 中常见的技术包括核磁共

振 （ ｎｕｃ ｌ ｅ ａｒ ｍａｇｎｅ ｔ ｉ ｃｒｅ ｓ ｏｎ ａｎｃｅ ， ＮＭ Ｒ ） 、 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 （ ｌ ｉ

ｑ
ｕ ｉ ｄ ｃ ｈ ｒｏｍ ａｔｏｇｒａｐ

ｈ －ｍ ａ ｓ ｓ

ｓｐｅｃ ｔｒｏｍ ｅ ｔｅ ｒ ，ＬＣ －Ｍ Ｓ ） 、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 ｇａ ｓ ｃｈ ｒｏｍ ａｔｏｇｒａ
ｐ
ｈ ｙ

－ｍ ａｓ ｓ ｓｐｅｃ ｔｒｏｍ ｅ ｔｅ ｒ ， ＧＣ －

Ｍ Ｓ ） 等 。 如有文献报道通过 ＧＣ －ＭＳ 技术 ， 鉴定和分析 出滞育麻蝇和非滞育麻蝇体 内 代

谢物的差别 ， 从而阐 明 了糖类 、 氨基酸等物质在滞育麻蝇耐寒性中 的作用 。

４ ．ＫＬＦ 是调控代谢的重要转录因子

４ ． １ＫＬＦ 的结构特征

ＫＬＦ 是
一

类转录因子超家族 ， 从人类等高等生物到单细胞原生动物如领鞭毛虫等低

等生物中广泛存在 ， 由于其结构域与果蝇的 ｋｒｉｉｐｐ
ｅ ｌ 高等 同源而被命名为 ｋｒ ｉｉｐｐｅ ｌ 样转录

因子
［
８７

］
。 其结构特点是在其羧基端具有三个保守性很高的 Ｃｙｓ２Ｈ ｉ ｓ２ 锌指结构 ， 锌指之

间 由 ７ 个氨基酸连接 ， 其 中前两个锌指结构含有 ２３ 个氨基酸 ， 另
一

个锌指结构含有 ２ １

个氨基酸
［

８ ８
－９０

］
（ 图 １

－

８ ） 。 ＫＬＦ 的氨基端序列并没有什么相似性 ， 但通常都具有转录激

活结构域或者转录抑制结构域 。 目 前在人中 己经鉴定到 １ ８ 个 ＫＬＦ ｓ ， 果蝇 中鉴定到 ５ 个

ＫＬＦ ｓ 。 ＫＬＦ ｓ 通过锌指结构结合富含 ＧＣ 的 ＤＮＡ 序列 （ ＣＡＣＣＣ ，ＫＬＦ ｂ ｓ ） 从而调节靶

基因 的转录
［
９ １

］
。

＿＿＿＿＿＿

Ｎ
—

Ａｃｔ ｉｖａ ｔ ｉｏ ｎ ／ Ｒ ｅ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ｏ ｂｒＰ

＾＾
Ｃ

Ｄｏｍａｍ■ 画Ｕ

图 １
－８ＫＬＦ 结构域特征

［

９２
］

Ｆ ｉｇ ．１
－ ８ＫＬＦｄｏｍ ａ ｉ ｎｃｈ ａ ｒａ ｃ ｔｅ ｒ ｉｓｔ ｉｃ ｓ

 ［

９２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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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ＫＬＦ 的功能

ＫＬＦ 广泛参与调控细胞的多种功能包括增殖 、生长 、分化 、凋亡等 。如在线虫中 ＫＬＦｓ

以
一

种依赖于 自噬的方式促进 ３哝 的转录从而延长寿命 ［
９３

］
； 在小 鼠中 ＫＬＦ５ 促进生长 ，

敲除后导致死亡 ［
９４

］ ；ＫＬＦ４ 可以作为
一

种干细胞因子对于上皮细胞的分化十分重要 ［
９５

，

９６
Ｊ

；ＫＬＦ １ ５ 与糖异生关系密切 ； ＫＬＦ 之间还可以协同发挥作用 ， 如 ＫＬＦ １ １ 和 ＫＬＦ １ ３ 与

Ｓ ｉｎ３ 蛋 白结合 ， 作用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 组蛋 白 甲基转移酶等共辅因子 。 虽然 ＫＬＦ 的

结合序列是
一

样的 ， 但 由于和靶基因结合的亲和力不 同 、 羧基端不 同 以及竞争作用 ， 从

而决定不同的 ＫＬＦ 与不同基因结合发挥特定的作用
［
９７－９９

］
。

４ ．３ＫＬＦ１５ 调控糖廉代谢

在人中 ＫＬＦ １ ５ 是
一

种参与调控糖脂代谢的重要转录因子 ， 它在肝脏中高表达 ， 并

且在饥饿状态下表达量上升 ， 正向调控糖异生代谢途径中重要限速酶磷酸烯醇式丙酮酸

竣激酶 （ ｐｈｏｓｐｈｏｅｎｏ ｌｐｙｒｕｖ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ｘｙ
ｋｉｎａｓｅ ， ■Ｐｅ

／
ｗＡ： ） 的表达

［
１ ００

］
。 ＫＬＦ １ ５还促进氨基酸

分 解酶 如 丙 氣 酸 转 氨 酶 １ （ａ ｌａｎ ｉｎｅａｍ 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１ ， ） 、 脯氨酸脱 氣 酶

（ ｐｒｏ ｌ ｉｎ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 Ｐｒｏｄ／ｉ ） 、 色氨酸２ ， ３ －双加氧酶 （ ｔｒｙｐｔｏｐｈａｎ２
，
３
－ｄｉ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

７＾〇２ ） 和４
－轻苯丙酮酸脱氢酶 （ ４ －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

ｎｙｌｐｙｍｖ ｉｃ ａｃ ｉｄ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 的表

达 ， 从而为糖异生提供底物支持
［
１ ０ １

，
１ ０２

］
。 在小 鼠中敲除 尺／／ｉ５ 导致空腹低血糖 ， 并且

不能利用丙氨酸合成葡萄糖 ， 这是糖异生异常以及缺乏底物的共同作用 ［
１ ０２

］
。 葡萄糖转

运体 ４（ 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ｓ４ ， ＧＬＵＴ４ ） 是在肌肉和脂肪组织中高表达的运输葡萄糖的

转运体 ， ＫＬＦ １ ５ 上调 Ｇ／Ｍ 的表达从而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 ［
１ ０３

］
。 ＫＬＦ １ ５ 可以调控

细胞周期进程 ， 通过抑制细胞周期蛋 白 Ｄ 和 Ｅ（ ｃ＾／／？ ￡ ＞ ａｎｄ ｉ； ） 和周期蛋 白依赖性激酶

２（ ｃｙｃ 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ｉｎａｓｅ ２ ， Ｑ汰２ ） 的表达抑制肾小球系膜细胞进入细胞周期 Ｓ 期 ， 抑

制细胞增殖
［
１ ０４

］
。 禁食诱导酰基辅酶 Ａ 合成酶短链家族成员 １（ ａｃｙｌ

－ＣｏＡ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ｓｈｏｒｔ

ｃｈａ ｉｎ ｆａｍ ｉ 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１ ， Ｊ ｃｓｓｉ ） 高表达 ， 这主要是通过 ＫＬＦ １ ５ 结合其启动子中 的 ＫＬＦｂｓ

实现的 ［
１ ０５

］
。 ＫＬＦ １ ５ 通过与 ｌ ｉｖｅｒＸ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ＬＸＲ ） 相互作用抑制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

白ｌ ｃ（ ｓｔｅｒｏ ｌ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ｙ
ｅ ｌｅｍｅｎｔ

－ｂ 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ｌ ｃ ， 的转录 ， 通过这
一

机制 ，

ＫＬＦ １ ５ 可以将脂肪生成转换为糖异生来适应禁食状态 ［
１ ０６

］
。

５ ． 本文的科学问题及研究方案

５ ．１ 科学问題

ＫＬＦ 作为
一

类重要的转录因子 ， 对于调控细胞功能发挥重要作用 ， ＫＬＦ １ ５ 与糖代谢

密切相关 ， 尤其是在饥饿状态下可以促进糖异生 ， 然而与 自 噬凋亡的关系并不清楚 ， 在

昆虫中关于 ＫＬＦ 的报道很少 ， ＫＬＦ 对变态发育的作用研宂 以及如何响应激素调控也是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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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 。

对于完全变态昆虫而言 ， 需要经历幼虫组织的凋亡才能形成新的成虫组织 ， 在这个

过程中 ， 幼虫从摄食状态转变为停止取食 ， 由于能量不足从而 引起组织 自噬 ， 体内代谢

产物发生变化 ， 代谢物与组织重塑的关系 以及相关机制是不清楚的 。 在棉铃虫发育过程

中 ， 生长和变态发育的标志代谢物也是未知的 。 ２０Ｅ 作为调控变态发育的重要激素 ， 在

变态期滴度上升 ， 诱导昆虫停止取食并拮抗胰岛素信号通路 ， 促进组织的 自 噬和凋亡 ，

是改变代谢的关键因子 ， 然而 ２０Ｅ 如何协同调控组织重塑和代谢也不完全清楚。

５．２ 研究方案及预期目标

本研宄 以重大农业害虫棉铃虫为研究对象 ， 运用
一

系列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方法 ，

通过检测 ＫＬＦ １ ５ 的表达模式以及激素刺激明确 ２０Ｅ 促进 Ｘ／／Ｊ ５ 的表达及具体机制 ；
ＲＮＡ

干扰实验探究 ＫＬＦ １ ５ 对于虫体发育的功能 ； 细胞系检测 自噬流和凋亡探宄 ＫＬＦ １ ５ 促进

自 噬凋亡 ； 检测
一

系列代谢产物和代谢途径关键基因探究 ＫＬＦ １ ５ 对代谢的调控以及变

态期高水平葡萄糖的来源 ； 转录调控实验揭示 ＫＬＦ 丨 ５ 促进糖异生 、 自噬凋亡的具体机

制 。

利用 ＬＣ －ＭＳ 技术 ， 测定幼虫生长期 、 游走期和蛹期血淋巴代谢组 ， 鉴定不同发育

阶段的标志代谢产物 ？

， 通过注射代谢物和 ＲＮＡ 干扰代谢途径的关键限速酶明确代谢物

对组织重塑的作用 ； 通过检测代谢途径中关键限速酶的表达以及 ２０Ｅ 刺激阐 明 ２０Ｅ 调

控氨基酸代谢重编程的具体机制 。

通过以上研宄明确转录因子 ＫＬＦ １ ５ 在棉铃虫变态发育中 的功能及调控机制 ； 鉴定

完全变态昆虫发育过程中的标志代谢物 ， 阐 明代谢产物与组织重塑的关系 ； 完善 ２０Ｅ 调

控代谢的分子机制 ， 为害虫防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靶标基因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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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蜕皮激素通过 ＫＬＦ １５ 整合促进自噬和糖异生从而维持昆虫变

态发育中葡萄糖稳态

１ ． 引言

葡萄糖是动物和 人类生长发育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能量物质 ， 可 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

代谢产生能量供给机体发育 。 有些组织如哺乳动物的大脑和红细胞 ， 主要依赖葡萄糖来

满足它们的能量需求 。 葡 萄糖主要来 自 于糖原分解和糖异生 ， 在正常摄食条件下 ， 糖原

憐酸化酶 （
ｇ ｌｙｃ

ｏ
ｇ
ｅｎ ｐ

ｈｏｓｐｈ
ｏ ｒｙ

ｌ ａｓｅ ， ＧＰ ） 催化糖原分解产生葡萄糖
［

１ ０７
］

， 并通过糖酵解

分解产生丙酮酸 （ ｐｙｒｕｖａ ｔｅ ， ＰＡ ） 和三磷酸腺苷 （ ａ ｄｅｎｏ ｓ ｉｎｅ ｔｒ ｉ

ｐｈｏ ｓｐ
ｈａｔｅ ， ＡＴＰ ） 。 然而储

存的糖原在停止取食十小时左右消耗殆尽 ， 此时糖异生便成为主要且几乎唯
一

的生糖方

式 ， 即通过
一

些非糖前体物质 如乳酸 （ 丨ａｃ ｔａｔｅ ， ＬＡ ） 、 甘油 、 ＰＡ 和游离氨基酸 （ ｆｒｅｅ ａｍ ｉｎｏ

ａｄｄｓ ，ＦＡＡ ｓ ） 产生葡萄糖
［

１ ０８ ．１ ０９
］

。 因此取食期 向停止取食期的转变过程存在糖代谢

重编程 ， 然而具体的调控机制并不清楚 。

Ｋｒ ｉｉｐｐｅ
ｌ
－

ｌ ｉ ｋ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ＫＬＦ ｓ ） 家族是
一

类在其羧基端具有三个保守的 Ｃ
ｙ
ｓ２Ｈ ｉ ｓ２ 锌指

结构的转录调控因子 ， 通过特异性结合基因启动子序列 中 ＧＣｂｏｘ ， ＧＴｂｏｘ（ ＣＡＣＣＣ ，

ＫＬＦ ｂ ｓ ） 从而调控基因转录
［
９ １

，１ ０ ５
］

， 参与细胞的生长 ， 增殖或者凋亡
［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
。 在秀

丽隐杆线虫中 ， ＫＬＦ ｓ 以依赖 自 嗟的方式延长寿命 ［
９３

］
， ＫＬＦ３ 对于调控脂代谢十分重要

［
１ １ ２

］
。 在小 鼠 中 ， ＫＬＦ １ ５ 是

一

种参与糖代谢的重要转录因子 ， 在禁食期 ， ＫＬＦ １ ５ 在肝脏

中表达量上升 ， 促进糖异生关键酶葡荀糖 －６ －憐酸酶 （ ｇ ｌ ｕｃｏ ｓｅ
－６ －

ｐ
ｈｏ ｓ

ｐ
ｈ ａ ｔａ ｓｅ ，Ｇ６ｐ ） 和磷

酸稀醇式丙酮酸羧激酶 （ ｐｈｏ ｓｐｈｏｅｎｏ ｌｐｙｒｕｖａｔｅ ｃ ａｒｂｏｘｙ
ｋ ｉｎａｓ ｅ ， 作／以 ） 的转录

［
１ ００

，
］ ０６

］
。

同时 ， ＫＬＦ １ ５ 还能上调编码氨基酸分解酶基因 的表达 ， 从而为糖异生提供丰富 的生糖底

物
［

１ ０ １
，

１ ０２
］

。 有研宄发现 ＫＬＦ １ ５ 抑制肺腺癌细胞生长
［

１ １ ３
］

。 然而 ， ＫＬＦ １ ５ 调控 自噬的

作用和机制 尚不清楚 。

当完全变态 昆虫停止取食并从幼虫转 向成虫时 ， 幼虫存活与成虫组织发育所需的能

量 只 能来 自 自 身储存的物质 ， 在此期间幼虫组织通过程序性细胞死亡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 ｌ

ｄ ｅａｔｈ ，ＰＣＤ ） 降解 ， 包括 自 噬和凋亡
［
４ ８ ， １ １ ４

］
。 昆虫脂肪体作为哺乳动物肝脏的 同源组

织 ， 是感知各种激素 、 储存营养物质和进行糖代谢的主要组织 ［
６ ８

， １ １ ５
］

， 脂滴 （ ｌ ｉｐ
ｉｄ ｄ ｒｏｐ ｌ ｅｔ ，

ＬＤ ） 是脂肪体细胞中主要 的 脂质 储存细胞器 ， 其 中 的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酯 （ ｔｒ ｉ

ｇ
ｌｙｃ ｅｒ ｉｄｅ ，

ＴＡＧ ） ［
６４

］

。 ２ ０Ｅ 是 昆虫蜕皮变态的主要调节因子 ［
１ １ ４

， １ １ ６
］

＝２ ０Ｅ 滴度在幼虫向蛹转变

期 间 持续 升 高
［
４６

］
， 通过结合 其核 受 体 （ ｅ ｃｄｙ ｓｏｎ ｅ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 ， ＥｃＲ ） 并与超气 门 蛋 白

（ ｕ ｌ ｔ ｒａ ｓｐ
ｉｒａｃ ｌ ｅ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 Ｕ ＳＰ ） 形成转录复合体 ， 与蜕皮酮反应兀件 （ 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 ａｃ ｔ ｉｏｎ

ｅ ｌ ｅｍ ｅｎｔ ，ＥｃＲＥ ） 结合后
［

１ １ ７
］
启 动下游基因表达从而起始 昆虫的变态发育

［
１ １ ８

］
。 高滴度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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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２０Ｅ 可以促进幼虫组织从 自噬转变为凋亡
［
４５

］
。 之前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在幼虫停止摄

食后 ， 血淋巴中葡萄糖水平升高 ［
５ ９

］
， 幼虫的组织发生降解 。 尽管 ２０Ｅ 对 昆虫变态的调

控己有广泛的研究 ， 但其调控糖异生的机制及其与幼虫脂肪体 ＰＣＤ 的关系仍不清楚 。

本章节研宄以棉铃虫为实验模型 ， 揭示了２０Ｅ 调控糖代谢重编程和脂肪体 ＰＣＤ 的

机制 ， ２０Ｅ 通过 ＫＬＦ １ ５ 整合 自 噬和凋亡促进幼虫脂肪体降解 ， 为糖异生产生底物 ， 从而

升高血糖水平促进变态发育 。

２ ． 材料与方法

２ ． １ 实验材料

２ ．１ ．１ 实麵物

重大杂食性农业害虫棉铃虫为本实验的研宄对象 ， 养殖温度为 ２７
°

Ｃ± Ｉ

°

Ｃ ， 养殖湿度

为 ６０－７０％ ， 光照时长 １ ４ 小时 ， 喂食 由大豆粉 、 小麦胚芽 、 复合维生素 、 蔗糖和无机盐

等配置而成的饲料 ［
１ １ ９

］
。

２ ． １ ．２ 实验细胞

棉铃虫表皮细胞系 （ＨａＥｐ ｉ ｃｅ ｌ ｌ ｌ ｉｎｅ ） 是 由本实验室从 ５ 龄幼虫表皮组织中分离培养

获得 ［
１ ２０

］
。 将细胞传至培养瓶中使其松散地贴附单层 ， 加入 ５ ｍＬ Ｇｒａｃｅ 培养基 （ １ １ ３００

０４３ ，Ｇ ｉｂｃｏ ， 美国 ） 和 １ ０％热灭活胎牛血清 （ １ ６ １ ４００６３ ，Ｇ ｉｂｃｏ ， 美国 ） ， 培养温度为 ２７
°

Ｃ ，

每周传代培养
一

次并观察细胞状态 以及是否有污染 。

２ ． １ ．３ 实麟剂

Ｔｒｉｚｏ ｌ ＲＮＡ 提取试剂盒 、 ｄＮＴＰ 、 Ｔａｑ 聚合酶 、 ＨＩＦ Ｉ 酶 （全式金 ， 北京 ， 中 国 ） 。 琼

脂糖 、 二 甲基亚砜 （ ＤＭＳＯ ） 、 ＤＮＡ 提取液 、 核蛋 白提取试剂盒 、 ＣＣＫ－

８ 细胞活力试剂

盒 、 海藻糖测定试剂盒 、 丙酮酸测定试剂盒、 游离脂肪酸测定试剂盒、 谷氨酸测定试剂

盒 （索莱宝 ， 北京 ， 中 国 ） 。 葡萄糖测定试剂盒 （酶联生物 ， 上海 ， 中 国 ） 。 ＣｈＩＰ 试剂盒

（碧云天 ， 上海 ， 中 国 ） 。 引物序列合成 、 氨苄青霉素 、 卡那霉素 、 异丙基硫代半乳糖苷

ＩＰＴＧ 、 蛋 白酶抑制剂 ＰＭＳＦ（生工生物 ， 上海 ， 中 国 ） 。 胶回收试剂盒、 质粒提取试剂盒

（捷瑞 ， 上海 ， 中 国 ） 。 ＲＮＡ 酶抑制剂 、 限制性 内切酶 、 合成 ｄｓＲＮＡ 试剂盒 （ Ｔｈｅｒｍｏ

Ｆ ｉｓｈｅｒ Ｓ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马萨诸塞州 ， 美国 ） 。 弗氏佐剂 、 ４
＇

，６－ｄ ｉａｍ ｉｄ ｉｎｏ－２ －

ｐｈｅｎｙ ｌ ｉｎｄｏ ｌｅ （ＤＡＰＩ ）

（ Ｓ ｉｇｍａ－Ａ ｌｄｒｉｃｈ ， 麻省 ， 美国 ） 。 ２０Ｅ（ Ｃａｙｍａｎｃｈｅｍ ， 密歇根州 ， 美国 ） 。 细胞转染试剂

（博奥龙 ， 北京 ， 中 国 ） 。 牛胎盘血清 （ Ｂ ｉｏ ｌｎｄ ， 基布兹 ？拜特？埃梅克 ， 以色列 ） 。 Ｔ４ ＤＮＡ

连接酶 （Ｍ 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Ｂ ｉｏ ｌａｂｓ ， 麻省 ， 美国 ） 。 ｃＤＮＡ 反转录试剂盒 （Ａｂｅａｍ ， 剑桥 ， 英

国 ） 。 Ｇｒａｃｅ 培养基 （ Ｇ ｉｂｃｏ ， 加利福尼亚州 ， 美国 ） 。 溴化氢柱料 （ 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 Ｈｅａ ｌ ｔｈｃａｒｅ ，

白金汉群 ， 英国 ） 。 吐温 ２０ （鼎 国 ， 北京 ， 中 国 ） 。 磷酸化的组蛋 白 Ｈ３ 多克隆抗体 （ Ｓｅｒ ｌ Ｏ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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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ｅ ｌ ｌ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麻省 ， 美国 ） 。 辣根过氧化物酶 （ＨＲＰ ） 标记的羊抗 鼠和羊

抗兔 Ｉ
ｇＧ 、 碱性磷酸酶标记的羊抗兔或马抗 鼠 ＩｇＧ（ 中杉金桥 ， 北京 ， 中 国 ） 。

ｐ
－Ａｃｔ ｉ ｉｉ 单

克隆抗体 、 ＧＦＰ／ＲＦＰ 单克隆抗体 （ ＡＢｃ ｌｏｎａ ｌ ， 武汉 ， 中 国 ） 。 ＣＡＳＰ３ 多克隆抗体 （ 万类 ，

沈阳 ， 中 国 ） 。 ＣＡＳＰ３ 活细胞分析试剂盒、 Ａｎｎｅｘ ｉｎ Ｖ－Ｐ Ｉ 凋亡检测试剂盒 、 Ｔｕｎｅ ｌ 细胞凋

亡试剂盒 （ 宇 丨旦生物 ， 苏州 ， 中 国 ） 。 ＴｒａｎｓＳｔａｒｔ Ｔｉｐ Ｇｒｅｅｎ ｑＰＣＲ Ｓｕ
ｐｅ

ｒｍ ｉｘ（ 艾德莱 ， 北

京 ， 中 国 ） 。 其他试剂均购于国药的分析纯试剂 。

２ ． １ ．４ 实验伩器

ＰＣＲ 仪 （博 日科技 ， 杭州 ， 中 国 ） ， 荧光定量 ＰＣＲ 仪 （Ａｎａ 丨ｙｔｉｋ Ｊｅｎａ ， 德国 ） ， 电泳

仪、 ＳＤ Ｓ －ＰＡＧＥ 电泳槽 （凯元 ， 上海 ， 中 国 ） ， 移液枪 、 高速冷冻离心机 （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

德国 ） ， 超声破碎仪 （新芝 ， 宁波 ， 中 国 ） ， 微量分光光度计 （凯奥 ， 北京 ， 中 国 ） ， Ｏ ｌｙｍｐｕｓ

ＢＸ５ １ 荧光显微镜 （ 奥斯巴林 ， 曰本 ） ， 流式细胞仪 （Ａｍｎ ｉｓ ， 西雅图 ， 美国 ） ， 化学发光

成像系统 ５２００（天能 ， 上海 ， 中 国 ） ， Ｌ －８９００ 氨基酸分析仪 （ 日立 ， 东京 ， 日本 ） 。

２ ．２ 实验方法

２ ．２ ． １提取ＲＮＡ

选取不同龄期 、 体重大小相似的三只虫 ， 将其在冰上冻 １ ５ ｍ ｉｎ ， 在显微镜下沿侧线

将虫解剖 ， 分离出表皮 ， 中肠和脂肪体并放入 ｌ ｘＰＢ Ｓ （ ｐＨ ７ ．４ ， １ ０ ｍＭＮａ２ＨＰ〇４ ，１ ． ８ ｍＭ

紐２１
＞０４ ， １ ４〇 ｜１１ ］＾灿 （： １ ， ２ ．７福 艮（： １ ） 中冲＾去除血淋巴 ， 然后称取 １ 〇〇 １１＾ 组织放入

已加入 Ｔｒｉｚｏ ｌ 试剂的研磨器中充分研磨 ， 取 出研磨好的组织在冷冻离心机中 １ ２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 ５ｍ ｉｎ ， 取上清液至新的无 ＲＮＡ 酶的 ＥＰ 管中室温静置 ５ｍ ｉｎ 。 在提取细胞 ＲＮＡ

时 ， 用 ｌ
ｘＰＢＳ 洗涤细胞两次 ， 然后取 ｌ ｍＬ Ｔｒｉｚｏ ｌ 至六孔板中在冰上放置 １ ０ｍ ｉｎ 充分裂

解细胞 ， 用枪吹打细胞并收集至 ＥＰ 管中 。 加入 ２００
ｐＬ 氯仿后剧烈震荡 ２０ｓ 后 １ ２０００

ｒｐｍ ， ４
°

Ｃ离心 ｌ Ｏｍ ｉｎ ， 取上层水相并加入等体积的预冷后的异丙醇充分混匀后室温静置

ｌ Ｏ ｍ ｉｎ ，１ ２０００ ｒｐｍ ， ４
°

Ｃ离心 １ ０ ｍ ｉｎ 后去除上清液 ， 留下沉淀 ， 用 ＤＥＰＣ 水配置的 ７５％

的乙醇充分洗涤沉淀后 １ ２０００ｒｐｍ ， ４
°

Ｃ离心 ５ｍ ｉｎ ， 去除乙醇并在超净台风干 ５ｍ ｉｎ 使

乙醇彻底挥发 ， 根据沉淀量加入 ＤＥＰＣ 水并于 ７２
°

Ｃ金属浴中孵育 １ ０ｍ ｉｎ 使 ＲＮＡ 充分

ｍｍ 〇

２ ．２ ．２反＿合成ＣＤＮＡ

将提取好的 ＲＮＡ 测浓度 ， 根据 ５ ｘＡＨ －

Ｉｎ－ＯｎｅＲＴ Ｍａｓ ｔｅｒＭ ｉｘ 反转录试剂盒说明书 ，

定量 ２ 盹 做模板 ， 并加入 ２ 吣 ＡｃｃｕＲＴＲｅａｃｔ ｉｏｎＭ ｉｘ（ ４ｘ ） ， 补 ＤＥＰＣ 水至 ８ 吣 混匀后

放置４２
°

Ｃ金属洛中孵育２ｍ ｉｎ
； 加入２

 ｊ

ｉＬ ＡｃｃｕＲＴ Ｒｅａｃｔ ｉｏｎＳｔｏｐｐｅｒ（ ５ ｘ ） 、 ４
ｐ

ＪＬ５ ｘＡ ｌ ｌ
－

Ｉｎ

Ｏｎｅ ＲＴＭａｓ ｔｅｒＭ ｉｘ 、 ６ ｎＬ ＤＥＰＣ 水 ， 放置 ２５
°

Ｃ金属浴中孵育 １ ０ ｍ ｉｎ ， 然后转至 ４２
°

Ｃ金属

浴中孵育 １ ５ ｍ ｉｎ ， 最后在 ８５
°

Ｃ金属浴中孵育 ５ ｍ ｉｎ 。 将合成好的 ｃＤＮＡ 进行 －２０
°
Ｃ保存 。

２ ．２ ．３ 基因鉴定 、 克隆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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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报道的人和果蝇的 ＫＬＦ 序列进行 ＮＣＢ Ｉ 序列查找 ， 获取了人 １ ８ 个 ＫＬＦ ｓ

和果蝇 ５ 个 ＫＬＦ ｓ ； 以人和果蝇的 ＫＬＦ 为路标 ， 在棉铃虫基因组中进行 Ｂａｓ ｉ ｃＬｏｃａ ｌ

Ａ ｌ 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ｏ ｌ（ ＢＬＡＳＴ ） 查找 ， 根据得分排列在棉铃虫 中筛选到 ５ 个 ＫＬＦ ｓ ， 将

ＫＬＦ ｓ 的全长序列进行 ＳＭＡＲＴ 在线软件分析发现其羧基端都具有保守的锌指结构 。 根

据 ＫＬＦｓ 的全长序列分别设计干扰引物 ， 过表达引物和荧光定量 ＰＣＲ 引物 ， 选择合适的

ｃＤＮＡ 模板进行扩增 。 用 ＭＥＧＡ７ ．０ 软件对不同物种的 ＫＬＦ ｓ 蛋 白序列进行比对并构建

进化树 。

２ ．２ ．４实时定量ＰＣＲ（ ｑ
ＲＴ－ＰＣＲ ）

将不同组织的 ｃＤＮＡ 进行稀释 （表皮 １ ：６ ； 中肠 １ ： ８ ； 脂肪体 １ ： ５ ） 作为模板 ， 避光

加入 以下反应 （ 总体积为 １ ０
ｆ
ｉＬ ） ：

表 ２
－

１ＰＣＲ反应体系

Ｔａｂ ．２－

１ＰＣ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合成体系


１ ０
 ｜

ｘＬ

上游 弓丨物＾ １
ｆ

ｉＭ ） ２ Ｌ^

下游 引 物 （ ｌ ｐＭ ） ２ ｈＬ

ＴｒａｎｓＳｔａｒｔＴ ｉｐ
Ｇｒｅｅｎ ５

 ｊ

ｘＬ

ｑ
ＰＣＲＳｕｐｅｒｍ ｉｘ

稀释过的 ｃＤＮＡ 模板


１

＾
ｉＬ

反应条件 ： ９ ５
°

Ｃ１ ５ｍ ｉｎ ；９５
°

Ｃ１ ５ｓ
；６０

°
Ｃ１ｍ ｉｎ

；７８
°

Ｃ２ｓ ，

一

共设４０个循环 ， 在

６５
°

Ｃ －９５
°

Ｃ进行溶解曲线分析 ， 间隔 ０ ． ５
°

Ｃ 。 获得的 Ｃｔ 值根据公式 ；Ｔ
ＡＡＱ
计算 ， 即 ２

４Ａ ￡： ｔ ｉ
：

＿＿Ａｅ ｔ

ＡＣ ｔ 代表实验组中基因 的 Ｃｔ 平均值 ／对照组中基因 的 Ｃ ｔ 平均值一 内参基因

的 Ｃ ｔ 平均值 为 内参基因 。 将计算 出来的数值进行 ／ 检验 （
＊

／
？＜０ ．０５ ，

＊ ＊

／
Ｋ０ ．０ １ ，

＊ ＊ ＊

ｐ
＜０ ．００ １ ） 或者 ＡＮＯＶＡ（不同字母表示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ｐ

＜０ ．０５ ） 分析是否具

有显著差异 。

２ ．２ ．Ｓ 制备多克隆抗体

２ ．２ ．５ ． １ 构建原核表达载体

选择 ＫＬＦ １ ５ 的 ｃＤＮＡ 片段 （ １
－

５６４ 的核苷酸序列 ， 编码 １ ８８ 个氨基酸 ） 进行扩增 ，

根据 ｐＥＴ
－

３０ａ 质粒图谱选择合适的酶切位点 ， 用 ＤＮＡ 限制性内切酶在 ３７
°

Ｃ金属浴中酶

切 ＫＬＦ １ ５ 目 的片段和 ｐＥＴ
－３ ０ａ ｌ ． ５ ｈ ， 点样至琼脂糖凝胶孔中并进行胶回收 ， 测定浓度后

用 Ｔ４ 连接酶于 ４
°
Ｃ连接过夜 。 将连接产物转入大肠杆菌 ＤＨ ５ａ 中冰上孵育 ３０ｍ ｉｎ 后于

４２
°

Ｃ金属浴中热激 ７ ５ｓ ， 迅速转移到冰上 ２ｍ ｉｎ ， 加入 １ｍＬ 培养基后放入 ３ ７
°

Ｃ摇床中

孵育 １ｈ 。 离心收集菌体均匀涂至含卡那霉素 （ Ｋａｎａ ） 的 ＬＢ 固体培养基中并放到 ３ ７
°

Ｃ

培养箱中培养 丨 ６ ｈ 。 挑取单菌落进行 ＰＣＲ 扩增跑胶筛选阳性菌落 ， 加 ＬＢ 培养基培养过

夜进行保种和提质粒 ， 将构建好的重组质粒转入大肠杆菌 Ｒｏｓｅｔｔａ 菌株培养过夜 ， 筛选

阳性菌后加入 ２０％甘油进行－８０
°

Ｃ保存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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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５ ．２ 大规模表越组蛋白并纯化

将重组菌株接种到含有 ５ ｍＬ ＬＢ 培养基中 （ Ｋａｎａ 抗性 ） 于 ３７
°

Ｃ培养过夜 ， 然后 以

１％的 比例转移至 ５００ｍＬ 培养基中于 ３７
°
Ｃ摇床中培养 ３ｈ ， 加入 ０ ． ５ｍＭ 的 ＩＰＴＧ 后继续

放置 ３ ７
°

Ｃ摇床培养 ６－７ｈ 。 室温离心收集菌落 ， 用 ３０ｍＬｌ
ｘＰＢＳ 悬起沉淀放到破碎仪中

进行超声破碎 （超声 ５ｓ ， 间隔 ５ｓ ， 总时长 １ ． ５ ｈ ） 。 于冷冻离心机中离心 ２０ｍｉｎ 后分别

收集上清液和沉淀 ３ 经过 ＳＤＳ －ＰＡＧＥ 跑胶 ， ＫＬＦ １ ５ 蛋 白形成包涵体 ， 将沉淀溶于含有 ８

Ｍ 尿素的变性液 （ ０ ． １ Ｍ Ｔｒ ｉｓ
－ＨＣ Ｉ（ ｐＨ ８ ．０ ） ， ８ Ｍ 尿素 ） 中进行变性并放置 ３ ７

ａ
Ｃ摇床震

荡过夜 。 将沉淀于 ４
°

Ｃ ， １ ２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２０ｍｉｎ 后取上清液过 Ｈ ｉｓ
－

ｔａｇ变性柱进行纯化 。

２ ．２ ．５ ．３ 制备多克隆抗体

将新西兰大 白兔作为免疫对象 ， 观察确保其健康后从耳缘静脉处取 １ｍＬ 血作为前

血清 。 将纯化好的蛋 白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 和浓度检测 ， 定量 ５００
Ｍｇ 与等量的完全弗氏佐

剂充分混匀至油包水的状态 ， 在新西兰大 白兔的皮下进行多点注射 ；
三周后将 ５ ００ Ｍｇ 纯

化的抗原与等量的不完全弗氏佐剂混匀后进行第二次注射 ； 两周后将 ］ ｍｇ 的纯化抗原

进行肌肉注射来加强免疫 。

一

周后取血为兔多克隆抗体 ， 并以前血清作为对照进行抗体

特异性检测 ［
１２ １

］
。

２ ．２ ．６ 提取组织蛋白

将棉铃虫放置冰上 １ ５ ｍ ｉｎ 后将其解剖 ， 取表皮 ， 中肠和脂肪体放到 ｌ
ｘＰＢＳ 中洗洛 ，

然后将组织放到 ｐＨ ７ ． ５ 的 ４０ ｍＭ Ｔｒｉ ｓ
－ＨＣ Ｉ（含 １％的 ＰＭＳＦ ） 中充分研磨后转移至 ＥＰ 管

中 ， １ ２０００ ｒｐｍ ， ４
°
Ｃ离心 １ ５ ｍ ｉｎ 后取上清液即为虫体组织总蛋 白 。 提取细胞蛋白时 ， 首

先吸去培养基并加入 ｌ
ｘＰＢ Ｓ 洗涤两次 ， 然后加入 １ｍＬ 的 ｌ ｘ ＰＢＳ 吹打收集细胞 ， ４

°
Ｃ ，

３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５ｍ ｉｎ 后取上清液即为细胞总蛋白 。 加入 １ ／２ 体积的蛋白处理液于 １ ００
°

Ｃ

中孵育 １ ５ｍ ｉｎ 。

２ ．２ ．７ 蛋白质免疫印迹

定量处理好的蛋 白样品加到 ＳＤＳ －ＰＡＧＥ 加样孔中 ， 设置电压 ８０Ｖ 至样品跑出蛋 白

胶前沿停下 。 将滤纸和硝酸纤维素膜栽剪至和蛋 白胶大小 ， 先铺三层滤纸和
一

层硝酸纤

维素膜到电泳仪石墨板上 ， 将蛋 白胶小心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 ， 再铺上三层滤纸进行

转膜 。 裁剪硝酸纤维素膜至合适大小放到孵育盒里用 ＴＢＳＴ Ｃ ＴＢＳ 中加入 ０ ．０２％的吐温 ）

清洗
一遍后加入封闭液 （ ５

ｇ 脱脂奶粉溶于 １ ００ｍＬ ＴＢＳＴ 中 ） 孵育 １ｈ ， 去除奶粉后用

ＴＢＳＴ 清洗
一

遍膜后加入抗体于 ４
°

Ｃ赙育过夜 。 ＴＢＳＴ 清洗膜两次 ， ＴＢＳ （ ｐＨ ７ ． ５ ，１ ０ ｍＭ

Ｔｒｉｓ
－ＨＣＩ ，１ ５０ ｍＭ ＮａＣ Ｉ ） 清洗膜

一

次 ， 每次 ｌ Ｏ ｍ ｉｎ ， 加入二抗 ， 于室温孵育 ２ ｈ ， 去除

二抗后用 ＴＢＳＴ 清洗两次 ， ＴＢＳ 清洗
一

次后用机器或者发色液进行显色观察 。 蛋 白条带

分析使用 ＩｍａｇｅＪ 软件 （ 马里兰州 ， 贝塞斯达 ， 美国 ） 。

２ ．２ ．８ 构建过表达质粒

扩增 ＫＬＦ １ ５ 全长序列 ， 选择合适的酶切位点用限制性 内切酶切 目 的片段和质粒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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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ｌＥＸ －４ －ＲＦＰ－Ｈ ｉ ｓ ， 点样至琼脂糖凝胶中 ， 电泳后胶回收 ， 用 Ｔ４ 连接酶连接过夜后转入

大肠杆菌 ＤＨ ５ ｃｔ ， 筛选阳性菌落后测序确保序列准确 。

２ ．２ ．９ 合成双链 ＲＮＡ

选择 ４００－

５ ００ｂｐ 的 ｃＤＮＡ 序列 ， 在其 ５

’

端加入 Ｔ７ 启动子序列并进行扩增作为合成

双链 ＲＮＡ 的模板 ， 加入 以下反应配置合成双链 ＲＮＡ 的体系 ：

表 ２－２ｄ ｓＲＮＡ 合成体系

Ｔａｂ ． ２ －２ｄ ｓＲＮＡｓｙｎ ｔｈ ｅｓ ｉｓｓｙｓ ｔｅｍ

合成体系


５ ０
ｃＤＮＡ ３

 ｊ

ａｇ

Ｔ７
ｐｏ ｌ ｙｍ ｅｒａｓｅ ４

 ｊ

ｉＬ

Ｔ７
ｐｏ

ｌｙｍ ｅｒａｓｅｂｕ ｆｆｅ ｒ２０
 ｊ

ｘＬ

Ｒｎａｓｅ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ｏｒ ２
 ｊ

ｉＬ

ＮＴＰ ｓ ２ ．４
 ）

ｉＬ ｘ ４

ＤＥＰＣｚＫ


补至５ ０
ｐＬ

将反应体系放置 ３ ７
°

Ｃ水浴锅中孵育过夜 ， 加入 １ ０叫 的 ＤＮａ ｓｅ ｌ 和 １ ０的 ＤＮａ ｓｅ ｌ

ｂｕｆｆｅｒ ， 加 ＤＥＰＣ 水补至 １ ００ 卟 ， 于 ３ ７
°

Ｃ水浴锅 中孵育 １ｈ 。 每组样品加 ＤＥＰＣ 水至 ２００

＃ ， 加入 １ ００ 化 氯仿和 １ ００ ＃ 水饱和酚后震荡混匀 ， １ ２０００ １

１
） １１１ ， ４

°

（：离心 １ ５ １＾ １１ ， 取

约 ４００
ｐＬ 上清液和等体积的氯仿混匀后离心 ， 取约 ２００

ｐＬ 上清液加入 ２ ． ５ 倍体积的无

水乙醇和 １ ／ １ ０ 体积的 ３Ｍ 乙酸钠 （ ｐＨ ４ ． ０ ） ， 放到 －２ ０
°

Ｃ冰箱过夜 。 离心收集沉淀 ， 用 ＤＥＰＣ

水配置的 ７ ５％的 乙醇洗涤沉淀后风干去除乙醇 ， 加入 ５ ０ 队 的 ＤＥＰＣ 水溶解沉淀 。 １ ： １ ０

稀释合成好的 ｄ ｓＲＮＡ 测定浓度并进行琼脂糖凝胶 电泳 ， 条带单
一

且 明亮代表合成成功 。

２ ．２ ． １ ０ 虫体 ＲＮＡ 干扰

长的双链 ＲＮＡ（ ｄｓＲＮＡ ） 在 昆虫体 内可以被分解成多个较小的 ｄｓＲＮＡ 从而降解靶

标基因的转录 ［
１ ２２

］
。 将刚蜕下皮的六龄 ０ｈ 幼虫进行计时 ， 取体重大小相似的六龄 ６ｈ

幼虫置于冰上 。 用灭菌的 ｌ
ｘＰＢ Ｓ 将双链 ＲＮＡ 稀释至 ５ ００ ｎｇ／叫 ， 注射针吸取 ｄ ｓＲＮＡ 从

棉铃虫侧腹部第三腹足的位置插入体 内 向前注射 ， 间隔 ２４ ｈ 后注射第二针 ，

一

共注射三

次 。 也 为对照组 ， 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至少 ３ ０ 只虫 ， 并重复三次进行统计 。

２ ．２ ． １ １ 虫体撖素刺撖

用 ＤＭ ＳＯ 将 ２０Ｅ 溶解至 １ ０ｍｇ／ｍＬ 进行储存 。 ｌ
ｘ ＰＢＳ 将 ２０Ｅ 稀释至 ２０ 、 ４０ 和 １ ００

ｎｇ
／＾Ｌ 。 选取 ６ 只大小体重相似的六龄 ６ ｈ 幼虫进行注射 ， 每次注射 ５

＾Ｌ ， 使其终浓度分

别为 １ ００ 、 ２００ 和 ５ ００ｎｇ
／只虫 ， 分别刺激 １ 、 ３ 、 ６ 、 １ ２ 和 ２４ｈ ， 提取脂肪体进行检测 。

２ ．２ ． １２ 转染过表达质粒和 ｄｓＲＮＡ

将 ＨａＥｐ ｉ 细胞接种到六孔板中 ， 待其密度约为 ８０％时 ， 进行转染 ？

． 用镊子夹取两个

无菌 ＥＰ 管 ， 分别加入 １ ００叫 的 ０ ． ９％ＮａＣ Ｉ ，

一

个 ＥＰ 管中加入 丨 ０叫 的转染试剂 ， 另
一

个 ＥＰ 管中加入 ５
ｐｇ 过表达质粒或 ２

ｐｇ 的 ｄｓＲＮＡ ， 将两个 ＥＰ 管混匀静置片刻后加到六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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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板中 ， 于 ２７
°
Ｃ培养 ４８ －７２ｈ ， 每隔 ２４ｈ 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是否发出 明亮荧光来

确定是否转染成功 。 空载质粒 ｐ
ＩＥＸ －４－ＲＦＰ－Ｈ ｉ ｓ 为空 白对照 。

２ ．２ ． １３ 测定血淋巴葡萄糖

取至少三只虫的血淋巴共 ３ ０
｜

ｘＬ（含 Ｉ ｍＭ 苯基硫脲 ， （ ｐｈｅｎｙ ｌｔｈ ｉｏｕｒｅａ ， ＰＴＵ ） ） ， 离

心去除血细胞后取 １ ０
ｒＬ 血淋巴 ， 加入 １ｍＬ 葡萄糖提取液 ， 于 ３ ７

°

Ｃ避光孵育 １ ０ｍ ｉｎ ，

在 ５０５ｎｍ 处测定吸光值 。

２ ．２ ． １ ４ 测定血淋巴海襄糖

选取至少三只 同龄期的幼虫或蛹 ， 剪去第四对附肢或者在腹眼处轻扎
一

针 ， 吸取 ５ ０

卟 血淋巴收集到含有 ２ ． ５ 吣 １ｍＭＰＴＵ 的离心管中 ， 离心后取上清液加入 ４５ ０ 吣 海藻

糖提取液并在室温静置 ４５ ｍ ｉｎ 后 ， ｌ ＯＯＯＯ ｒｐｍ 离心 ｌ Ｏ ｍ ｉｎ ， 取上清液与试剂盒中 的工作

液混勾 ， 将样品放到 ９５
°
Ｃ金属浴中加热 １ ０ｍ ｉｎ ， 待其 自然冷却后用分光光度法在 ６２０

ｎｍ 处测定吸光值 。

２ ．２ ． １ ５ 测定血淋巴丙酮酸

收集至少三只虫的血淋巴 ４５
ｎＬ ， 加入提取液 ２００

ｎＬ 在冰上快速研磨后转至室温静

置 ３ ０ｍｉｎ ，１ ０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 ０ｍｉｎ 后取上清液 ７５
 ｊ

ａＬ ，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加入试剂
一

和

试剂二 ， 充分混匀之后用分光光度法在 ５２０ｎｍ 处测定吸光值 。

２ ．２ ． １ ６ 测定脂肪体糖原

称取不同发育阶段幼虫或蛹的脂肪体 ０ ． １
ｇ ， 用 ＰＢＳ 漂洗去除血细胞 ， 加入试剂盒

中的提取缓冲液 ， 于 ｌ 〇〇
°

Ｃ孵育 ２０ｍｉｎ ， 每隔 ５ｍ ｉｎ 摇匀
一

次使其充分混匀 ， 待样品完

全冷却后按照说明书加入检测试剂 ， 然后在 ６２０ｎｍ 处测定吸光值 。

２Ｊ ． １ ７ 测定游离氨基酸

取 ２ ５ 卟 血淋巴至 １ ． ５ｍＬＥＰ 管中 ， 加入 １ ． ５
ｐＬ１ｍＭＰＴＵ 和 ２５

 ｆ
ｉＬ 抗凝剂 （ ４５０

ｍＭ ＮａＣ ｌ 、 ｌ Ｏ ｍＭ ＫＣ Ｉ 、 ｌ Ｏ ｍＭ ＥＤＴＡ 、 ｌ Ｏ ｍＭ ＨＥＰＥＳ ） ， 离心后取３０ 叫 上清液加入

３００
ｐＬ２０％的三氯乙酸并充分混匀 ， １ ０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 ０ ｍｉｎ 后取上清液用 ０ ．２２

ｎＭ 过滤

器过滤后用氨基酸分析仪测定不同氨基酸的含量 。

２ ．２ ． １ ８ 测定游离脂肪酸

从不同发育阶段的幼虫和蛹中取出 ５０
ｐＬ 血淋巴 ， 与 ＰＴＵ 混合防止黑化 ， 按照试剂

盒说明书加入试剂后在 ５ ５ ０ｎｍ 处测定吸光值 。

２ ．２ ． １９ＣＣＫ＞８ 测定细胞活力

将细胞传至 ９６ 孔板中 ， 使其密度为 ４ ｘ
ｌ 〇

３

个细胞／ｍＬ ， 加入 １ ０ ｐＬ ＣＣＫ
－８ 试剂 ， 在

２７
°
Ｃ培养箱中孵育 ２－

３ｈ 待颜色稳定后测定 ４５０ｎｍ 处的吸光值 。

２ ．２ ．２０ 免疫细胞化学

将灭菌飞片放到 ２４ 孔板中 ， 去除培养瓶中 的 旧培养基 ， 加入新的培养基将细胞均

匀传至 ２４ 孔板中 ， 待每个孔的细胞密度约为 ２ ｘ ｌ 〇
５
－

３ ｘ ｌ 〇
５ 个细胞／ｍＬ 时转入质粒 ， 在转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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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成功后添加激素或者 ｄｓＲＮＡ 处理 。 去掉 ２４ 孔板中 的培养基 ， 用 ｌ
ｘＤＰＢＳ 洗涤两次 ，

加入 ４％多聚 甲醛避光固定细胞 １ ０ｍ ｉｎ ， 用 ｌ
ｘＰＢ Ｓ 洗涤细胞 ３ 次去除多聚甲醒 ， 加入

ＤＡＰ Ｉ（ １ｇｇ／ｍＬ ） 室温避光孵育 １ ０ｍ ｉｎ 进行细胞核染色 ， 去除染料 ， 用 ｌ
ｘＰＢ Ｓ 洗涤细

胞 ６ 次 ， 每次 ５ｍ ｉｎ 。 载破片上滴加 ２卟 甘油 ， 将飞片反扣在甘油上进行封片 ， 短期保

存在 ４
°

Ｃ冰箱 ， 使用 Ｏ ｌ
ｙｍｐｕｓＢＸ５ １ 荧光显微镜观察细胞焚光并拍照 。

２ ．２ ．２ １ 凝胶电泳迁移实验 （ＥＭＳＡ ）

将 ｐＩＥＸ －ＥｃＲ－ＲＦＰ －Ｈ ｉ ｓ 和 ｐ
ＥＸ －ＫＬＦ １ ５

－ＲＦＰ－Ｈ ｉ ｓ 转染进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 ， 转染成功后

加入 ＤＭＳＯ 或者 ２０Ｅ（ ５＿ ） 刺激 ６ ｈ 后提取核蛋 白 。 从生工生物公司设计带有 ６
－羧基

荧光素 （ ＦＡＭ ） 标记的探针引物 ， 分别是 ： 沿／Ｙ ５ 启动子区域包含 ＥｃＲＥ 的序列探针 （正

义 链５
’

－ＴＣＴＣＡＡＴＴＡＣＧＴＴＣＡＡＴＡＡＡＣＧＧＣＴＴＴＧＴＴＡＡ－

３
’

和 反 义 链５
’

－

ＴＴＡＡＣＡＡＡＧＣＣＧＴＴＴＡＴＴＧＡＡＣＧＴＡＡＴＴＧＡＧＡ
－３

’

） ， 突 变 位 点探针 （ 正 义链５
’

－

ＴＣＴＣＡＡＴＴＡＣＡＴＧＴＡＡＴＡＡＡＣＧＧＣＴＴＴＧＴＴＡＡ
－

３
５

和反 义 链５
’

－

ＴＴＡＡＣＡＡＡＧＣＣＧＴＴＴＡＴＴＡＣＡＴＧＴＡＡＴＴＧＡＧＡ－

３
’

）
；
也ｇＳ启动子区域包含ＣＡＣＣＣ序

列的探针 （正义链５
，

－ＣＣＣＧＣＧＧＴＴＴＣＡＣＣＣＴＣＧＴＣＣＴＧＴＧＧＧＡＡＣＴＧＣＴＧＣＣＣＧ
－

３
’

和

反义链５

’

－ＣＧＧＧＣＡＧＣＡＧＴＴＣＣＣＡＣＡＧＧＡＣＧＡＧＧＧＴＧＡＡＡＣＣＧＣＧＧＧ
－３

’

） ， 突变位点

探针 （正义链５
，

－ＣＣＣＧＣＧＧＴＴＴＴＣＣＣＡＴＣＧＴＣＣＴＧＴＧＧＧＡＡＣＴＧＣＴＧＣＣＣＧ
－３

’

和反义

链５
，

－

ＣＧＧＧＣＡＧＣＡＧＴＴＣＣＣＡＣＡＧＧＡＣＧＡＴＧＧＧＡＡＡＡＣＣＧＣＧＧＧ
－３

’

）
；
尸ｅｐｃＡ ： 启动子

区 域 包 含ＣＡＣＣＣ序 列 的 探 针 （ 正 义 链５
’

－

ＴＧＡＡＡＡＣＡＣＣＣＴＧＡＣＧＣＣＡＴＣＴＴＧＴＧＴＴＧＡＡＧＣＴＣＧＣＧＣＧ
－

３
’

和 反 义 链５
’

－

ＣＧＣＧＣＧＡＧＣＴＴＣＡＡＣＡＣＡＡＧＡＴＧＧＣＧＴＣＡＧＧＧＴＧＴＴＴＴＣＡ
－３

’

） ， 突变位点探针 （ 正

义链５
，

－

ＴＧＡＡＡＡＴＣＣＣＡＴＧＡＣＧＣＣＡＴＣＴＴＧＴＧＴＴＧＡＡＧＣＴＣＧＣＧＣＧ
－

３
’

和反义链５
’

－

ＣＧＣＧＣＧＡＧＣＴＴＣＡＡＣ：ＡＣＡＡＧＡＴＧＧＣＧＴＣＡＴＧＧＧＡＴＴＴＴＣＡ－３ 

’

） 。 将探针溶解于退火

缓冲液 ４１１ ７ ． ５ ， １ 〇 １１１ １４ １＾８ ， ５〇 １１１１＾他＜：１ ， １ １１１１＾ ￡０１＾ ） 中 ， 于 ９５
°
（：加热 １ 〇 １１１ 丨 １１ 后

缓慢冷却至室温 。 配置 ６％的聚丙稀酰胺凝胶 （ ２ 块板 ） ：

表 ２－３ 聚丙嫌雜凝胶合成体系

Ｔａｂ ． ２－３Ｐｏｌｙａｃｒｙ
ｌａｍ ｉｄｅ

ｇｅ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 ｉｓｓｙｓｔｅｍ

合成体系 ２０ ． １ ４ｍＬ

Ｉ Ｏ ｘＴＢＥ 缓冲液 ｆ ｍＬ

４０％丙烯酰胺溶液 ３ｍＬ

５０％甘油 １ｍＬ

１ ０％过硫酸铵 １ ２０
ｐＬ

ＴＥＭＥＤ ２０

去离子水


１ ５ｍＬ

将１ ５ 咫 核蛋 白加到缓冲液 （ ｐ
Ｈ ７ ． ５ ， １ ０ ｍＭ Ｔｒｉ ｓ

－ＨＣ ｌ ， ｌ ｍＭ Ｍｇ
Ｃｈ ， ４０ ｍＭ ＫＣ ｌ ，

０ ． １ｍｇ
／ｍＬＢＳＡ ， ５％甘油 ） 中混匀后在室温静置 ｌ 〇ｍ ｉｎ ， 与 ２００ｆｉｎｏ ｌＦＡＭ 标记的探针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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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温下孵育 １ ５ｍ ｉｎ 后上样到 ６％的聚丙烯酰胺凝胶上样孔中 ［
１ ２３

，
１ ２４

］
。 对于超级迁移

实验 ， 结合反应加入 １ ． ５ｆ
ｉｇ 的 Ｈ ｉｓ 抗体 ； 对于竞争实验 ， 结合反应加入 ５０ 倍未标记的

探针 。 ８０Ｖ 的 电压跑 ８０ｍ ｉｎ 左右后停止 ， 取凝胶到 Ｔａｎｏｎ 凝胶成像仪中进行成像和数

据分析 。

２ ．２ ．２２ 染色质免疫共沉淀 （ＣｈｌＰ ）

分别定量５肫 的
ｐ

ＩＥＸ－ＥｃＲ－ＲＦＰ－Ｈ ｉ ｓ和
ｐ

ＩＥＸ－ＫＬＦ １ ５
－ＲＦＰ－Ｈ ｉ ｓ质粒转染进ＨａＥｐ ｉ细

胞中 ， ７２ ｈ 后加入 ＤＭＳＯ 或 ２０Ｅ 刺激 ６ ｈ 。 避光条件下 ， 每孔加入 ４０ ． ５ 卟 甲醛并放置

３７
°

Ｃ培养箱孵育 ｌ Ｏ ｍｉｎ ； 加入 １ ６５ 队 甘氨酸溶液混匀后室温避光放置 ５ ｔｎｉｎ ； 去除 甲醛

和甘氨酸后 ， 加入 １ｍＬ 含有 ＰＭＳＦ 的 ｌ
ｘＰＢ Ｓ 洗涤细胞两次后用细胞刮板收集细胞并离

心 ； 去除上清液后用含有 ＰＭＳＦ 的 ＳＤＳ 缓冲液悬起沉淀并且进行破碎 （超声 ２ｓ ， 间隔

９ ｓ ， 总时长 ８ ｍ ｉｎ ） 以剪切基因组 ＤＮＡ ， 使 ＤＮＡ 大部分断裂成 ２００
－

１ ０００ｂｐ 大小 。 低温

离心后分别取出 ４００ 叫 上清 ， 加入 ５００
ｎＬ 的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缓冲液后离心取上清液并均匀分

成三份 ，

一

份为 Ｉｎｐｕｔ 组 ， 放置 ４
°

Ｃ冰箱 ， 另外两份加入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Ｇ 于 ４
°
Ｃ摇床摇摆 ３ ０

ｍｉｎ 去除非特异性结合 。 低温离心后取上清液 ，

一

份加 ３抗体 ， 另
一

份不加抗体 ，

一

同放置 ４
°

Ｃ摇床摇摆过夜 。 加入 ６０ 卟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Ａ＋Ｇ 放置 ４
°

Ｃ摇床摇摆 １ｈ 以沉淀
一

抗

所识别的蛋 白 ， 低温离心去除上清液后将沉淀分别用 Ｌｏｗ ｓａｌｔ ｗａｓｈ ｂｕｆｆｅｒ 、 Ｈｉｇｈ ｓａｌｔｗａｓｈ

ｂｕｆｆｅｒ 、 Ｌ ｉＣ ｌ ｗａｓｈ ｂｕｆｆｅｒ 和 ＴＥ ｂｕｆｆｅｒ 洗漆 ， 每次洗漆加入 １ｍＬ 试剂 ， 于 ４
°

Ｃ摇床摇摆 ５

ｍｉｎ 后在冰上静置 ５ ｍｉｎ ， 然后离心留沉淀 。 洗涤后加入 ２５０
ｐＬ Ｅｌｕｔｉｏｎ ｂｕｆｆｅｒ（ １％ ＳＤＳ ，

Ｏ ． ｌ ＭＮａＨＣＯｓ ） ， 在室温摇床摇摆洗脱 ５ ｍｉｎ ， 重复
一

次后共收集上清液 ５ ００此 ， 加入

２〇 ｎＬ ５ ＭＮａＣ ｌ ， 混匀后 ６５
°
Ｃ加热 ４ ｈ ， 以解除蛋 白和基因组 ＤＮＡ 之间的交联。 样品 中

加入１ ０
 ｊ

ｉＬ０ ． ５ＭＥＤＴＡ ， ２０
 ｊ

ｊＬ１ＭＴｒｉ ｓ（ ｐＨ ６ ．５ ） 和１
ｐ
Ｌ２０ｍｇ／ｍＬ蛋 白酶Ｋ ， 混匆后

于 ４５
°

Ｃ孵育 ６０ｍｉｎ 。 最后加入氯仿进行抽提 ＤＮＡ 用于 ｑＰＣＲ 检测 。

２ ．２ ．２３检测 自噬流

转染 ２ ． ５ 吨 的 ｐＩＥＸ －ＲＦＰ －ＧＦＰ－ＬＣ３ －Ｈ ｉ ｓ 双标签荧光质粒到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 ， 转染 ４８ｈ

后分别添加 ５
ｊ
ｉＭ 的 ２０Ｅ 刺激 ｌ ｈ ， １ ２ ｈ ，２４ ｈ 和 ４８ ｈ ， 然后进行免疫细胞化学观察细胞

荧光 。 由于 ＧＦＰ 荧光对酸性 ｐＨ 敏感 ， 当 自 噬起始时 ， 出现 自 噬小体 ， 而后 自噬进
一

步

加强形成 自 噬溶酶体时 ， 绿色荧光发生淬灭 ［
１ ２５

］
。

２ ．２ ．２４检测凋亡

将细胞传至 ２４ 孔板中进行激素或者干扰处理后 ， 弃去 旧培养基加入 ２００
ｐＬ 的

ｌ
ｘＰＢＳ 和 ２队 的 ＣＡＳＰ３ 底物 ， 于室温孵育 ３ ０ ｍ ｉｎ ， 然后进行免疫细胞化学观察 。 流式

检测细胞凋亡时先将细胞传至 ６ 孔板中 ， 实验处理后用 ０ ．２５％的胰酶进行消化并收集细

胞 ， 用预冷的 ｌ
ｘＰＢ Ｓ 洗涤细胞沉淀两次 ， 收集 １

－

５ ＞＜
１ 〇

５

个细胞后用 １ 〇〇 吣 的 ｌ
ｘ结合缓

冲液悬起细胞沉淀 ， 每管样品加入 ４
ｊ
ｉＬ 的 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 和 ４叫 的 Ｐ Ｉ 工作液 ， 放置室温避

光孵育 １ ０
－

１ ５ｍ ｉｎ ， 每管加入 ４００
０ 的 ｌ

ｘ结合缓冲液后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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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Ａｎｎｅｘ ｉｎ Ｖ 为绿色荧光 ， Ｐ Ｉ 为红色焚光 。 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 （ ＴｄＴ ）ｄＵＴＰ 缺 口

末端标记 （ ＴＵＮＥＬ ） 染色法检测组织凋亡时 ， 首先解剖去除脂肪体 ， ｌ
ｘＰＢＳ 漂洗去掉血

淋巴 ， 送到武汉赛维尔公司进行石蜡包埋 ， 将包含组织的石蜡块切成 ５
ｐｍ 厚的组织切

片固定于载玻片上 ， 根据 ＴＵＮＥＬ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 组织中发生凋亡的部位发出

明亮的绿色荧光信号 。

２ ．２ ．２５ 测定脂肪体甘油

取各个发育阶段的脂肪体 ， ｌ
ｘＰＢ Ｓ 漂洗后称重 ， 按照每 １ｍｇ 组织加入 １ ０

ｇＬ 裂解

液的 比列在冰上对脂肪＿进行快速研磨 ， 将样品放置 ７０
°
Ｃ金属浴孵育 １ ０ｍ ｉｎ 使脂肪酶

失活 ， 低温离心后取上清液用分光光度法在 ６２０ｒｎｎ 处测得吸光值 。

２ ．２ ．２６ 统计摊

实验结果使用 Ｅｘｃｅ ｌ 和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７ 软件 （加州 ， 美国 ） 分析数据并作 图 。 所有代谢

物的测定中 ， 每个样本至少包含三只幼虫或蛹并进行三次重复 ， 实验数据用 ／ 检验 （
＊

／
Ｋ０ ．０ ５ ，

＊ ＊

／
Ｋ０ ．０ １ ，

＊ ＊ ＊

ｐ
＜０ ．００ １ ） 进行两两 比较或者 ＡＮＯＶＡ（不同字母表示两组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 ／
Ｋ０ ． ０５ ） 进行多重比较来表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

表 ２＊４ ＰＣＲ 引物序列

Ｔａｂ ． ２－４ Ｏ ｌｉｇｏｎｕｃ 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 Ｒ
ｐｒ

ｉｍｅｒｓ

Ｐｒｉｍｅｒｎａ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 ｃｅ
（Ｓ

’
－３

，

）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ｑＲＴ
－ＰＣＲ

ｒｒｅ－ＲＴＦ ａａｔｇｇｃｇａｇｇｃｔｃｔａｃａａｔ Ａ ＪＫ２９９７９ ． １

Ｔｒｅ－ＫＴＲ ａｔｇｇｃｔｃｃａｇｔｔｃｇｔｔｇｔｃ

Ｔｐｓ
－ＲＴＦ ａｔｇｃｔｇａｇｃｃｃａａａｃｔｃｔｔｃｇＸＰ０２ １ ２０ １ ２４６

Ｔｐｓ
－ＫＴＲ ｃｔｔｔｃｃｃｔｔｃｔｇｔｔｇｔｔｔｇａｇｃ

Ｇ
／

＞
－ＲＴＦ ｇａｇａｔｇｇｃｃｔａｃｃａｃｇ

ａｔＸＰ０２ １ １ ９０２ １ ０ ． １

Ｇｐ
－ＫＴＲ ｇａａｃｃａａｃａａｃｇｃａｃａａｇ

Ｇ５
－ＲＴＦ ｔｃｇｇａｃｔｔａｔｔａｔｇｃｔｃａｇｇａｃ ＸＰＪ）２ ＼  １ ９９５ １ ４ ． １

Ｇ＾
－ＲＴＲ ａｇｇａｇａｔｇｔｔｃｔｇｃｃｔｃｇｔａａ

Ｇ ＜５
／

？
－ＲＴＦ ｇａｔｇｇａａｃａａａｔｃｔａｃｇｃａｃｔｃｇ ＸＰ０２ １ １ ８６７８４ ． １

Ｇ６ｐ
￣ＫＴＲ ａｇｃｃａｃｃａｔｔｔｃａｔａｇ＾Ｅ＾ｃａｔｔ

Ｐｅｐｃｋ
－ＫＴＦ ｃｇｃａａｇａａｃｇａｔｇａｇｇｇｃａａａｔ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９７９００ ． １

Ｐｅｐｃｉ
－ＲＴＲ ｇｔｔｇｔｃａｃａｇｃｇｇ

ｃｇｃ＾ｇａｔ

＾（ ？ｇ５
－ＲＴＦ ａａｇａｇａａａｇａｃｃｇａａｇｇｃｇ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８ １ ５７３ ． １

ｇｇｔｃｔｃｃｇａｇｔｃｔａｇｃｃｔｔｃ

Ｃａｓｐ３
－ＫＴ￥ ａｃｃｃｔｔｃａａａｔａｃｇａｇｃａａｔｃｃＡＥＫ２０８ １ ９ ． １

Ｃａｓ／
？３ －ＲＴＲ ｃａｔｃａｔｔｇｔｃｃｇｔａｃｃａｔｔｃｃｔｔ

／ｆｔ－ＲＴＦ ｔｃａｃａｔｔｃｔｃｇｔｔｃｃｃｇａｔｇａａ ＸＰ０２ １ １ ９８４ １ ２ ． １

Ｈｋ－ＲＴＫ ｇｔｇｃｃｇｇ＾ｇｔｇｔｃｇｔｔｇａ

Ｐｆｋ
－ＫＴＦ ｃｔｇａｌｇｔｇａｃｔｇｇｇｔｇｇｇｔａｇ ＡＬＪ９４０６６ ． １

ｉ＾－ＲＴＲ ｃｇｇｇｃａｃｇｔｔｇｔｔａｃｔｇａｔ

Ｐ＾ｒ
－ＲＴＦ ａｇｇｇｔｇｇｇｃａａａｃｃａｇｔａａｔｃ ＡＲＱ２０７３ ９ ． １

Ｆ＾－ＲＴＲ ｔｃｇｇａｃｃｔｃａａｃａａｃｃａａａｔｃａ

＾＾７５－ＲＴＦ ｔｇｔｔｔｔｇｔｇａａｇｇｃｔｃｔｇｇａｔＸＰ０２ １ ２０ １ １ ９６ ． １

ＫＩ／１ ５
－ＲＴＲｇ

ａｔｃｔａａａｔｃａｃｔａａｇｃ＾ｃｃ

Ｋｌｆｌ ６－ＲＴＦ ｔｃｇｔｃｃｃａｃｃｔｇａａａｇｃｇ 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８７ １ ８４ ． １

Ｋｌｆｌ ６－ＫＴＲ ｃｇｇｃａｃｃｃｇａａｃｔｔｃｔｔｃ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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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４ＰＣＲ 引物序列

Ｔａｂ ． ２－４ Ｏ ｌ ｉｇｏｎｕｃ 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Ｐｒｉｍｅｒ ｎａ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５

’
－３

’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Ｔ＾－ＲＴＦ ｃｇｔｇｃｔｇｃｃｃｔｃｔａｃａａｔＸＰ０２ １ １ ９３４９４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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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实验结果

３ ． １ 筛选棉铃虫中参与糖异生的 ＫＬＦ

以人 中 １ ８ 个 ＫＬＦ ｓ 和果蝇中 ５ 个 ＫＬＦ ｓ 为路标 ， 通过 Ｂ ＬＡ ＳＴ ， 在棉铃虫基因组中

筛选到 ５ 个 ＫＬＦ ｓ ， 分别命名为 ｋｒＵｐ ｐ
ｅ 卜 ｌ ｉ ｋｅ ｆａｃ ｔｏ ｒ ｌ ｕｎａ （ Ｚｗｍ？ ） ， 树突乔木还原蛋 白 （Ｄｏｒ ） 、

没辦 、 冲 和 没／
７ ６ ， 其 中 ＫＬＦ９ 并不与人中 的 ＫＬＦ９ 聚为

一

支 ， 而与果蝇的 Ｋ Ｌ Ｆ １ ５ 聚

在
一

起 （ 图 ２ －

丨 ） ， 而且与果蝇和人的 Ｋ Ｌ Ｆ １ ５ 序列更为相似 （ 图 ２
－

２ ） ， 故将 Ｋ ＬＦ９ 更名

为 ＫＬＦ １ ５ 。 为 了筛选在变态期高表达的 ＫＬＦ ， 提取 ６ｔｈ
－

２４ ｈ 和 ６ ｔｈ － ９６ ｈ 的表皮 、 中肠和

脂肪体的 ｃＤＮＡ 作为模板进行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 ｒｅｖ ｅ ｒ ｓ ｅｔｒａｎ ｓｃ ｒ ｉ ｐｔ ｉｏｎｐｏ ｌ ｙｍ ｅ ｒａｓｅ

ｃ ｈ ａ ｉ ｎｒｅａｃ ｔ ｉ ｏｎ ， ＲＴ－ＰＣＲ ） ， 结果显不 ■￡？？〇 、 尺
丨／
７ ５ 和 没／７ ６ 在变态期高表达 （ 图 ２ －

３Ａ －Ｅ ） 。

为 了 筛选参与糖异生的 ＫＬＦ ， 用 ＲＮＡ ｉ 技术敲降 、 人７／／ ３ 和 尺／／／ ６ 的表达并检测血

糖 （ 图 ２ －

３ Ｆ ） ， 结果显示敲降 没／
７ ５ 和 没／

７ ６ 后血淋巴中 的葡萄糖水平显著下降 （ 图 ２ －

３Ｇ ） ， 与此同时 ， 敲降 没／／ ＞５ 之后显著降低糖异生关键酶 和 ／
＊

ｅ
／
７ｃＡ

■

的表达 ， 而 办／你７ （５

对 的表达并没有影响 （ 图 ２ －

３Ｈ ） ， 因此选择 Ｋ Ｌ Ｆ １ ５ 作为靶标基因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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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 对人 、 果蝇和棉铃虫的 ＫＬＦ １ ５ 进行序列比对

Ｆ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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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对棉铃虫和黑腹果蝇中 的 ＫＬＦ ｓ 构建系统发育树 。 Ｂ ． 对人 中 的 ＫＬＦ９ 和 ＫＬＦ １ ５ 、 果蝇中 的 ＫＬＦ １ ５

和棉铃虫 中 的 ＫＬＦ １ ５ 进行序列 比对 以正确命名靶标雄因 。 红框标为结构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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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筛选在脂肪体中髙表达并参与糖异生的 Ａ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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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２０Ｅ 促进项５ 的表达

为了探究 ＫＬＦ １ ５ 的功能 ， 制备了ＫＬＦ １ ５ 的兔源多克隆抗体 ， 提取全龄期组织蛋 白

后进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 ｌｏｔ 检测 ， 结果显示 ＫＬＦ １ ５ 表达量在变态期的表皮和脂肪体中上升 ， 但

在 中肠中未检测 出 ＫＬＦ １ ５ 的表达 （ 图 ２－４Ａ 和 Ａ ｉ ） ， 说明 ＫＬＦ １ ５ 在变态期的表皮和脂肪

体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为 了探宄 ２０Ｅ 对 ＫＬＦ １ ５ 的调控 ， 对 ６ｔｈ－６ ｈ 幼虫注射 ２０Ｅ 后设置不

同的时间梯度检测 尺／／／５ 的表达。 结果显示 ， 与对照组 ＤＭＳＯ 相比 ， ５００ ｎｇ 的 ２０Ｅ 刺激

１ｈ 即能上调 沿 的表达 （ 图 ；ＭＢ ） ； 随后设置不同的浓度梯度 ， １ ００ ｎｇ 的 ２０Ｅ 即能上

调 尤／／／Ｊ 的表达 ， 并且随着浓度的上升 尺的５ 的表达也增加 （ 图 ２－４Ｃ ） 。 为了探宄 ２０Ｅ 上

调 足沢５ 表达的机制 ， 敲降 了２０Ｅ 的核受体 ＆及 ， 发现 尺的 ５ 的表达量显著下降 （ 图 ２－

４Ｄ ） 。 通过 ＪＡＳＰＡＲ 转录因子数据库和查阅文献 ［
１ ２６

，１ ２７
］

， 在雖 ５ 的启动子序列上发

现 了 多个 ＥｃＲＥ 结合位点 ， 为了证明 尺／／Ａ５ 启动子位点的 ＥｃＲＥ 可以与 ＥｃＲ 相结合 ， 将

欠的５ 启动子中保守的 ＥｃＲＥ 结合位点进行基因组扩增 ， 然后与提取的 ＥｃＲ 核蛋 白进行

ＥＭＳＡ ， 结果发现 ｉＣ／／Ｊ５ 启动子位点上包含 ５
’

－ＣＧＴＴＣＡＡＴＡＡＡＣＧ－３
’

的 ＥｃＲＥ 结合位点

可 以与 ＥｃＲ 相结合 。 进
一

步设计了包含 ５
’

－ＣＧＴＴＣＡＡＴＡＡＡＣＧ－３
’

结合位点的探针 （带

有 卩八？＾ 荧光标记 ） ， 在 以６３１６〇＾ １〇１ 证明成功表达 ￡〇１１
－

１？＾－

１＾ 核蛋白后 （ 图 ２－４￡ ） ， 将

探针与核蛋 白进行孵育后跑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 结果显示 ２０Ｅ 促进 ＥｃＲ 核蛋 白与探

针的结合从而形成迀移较慢的条带 ， 而加入 Ｈ ｉｓ 抗体之后 ， 抗体由于识别和结合 ＥｃＲ－

ＲＦＰ－Ｈ ｉ ｓ 从而形成迁移更慢的条带 。 在竞争实验中 ， 由于添加 ５０ 倍的未标记的探针可以

竞争结合核蛋 白从而导致结合条带显著减弱 。 为 了证明 ＥｃＲＥ 结合序列的特异性 ， 将结

合序列突变为 ５
’

－ＣＡＴＧＴＡＡＴＡＡＡＣＧ
［
７７

，

１ ２８
］ ， 结果发现结合条带消失 （ 图 又进

行 了ＣｈＩＰ 实验 ， 与 ＩｇＧ 相 比 ， 在 ２０Ｅ 的诱导下 ， ＲＦＰ 抗体所识别的 ＥｃＲ 蛋 白可以沉淀

更多 的包含 ＥｃＲＥ 的 ＤＮＡ 片段 （ 图 ２４Ｇ ） 。 以上实验说明 ２０Ｅ 可以促进 ＥｃＲ 结合到

尺诉５ 启动子上的 ＥｅＲＥ 结合位点从而上调 尺
丨／
７５ 的转录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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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４２０Ｅ 促进 及／／／５ 的表达

Ｆ ｉｇ ． ２ －４ ２０Ｅｕｐ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ｅｄｔｈ ｅｅ 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 ｎｏｆ ＫｌｆＩ５

Ａ ． 配制 １ ２ ． ５％的 ＳＤＳ
－ＰＡＧＥ 凝胶通过免疫印迹检测 ＫＬＦ １ ５ 在表皮 、 中肠和脂肪体中的表达 。 ５ Ｆ ： 五

龄取食幼虫 ； ５Ｍ ： 五龄蜕皮幼虫 ；
６ｔｈ

－６ ｈ －

１ ２ ０ ｈ ： 不同阶段的六龄幼虫 ；
Ｐ０－Ｐ ８ ： ０

－８ 日 龄的蛹 。 Ｆ
： 取

食期 ；
Ｍ ： 蜕皮期 ；

ＭＭ ： 蜕皮变态期 ；
Ｐ

： 蛹期 。 Ａ ｉ ． 使用 ＩｍａｇｅＪ 软件对免疫印迹结果进行定量统

计 。 Ｂ ．２０Ｅ（ ５０ ０ｎｇ ／只 虫 ） 诱导不同 的时间后检测 欠
丨／
７ ５ 在脂肪体 中 的表达 。 Ｃ ． 不同浓度的 ２ ０Ｅ 诱

导 １ ２ ｈ 后检测 Ａ：

丨／
７ ５ 在脂肪体中 的表达 。 Ｄ ． 注射 （ ３ 吨／只虫 ） 敲降 五ｃ／？ 表达后补充 ２０Ｅ（ ５ ００

ｎ
ｇ
／只 虫 ） 刺激 １ ２ ｈ ， 检测 火／／７ ５ 在脂肪体 中 的表达 。 Ｅ ． 在 Ｈ ａＥ

ｐ
ｉ 细胞系 中过表达 ＥｃＲ －ＲＦＰ －Ｈ ｉ ｓ 后提

取核蛋 白进行 ＥＭ ＳＡ 实验 。 Ｆ．ＥＭＳＡ 实验检测 尺奴 ＿５ 启 动子序列 中 ＥｃＲＥ 序列与 Ｅ ｃＲ 结合 ， ＷＴ 和

ＭＴ 分别代表 Ｅ ｃＲＥ 探针和 ＥｃＲＥ 突变探针 。 Ｇ ．Ｃｈ ＩＰ 实验显示 ２０Ｅ 通过 Ｅ ｃＲ 结合 ＥｃＲＥ 从而促进

Ａ７／７ ５ 的转录 。 Ｐ ｒ ｉｍｅ ｒＥ ｃＲＥ 表示包含 ＥｃＲＥ 的序列 ， Ｐｒ ｉｍｅ ｒ 尤／
＿

／７ ５ 为没有包含 Ｅ ｃＲＥ 的序列 ， 位于

尺／／７ ５ 的开放阅读框 （ ＯＲＦ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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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３ＫＬＦ ｌ ５ 促进化蛹以及脂肪体的 自噬和凋亡

为 了探宄 ＫＬ Ｆ １ ５ 在棉铃虫生长发育过程中 的功能 ， 用 ＲＮＡ ｉ 技术合成 也Ｇ办 和

办尺的 ５ ， 选择大小体重相似的 ６ ｔｈ －６ ｈ 幼虫进行注射 ， 敲降基因 的表达 。 结果发现相 比

较对照组 出 敲降 没／７ ５ 之后 ， ６ ８ ． ９％的幼虫 出现化蛹异常 、 化蛹失败和蛹期死亡以

及羽化失败的表型 ， ５２ ．２％的幼虫延迟化蛹约 ２ ０ｈ ， 然后在蛹期或者成虫期死亡 （ 图 ２ －

５ ） 。 为 了解释敲降 幻／Ｉ５ 后化蛹延迟 、 化蛹和羽化失败的原 因 ， 观察 了敲降 尺／／／ ５ 后脂

肪体的 自 噬和凋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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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５ 敲降 Ａ７／／ ５ 后导致延迟化蛹

Ｆ ｉ

ｇ
． ２ －５Ｋｎｏｃｋｄ ｏｗｎｏ ｆ Ｋｌｆｌ ５ｄ ｅ ｌ ａ ｙｅｄｐ ｕ ｐａ ｔ ｉｏｎ

Ａ ． 往 ６ ｔｈ
－

６ ｈ 幼虫血腔 中注射 ＆尺／／Ｌ５ 敲降 没／Ｌ５ 的表达后观察虫体表型 ，

一

共注射三次 ， 每次间 隔

２４ ｈ 。 标尺代表 ｌｃｍ ， 出〔办 为对照组 。 Ｂ ． 在第三次注射 后提取脂肪体组织进行免疫印迹捡

测干扰效率 。 Ｃ ． 表型统计 ， 异常蛹包含化蛹前死亡的幼虫 、 化蛹失败或者死亡的蛹 、 嵌合蛹 、 羽化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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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蛹 。 Ｄ ． 注射 ｃｆｅｉｑ／７ ５ 和 ＊ｑ步 双链统计延迟化蛹的 占比 。 Ｅ ． 敲降＠ 和 Ｘ／ｙ？ ５ 后统计化蛹时

间 。 虫体敲降实验每组用虫 ３ ０ 只 ， 共三次重复 。

Ａ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ａｆｔｅｒ ｉｎ
ｊ
ｅｃｔ ｉｏｎｏｆ Ｋｌｆｌ ５ｄｓＲＮＡ ｆｒｏｍ ６ｔｈ

－６ｈ ｌ ａｒｖａｔｏ７２ｈ
；ｔ
ｈｅｒｕ ｌ ｅｒ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ｓ１ｃｍ

，ｄｓＧｆｐ

ｗａｓ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 ． Ｂ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 ｉｎｇ 
ｖａｌ ｉｄ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ｆｌＲｃ 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ｄｓＲＮＡ ｉｎ
ｊ
ｅｃｔｉｏｎ ．Ｃ ．Ｒａｔｉｏｏｆ

ｐ
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ｐｕｐａ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ａｒｖａｅｔｈａｔｄ ｉ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ｕｐａ

ｓｔａｇｅｓ ，
ｄｅａｄ

ｐｕｐａｅａｎｄｃｈ ｉｍｅｒｉｃ
ｐｕｐａ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 ．Ｄ ．Ｔｈｅｒａｔ ｉｏｏｆ ｄｅ ｌａｙｅ
ｄ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ｓＲＮＡ  ｉｎ
ｊ
ｅｃｔｉｏｎ ．Ｅ －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ｔ ｗｈ ｉｃｈ 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ｐｕｐ
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Ｇｆｐ

ａｎｄ Ｋｌｆｌ ５ ．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ｒ ｉｐ
ｌ ｉｃａｔｅ ｗ ｉｔｈ ｔｈ ｉｒｔｙ 

ｌａｒｖａｅ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

在幼虫取食阶段 （ ６ｔｈ－２４ ｈ－６ｔｈ￣４８ ｈ ） ， 脂肪体结构完整 ， 呈柔软的厚片状的结构 ，

尼罗红染色显示脂滴大而密集 。 而幼虫停止取食后 （ ６ｔｈ－７２ ｈ ） ， 脂肪体开始解离 ， 结构

变薄 ， 空隙变大 ， 并在 ６ｔｈ－

１ ２０ ｈ 完全解离成小点状结构 ， 变态期的脂滴变小 ， 含量下

降 ， ＴＵＮＥＬ 染色发现 ６ｔｈ－７２ｈ 之后 出现凋亡信号 （ 图 ２－６Ａ ） 。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结果与组织

形态观察相
一

致 ， ＬＣ３
－

Ｉ（微管相关蛋 白 １ 轻链 ３ ， 又称 自噻相关蛋 白 ８ ，ＡＴＧ８ ） 转化为

ＬＣ３ －

ＩＩ（磷脂酰乙醇胺形式 ） ， 是细胞发生 自 噬的标志 。 自噬从取食期开始 ， 并在停止取

食后 （ ６ｔｈ－７２ ｈ ） 加强 。 片段化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
－

３（ ＣＡＳＰ３ ） 是凋亡的标记基因 ， 在 ６ｔｈ－７２ ｈ 开

始表达并
一

直持续到蛹期的第 ４ 天 （ 图 ２ －６Ｂ 和 Ｂ ｉ ） ， 这说明在棉铃虫停止取食进入变态

发育 的过程中 ， 自 噬和凋亡是连续发生的 。 而在敲降 尺诉５ 之后 ， 脂肪体解离受到抑制 ，

脂滴不再分解和减少 ， 凋亡信号减弱 （ 图 ２－６Ｃ ） 。 透射电子显微镜 （ ＴＥＭ ） 显示 ， 与 办 （潘７

相 比 ， 敲降 沿／７５ 之后 ， 脂肪体中典型的 由单层膜或者双层膜包被的 自噬小体 （包含退

化的细胞器或者降解的脂滴 ） 和 自噬空泡减少 ［
１ ２９

］
， 细胞核也不再像 办＠ 组

一

样发生

肿胀 ， 染色质 固缩和染色加深 （ 图 ２－６Ｄ －ＤＵ ） 。 与此同时 ， 敲降 尺拆５ 之后 ， ＬＣ ３
－

Ｉ Ｉ 型和

片段化 ＣＡＳＰ３ 的表达减少 ， 说明 ＫＬＦ １ ５ 可以促进 自 噬和凋亡 （ 图 ２ －６Ｅ ）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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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Ｆａ ｔｂｏｄ
ｙ



Ｈ Ｅｓ ｔａ ｉ ｎ ｉ ｎ９


． －－

４．Ｃ３
－

Ｉ

一一一：二二一 …：
＇

ｃａｉ^

Ｎ ｉ ｌ ｅ ｒｅ ｄｓ ｔａ ｉ ｎ ｉ
ｎｇ

＊

—Ｐ
Ａｃ ｔ ｉ ｎ

圓■麵
ｊ

．

ｎ ：

ｌ

ＷＪ ｕ＿ ＾ －Ｃ ＾ｚ ｊ＾ ｉ＝ ＾ｒ ＾： ｏ Ｃ Ｎ ｉ ｒｆ ＜Ｄ ｃｏ 〇ｊ

＂ ＾ ＾＾＾＾％



 ４０

ＳＳＳＳ￡

６ ｔ ｈ
－２４ ｈ６ ｔｈ＾８ ｈ６ ｔ ｈ

－ ７２ ｈ６ ？ ｈ
－

９ ６ｈ６ ｔ ｈ
－

１ ２０ｈＨ了 ７

ＣＨ Ｅ ｓ ｔａ ｉ ｎ ｉ
ｎ
ｇ

Ｄ Ｔ Ｅ Ｍｓ ｃ ａ ｎ ｎ ｉ ｎ
ｇ

Ｅ

１ ：
；

：

：ｒ飞 二＾＾Ｔ； ｒ ｌ ｃ

＿＿圓麵 ^
Ｔｕ ｎｅ ｌｓ ｔａ ｉ ｎ ｉ ｎｇ ｄｓＧｆｐ ｄｓＫｌｆ１ ５

ａ
１ＨＨ

Ｄ ｉ

ｉ
？
ｌ 〇 ］＊Ｄ ｉ ｉ

ｌ ？
１ ５

ｉ

．

ｔ
ｉ

ｉ

ｒＨ ５
＞

ａ〇
Ｊ￣＾§

？

０—^

Ｉ６＾
＾５^

７２ｈ
ｐｏｓ ｔ ｄ ｓＲＮＡ ｉｎ

ｊ
ｅｃ ｔ ｉｏｎ ｉ ｎｆａ ｔｂｏｄ ｙ

图 ２ －６ 敲降 Ｗ／／５ 后抑制脂肪体分解

Ｆ ｉｇ ．２
－６Ｋ ｎ ｏ ｃｋｄ ｏｗ ｎｏｆ ＫｌｆＩＳｒｅ ｐ ｒｅ ｓ ｓｅｄｆａ ｔｂｏｄｙ

ｄ ｅｇ ｒａｄ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 通过 ＨＥ 染色 、 尼罗红染色和 ＴＵＮＥＬ 染色探究 ６ｔｈ
－２４ｈ 到 ６ ｔｈ

－

１ ２０ｈ 脂肪体的变化 。 ＨＥ 染色中

标尺为 ５ ０
ｎｍ 。 尼罗红染色 中红色区域即为脂滴 ， 标尺为 ５ ０

ｎｍ 。 ＴＵＮＥＬ 染色中绿色荧光显示为脂

肪体中凋亡细胞区域 ， 标尺为 １ ００
ｐ
ｍ 。 Ｂ ． 用 ＬＣ３ 和片段化的 ＣＡ ＳＰ ３ 抗体检测脂肪体中 ＬＣ ３

－

丨 Ｉ 和

片段化的 ＣＡＳＰ３ 的蛋 白水平 ，
１ ５％ ＳＤ Ｓ －ＰＡＧＥ 凝胶 ， ｐ

－Ａ ｃ ｔ ｉ ｎ 为蛋 白对照 。 Ｂ ｉ ． 对 ＬＣ ３
－

Ｉ Ｉ 和片段化

的 ＣＡ Ｓ Ｐ ３ 的蛋 白结果进行定量统计 。 Ｃ ． 敲降 ／：
丨／
７ ５ 后对脂肪体进行 ＨＥ 染色 、 尼 罗红染色和 ＴＵＮＥＬ

染色显示脂肪体形态 。 Ｄ ． 注射 治尺拆 ５ 后使用透射电镜观察脂肪体 。 大视野图 中标尺为 １ ００ ｐｍ ， 小

视野 图 中标尺为 ４０
ｎｍ 。 红色箭头表示 自 噬体 ， 蓝色箭头表示凋亡细胞核 。 Ｎ ｕ ： 细胞核 ， ＬＤ ： 脂滴 。

Ｄ ｉ ． 统计三组不 同 的 电镜图像 中包含的 自 噬体数量 。 每张图像的面积约为 ０ ． ０９ ｍｍ
２

。 Ｄ ｉ ｉ ． 计数 ＡＧ办

和 ｃＭ：／／／ ＿５ 细胞凋亡核的数量 。 Ｅ ． 敲低 敬 和 欠／／
７ ５ 表达后 ，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ｔｔ ｉｎｇ 检测到 ＬＣ３

－

Ｉ Ｉ 和 片段

化的 ＣＡ Ｓ Ｐ ３ 。 所有的观察 以及检测都是在注射 ｄ ｓＲＮＡ ７２ｈ 后进行实验的 。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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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Ｔｈｅｍｏｒｐ
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 ｆａｔｂｏｄｙ

ｗｅ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
Ｈ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

Ｎ ｉ ｌｅｒｅｄ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ＴＵＮＥＬ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ｒｕｌｅ ｒ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ｓ５０ ［

ｕｎ ｉｎｔｈｅＨＥｓｔａ ｉｎｉｎｇ ．Ｎ ｉ ｌｅｒｅｄｓｔａｉｎｅｄ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 ｌｕｌａｒＬＤ
，ｔｈｅｒｕ ｌｅｒ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ｓ５０Ｔｈｅ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ｃｅ ｌ ｌ ｓ ｉｎｔｈｅ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ｗｅｒｅ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 

ＴＵＮＥＬ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ｓｓａｙ，

ｔｈｅｒｕｌｅｒ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ｓ１ ００
 ｊ

ｉｍ． Ｂ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 ｌｏｔｔ ｉｎｇ 

ｄ 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ＬＣ３
－

Ｉ Ｉ ａｎｄ ｃ ｌｅａｖｅｄ
－ＣＡＳＰ３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 ｅｖｅ 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ｕｓ ｉｎｇａｎｔ ｉ
－ＬＣ３ａｎｄａｎｔ ｉ

－ＣＡＳＰ３ａｎｔｉｂｏｄ 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ｐ
－Ａｃｔｉｎａｓ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ｆｔｅｒ１ ５％ＳＤＳ －ＰＡＧＥ ．Ｂ ｉ ．

Ｑｕａ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ａｔａ ｉｎＢ ．Ｃ ，ＨＥｓｔａ ｉｎｉｎｇ ，
Ｎ ｉ ｌｅｒｅｄｓｔａｉｎ ｉｎｇ

ａｎｄＴＵＮＥＬｓｔａ ｉｎ ｉｎｇ
ｓｈｏｗ ｉｎｇ

ｆａｔｂｏｄｙ

ｍｏｒｐｈｏ ｌｏｇｙ 
ａｆｔｅｒ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７ ５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ｆｔ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ｊ
ｅｃｔ ｉｏｎ ｄｓＲＮＡ ｆｏｒ ７２ｈ ． Ｄ ？ 丁Ｅ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 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ｉｎ
ｊ
ｅｃｔ ｉｏｎ ｗ ｉｔｈ ｄｓＫｌｆ！５ ｉｎ ｔｈｅｆａｔ ｂｏｄｙ．Ｔｈｅｂａｒｓ ｉｎｔｈｅ ｗ ｉｄｅｆｉｅ ｌｄ ｖ ｉｅ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１ ００

 ｜

ｉｍ
，

ｉｎｔｈｅｓｍａ ｌ ｌ ｆｉｅ ｌｄ

ｖｉｅｗ 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４０

 ＼
ｉｍ． Ｔｈｅ ｒｅｄ ａｒｒｏｗｓ  ｉｎｄ ｉｃａｔｅｄ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ｏｓｏｍｅｓ

， 
ｔｈｅ ｂ ｌｕｅ ａｒｒｏｗｓ 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ｃ

ｎｕｃｌｅ ｉ ． Ｎｕ ： ｎｕｃ ｌｅｕｓ
，
ＬＤ ： ｌ ｉｐ ｉｄ ｄｒｏｐ ｌｅｔｓ ．Ｄ ｉ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ｔｈｅ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ｏｓｏｍｅｓｃｏｎｔａ 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ｄ ｉｆｌ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ｔｓ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 Ｔｈｅ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ｍａｇｅ ｉ ｓａｂｏｕｔ ０ ．０９ｍｍ
２

．Ｄ ｉ ｉ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ｔｈｅ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ｃｎｕｃ ｌｅ ｉ ｏｆ ｄｓＧｆｐ
ａｎｄ ｄｓＫｌｆｌＳ ．

Ｅ ．Ａｆｔｅｒ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ｄｓＧｊｐ
ａｎｄｄｓＫｌｆｌ ５ ，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ＬＣ３

－

ＩＩａｎｄｃ ｌｅａｖｅｄ－ＣＡＳＰ３ ．７２ｈ
ｐｏｓｔ

ｄｓＲＮＡ  ｉｎ
ｊ
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ａｔ ｂｏｄｙ ： ７２ｈ

ｐｏｓｔ ｄｓＲＮＡ  ｉｎ
ｊ
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ｈｅｍｏｃｏｅ ｌ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ｆａｔ

ｂｏｄｙ ．

在细胞上进
一

步验证 ＫＬＦ 促进 自 噬和凋亡 ， 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系 中过表达 ｐＩＥＸ－ＲＦＰ－

ＧＦＰ－ＬＣ ３
－Ｈ ｉ ｓ 双标签荧光质粒 ， 添加 ＤＭＳＯ 和 ２０Ｅ 后设置不间的时间梯度进行观察 ，

结果发现与 ＤＭＳＯ 组相 比 ， ２０Ｅ 处理 １ ２ｈ 之后出现 自 噬小体 ， 处理 ２４ｈ 之后绿色荧光

减弱 ， 而 ２０Ｅ 处理 ４８ ｈ 之后绿色荧光消失 ， 只有红色荧光 ， 说明 出现 自 噬溶酶体 ， 酸性

环境导致绿色荧光淬灭 （ 图 ２ －７Ａ ） 。 与此同时通过添加 ＣＡＳＰ３ 底物 ， 发现 １ ０
ｐＭ 的 ２０Ｅ

处理细胞 ７２ ｈ 之后 出现绿色荧光 （ 图 ２ －７Ｂ ） ， 表明细胞 出现凋亡 。 而在敲降 尤／／７５ 或者

添加 自 噬抑制剂 ３ －Ｍｅｔｈｙｌａｄｅｎ ｉｎｅ（ ３
－ＭＡ ） 之后 ， 相 比较对照组 物 ， ２０Ｅ 处理 １ ２ ｈ 后 自

噬小体减少 （ 图 ２ －

８Ａ 和 Ａ ｉ ）
； 并且 ２０Ｅ 处理 ４８ｈ 后不再出现 自噬溶酶体 （ 图 ２－８Ｂ 和

Ｂ ｉ ） ， 以上结果说明 ＫＬＦ 促进 自 噬的发生 。 敲降 之后也检测 了细胞凋亡 ， 相 比较

也功？ 组 ， 出没 或者添加 ３
－ＭＡ 之后 ＣＡＳＰ３ 活性减弱 （ 图 ２－８Ｃ 和 Ｃ ｉ ） ， 说明 自噬促

进凋亡的发生 ； 流式细胞实验也证明在 １ ０
ｐ
Ｍ 的 ２０Ｅ 诱导 ７２ｈ 后细胞发生凋亡 ， 但在

敲降 幻／／５ 之后凋亡细胞显著减少 （ 图 ２－

９Ａ 和 Ａ ｉ ） ；ＣＣＫ －８ 实验证明敲降 尺／／２ ５ 后增加

细胞活性 （ 图 ２－９Ｂ ） ， 以上实验结果说明 ＫＬＦ １ ５ 促进凋亡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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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ＤＭ ＳＯ


２ ０Ｅ
（
５
 ｜

ＪＭ
）


Ｒｅ ｄＧ ｒｅｅ ｎＭｅ ｒｇｅＲｅｄＧ ｒｅｅ ｎＭ ｅ ｒ
ｇｅ

ＢＥｉａＢＩＱＥａ

ＢＢＢ９９９
ＱＢＩＱＭＭＭ

－ＨＰＯ■■■
Ｂ
ＤＭＳＯ


２ ０Ｅ
（

１ ０
ｐＭ ）



ＤＡＰ ＩＣＡＳＰ３Ｍｅ ｒｇｅＤＡＰ ＩＣＡＳＰ３Ｍ ｅ ｒｇｅ

■■■ ■■■
４８ ｈＨＨＨＩＨＨ
■■■ ■■■

图 ２ －７２ ０Ｅ 促进细胞 自 噬和凋亡

Ｆ ｉｇ ．２ －７ ２ ０Ｅ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ｄａ ｕ ｔｏｐ

ｈ ａｇｙ
ａ ｎ ｄ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

Ａ ．ＲＦＰ －Ｇ ＦＰ －ＬＣ ３
－Ｈ ｉ ｓ 荧光双标签质粒转染到 ＨａＥｐ ｉ 细胞 。 ５ ｐＭ ２０Ｅ 分别刺激 ｌ ｈ 、 １ ２ ｈ 、 ２４ ｈ 和 ４ ８

ｈ ， 以 ＤＭ ＳＯ 为对照来检测 自 嗤流 ， 标尺表示 ２０ ｐｍ 。 黄色箭头表示 自嗤小体 ， 蓝色箭头表示 自 嗤溶

酶体 。 Ｂ ． １ ０
ｐ
Ｍ２０Ｅ 分别刺激 ２４ｈ 、 ４ ８ｈ 和 ７２ｈ 后用 Ｓ ｕｐｅ ｒＶ ｉ ｅｗ４ ８ ８ＣＡ ＳＰ ３ 检测 ＨａＥｐ ｉ 细胞凋亡情

况 ， 标尺表示 １ ００
Ｍ
ｍ 。

Ａ ．Ｔｒａｎ ｓ ｆｅ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ＲＦＰ －ＧＦＰ－ＬＣ３
－Ｈ ｉ ｓｆｌ ｕｏｒｅ ｓｃ ｅｎ ｔｄｏ ｕｂ ｌ ｅ

－

ｌ ａｂ ｅ ｌ ｅｄ
ｐ

ｌ ａｓｍ ｉ ｄ ｉ ｎＨ ａ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 ｓ ．５ ＼

ｉＭ２０Ｅｔｏ

ｓ ｔ ｉｍ ｕ ｌ ａ ｔｅ １ｈ
， １ ２ｈ

， 
２４ｈａ ｎｄ４８ｈ

，
ｒｅ ｓｐｅ ｃ ｔ ｉｖｅ ｌ ｙ，ＤＭ ＳＯ ｗａｓｕ ｓ ｅｄ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 Ｔｈ ｅ

ｙｅ ｌ ｌ ｏｗ ｂ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

２０ ｜

ｉｍ ．Ｔｈ ｅ
ｙｅ

ｌ ｌ ｏｗａｒｒｏｗ ｓｒｅｐｒｅ ｓ ｅｎ ｔｅｄａｕ ｔｏｐ
ｈ ａｇｏ ｓｏｍ ｅｐｕ

ｎ ｃ ｔａ
，ｔｈ ｅｂ ｌ ｕ ｅａ ｒｒｏｗ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ａｕｔｏ ｌｙｓｏ ｓｏｍｅ

ｐ ｕｎ ｃ ｔａ ．Ｂ ．Ｅｘａｍ ｉ ｎａ ｔｉ ｏｎｏ ｆ 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ｉ ｎＨ ａ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 ｓｂｙ
ｔｈ ｅＳ ｕｐｅ ｒＶ ｉ ｅｗ ４ ８ ８ＣＡ ＳＰ ３ａ ｓ ｓ ａｙ

ｋ ｉ ｔ ． １ ０
 ｜

ｉＭ２０Ｅｔｏ

ｓ ｔ ｉｍｕ ｌａｔｅ２４ｈ
，
４ ８ｈａｎｄ７２ｈ ，ｒｅ ｓｐｅ ｃ ｔ ｉ ｖ ｅ ｌｙ ．Ｔｈｅ

ｙｅ ｌ ｌ ｏｗ ｂａ ｒ ｓ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ｄ １ ００
＾ｍ ．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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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０Ｅ
 （
５ ｍ Ｍ ，１ ２ｈ

）
Ａ ｉ

Ｒ ６ｄＤＥＩＱＤＤ＿ ４

－ＢＢＢＤＢ ！

＿ＱＱＱＱＱ ｜

Ｂ ２ ０Ｅ
 （
５
ｐ
Ｍ

，４ ８ｈ
）


ｉＢ ｉ

ＤＢ圖Ｈ ！！
ｉ

｜
ｉ＾

ａ

Ｍ ｅ
ｄ
ｅＢＢ３Ｂ Ｅ９

！

Ｃ ２０Ｅ
 （

１ ０ｐＭ ，７２ｈ
）

Ｃ ｉ

ＤＭＳＯ ３
－ＭＡｄｓ ＹｆｐｄｓＫ ｌｆ １ ５Ａｃ －Ｄ ＥＶＤ －ＣＨＯ＾ ３０

，

ｈ

－■■■■■■動４
－■■■■■■

ｉ
’

２ ０ Ｅ
 （

１ ０
ｍＭ ，７２ｈ

）

图 ２ －８ 通过检测 自 噬流和 ＣＡＳＰ３ 活性发现 ＫＬＦ １ ５ 促进 自噬和凋亡

Ｆ ｉ

ｇ
．２ －８ＫＬ Ｆ １ ５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ｄａｕ ｔｏｐｈ ａｇｙ 

ａｎ ｄ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ｓａ ｓｄ ｅ ｔｅ ｃ ｔｅｄｂｙ
ａ ｕ ｔｏｐ

ｈ ａｇ
ｉ ｃｆｌ ｕ ｘａ ｎ ｄＣＡＳＰ３

ａ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Ａ 和 Ｂ ？ 敲降 人义７ ５ 后检测 Ｈ ａＥｐ ｉ 细胞系 中 的 自 噬流变化 。 ３
－ＭＡ（ １ ０ ｐＭ ） 为 自 噬抑制剂 ， 标尺表示

２０ 叫１ 。 黄色箭头表示 自噬小体 ， 蓝色箭头表示 自 噬溶酶体 。 Ａ ｉ 和 Ｂ ｉ ． 对 Ａ 和 Ｂ 的统计 。 Ｃ ． 在 Ｈ ａＥ
ｐ

ｉ

细胞系 中敲降Ｗ ５ 之后加入有活性的 ＣＡＳＰ ３ 检测细胞凋亡 ， Ａ ｃ
－Ｄ ＥＶＤ －ＣＨＯ 为 ＣＡＳ Ｐ ３ 的抑制剂 ，

标尺表示 ５ ０
 ｊ

ａｍ 。 Ｃ ｉ ． 统计 Ｃ 中 的凋亡细胞 。

Ａａ ｎ ｄＢ ．Ｔｈ ｅａｕｔｏｐ
ｈ ａｇ

ｉ ｃｆ ｌ ｕｘｗｅ ｒｅｄ ｅ ｔ ｅ ｃ ｔｅｄ ｉｎＨ ａ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 ｓ ｗｈｅｎＫｌｆｌ ５ｗａｓｋｎｏｃｋｅｄ ｄｏｗｎ
，ｄｓ Ｙｆｐ

ｗａｓｕ ｓｅｄ

ａｓ ｔｈ ｅｃ ｏｎ ｔｒｏ ｌ ．３
－ＭＡ

 （
１ ０

 （

ｉＭ
）

ｉ ｓ ａｎａ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ｏ ｓｏｍｅ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 ｒ

：ｔｈ ｅ
ｙｅ ｌ ｌｏｗ ｂａ ｒ ｓｒｅｐ

ｒｅ ｓ ｅｎｔｅｄ２０
 ｜

ｉｒｒＬ

Ｔｈ ｅ
ｙ

ｅ ｌ ｌ ｏｗａｒｒｏｗ ｓｒｅｐ
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ａ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ｏ ｓ ｏｍｅ
ｐｕｎｃ ｔａ ．Ｔｈｅｂ ｌｕｅａｒｒｏｗ ｓｒｅｐ

ｒｅ ｓ ｅｎｔｅｄａｕ ｔｏ ｌ

ｙｓｏ ｓｏｍｅ
ｐ

ｕｎｃ ｔａ ．

Ａ ｉａ ｎ ｄＢ ｉ ．Ｃｏｕｎｔｅ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 ｒｏｆ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ｏｓｏｍｅｐｕｎ ｃ ｔａａｎｄａｕ ｔｏ ｌｙ

ｓｏ ｓｏｍｅｐｕｎ ｃ ｔａ ｉｎｓｕｃ ｃ ｅ ｓ ｓ ｆｕ ｌ ｌｙ

ｔ ｒａｎ ｓ ｆｅ ｃ ｔｅｄｗ ｉ ｔｈ
ｐ

ＩＥｘ －ＧＦＰ －ＲＰＰ
－ＬＣ３ｃｅ ｌ ｌ ｓ ．Ｃ ．Ａ ｆｔｅ ｒｋｎｏ ｃｋ ｅｄｄｏｗｎＫｌｆｌ ５ ｉ ｎＨ ａ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 ｓ

，ｅｘａｍ ｉｎ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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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ｂｙ
ｔｈ ｅａｄｄ ｉ ｔ ｉｏ ｎｏｆ ａｃ ｔ ｉ ｖｅＣＡ Ｓ Ｐ３

， 
Ａ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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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ｍ ．Ｃ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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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Ａ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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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７ ， ｌ ？ ７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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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ｐＭ ，７ ２ｈ
）

ｉ ？ ｊ


、

Ｎ ｅ ｃ ，〇 ｓ ？ Ｌａ ？ｅ ？ ＞ ｏ ｐ ｔ ａ ｓ？ Ｍｎ ｃ ｍ ｍ Ｌ ａ ｔ ｅ  ａ ｐｏ ｐ ｔ ｓ ｓ Ｓ

Ｂ
， ＃６

＾
１ ． ５ ｎ

——＾！；

ｂ

１１ ｃ

ｉ ｎ Ｉ
． ￥５ ｂｂ■Ａ

＾ｒ

翁
１

 ２ 

０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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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
ｒ ｃ

－ ｈＡｔｆｉｉｆｅ ＾ｎ ＿ ＿

Ｎ〇ｍ？ ａｐ ｏ ｏ ｉ ｏ ｕ ｓ

＾
Ｎ ｏｍ ｉ ａ ｉ Ｃ＊ｒ ？ 

ａｐｏ ｐ ｌ ｃ ｓ ｓ Ｓ
－ ＊

／ １ ＇

Ｉ ｓ３ Ｕ １ ｅ ３ １ ？ ａ ｌ ａ ｓ Ｉ 式
＂

ｅ
１

ｌ ａ ｉ ０ １ ｅ ３
－

ｔ ｒ＊ ｌ ｅｔ ｔ Ｊ Ａ＇

Ｈ ￡？ ＴＭ ｔ
，
Ｍ Ｃ

＿

ＣＭ２ ｌ ｒｔｔｒ ｉ ＊
ｒ
Ｍ ；

＿

Ｃｈａ ｚ

Ａｎ ｎ ｅｘ ｉ ｎ
－Ｖ ^

２ ０ Ｅ
（
１ 〇 ｍＭ ，７ ２ ｈ

）

图 ２ －９ 通过流式细胞术和 ＣＣＫ－８ 发现 ＫＬＦ １ ５ 促进凋亡

Ｆ ｉ
ｇ

．２
－９ＫＬＦ １ ５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ｄ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ａ ｓｄ ｅｔｅｃ ｔｅｄｂｙ

ｆ 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 ｅ ｔ ｒｙ
ａ ｎｄＣＣＫ－８

Ａ ？ 敲降 颂 和 尺／／７ ５ 后进行 ＹＦ４ ８ ８ －

ａｎｎｅｘ ｉｎ Ｖ 和 Ｐ Ｉ 染色然后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细胞 。 Ｒ １ ， 正

常细胞 ；
Ｒ２ ， 早期凋亡细胞 ；

Ｒ３ ， 中 晚期凋亡细胞 ；
Ｒ４ ， 坏死细胞 。 Ａ ｉ ． 对 Ａ 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

Ｂ ？ 敲降 颂 和 Ａ７／７５ 后使用 ＣＣＫ －

８ 检测细胞活力 。

Ａ ．Ｆ ｌｏｗｃｙｔｏｍ ｅ ｔ ｒｙａ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ｏｆ ＹＦ４ ８ ８ －ａｎｎｅｘ ｉｎＶａｎｄＰ Ｉｓｔａ ｉｎ ｉ ｎｇ
ａｆｔｅ ｒｋｎｏ ｃｋｅｄｄｏｗｎＹｆｐ

ａｎｄＫｌｆｌ ５ ．Ｒ ｌ ．

ｎｏ ｒｍａ ｌｃｅ ｌ ｌ ｓ
；
Ｒ２

，ｅ ａ ｒ ｌ

ｙ
ａ
ｐ
ｏ
ｐ

ｔｏ ｔ ｉ ｃｃ ｅ ｌ ｌｓ
；
Ｒ３ ，ｍ ｉｄｄ ｌ ｅａｎｄ ｌ ａｔｅａｐｏｐ ｔｏ ｔ ｉ ｃｃｅ ｌ ｌ ｓ

；
Ｒ４ ， ｎｅｃ ｒｏｔ ｉ ｃ ｃ ｅ ｌ ｌ ｓ ．Ａ ｉ ．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ｌ

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ｆｏ ｒ Ａ ．Ｂ ． ＣＣＫ－

８ｄ ｅｔｅ ｃ ｔｅｄｃｅ ｌ ｌｖ ｉ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ａｆｔｅ ｒ ｋｎｏｃ ｋｅｄｄｏｖｖｎＹｆｐ

ａｎｄ Ｋｌｆｌ ５ ．

为 了探究 Ｋ ＬＦ １ ５ 促进 自 嗤和凋亡的机制 ， 分析 了ｄ ／ｇＳ 和 的启动子序列 ， 发

现 妙 启动子上包含 ＣＡＣＣＣ 的 ＫＬ Ｆｂ ｓ ， 然而并没有在 Ｃａ少３ 的启动子上发现包含

ＣＡＣＣＣ的ＫＬＦ ｂ ｓ 。 转染ｐ
ＩＥＸ －ＫＬ Ｆ ｌ ５

－Ｒ Ｆ Ｐ －Ｈ ｉ ｓ到Ｈ ａＥｐ ｉ细胞系 中 ， ＤＭ ＳＯ和２ ０Ｅ束 Ｉ

Ｊ激

后提取核蛋 白进行 ＥＭ ＳＡ 实验 （ 图 ２ －

１ ０Ａ ） ， 结果发现相 比较 ＤＭ ＳＯ 组 ， 在 ２０Ｅ 的刺激

下 ， 核蛋 白与 启动子上包含 ＣＡＣＣＣ 的 ＤＮＡ 序列相结合从而导致结合条带迁移变

慢 ， 而加入抗体后形成迁移更慢的 ｓｕ
ｐ
ｅ ｒｓ ｈ ｉｆｔｂ ａｎｄ ， 在加入未标记的探针后则 因为竞争

结合核蛋 白 导致标记探针和核蛋 白 的结合减少 ， 将 ＣＡＣＣＣ 保守序列突变为 ＴＣＣＣＡ 后

发现核蛋 白不再结合 ＤＮＡ 序列
［

１ ０６
， １ ３ ０

］
（ 图 ２

－

１ ０ Ｂ ） ， 这说明 ＣＡＣＣＣ 结合序列具有特

异性 。 用 Ｃｈ ＩＰ 实验进
一

步证 明 ， ２０Ｅ 处理后相 比较 Ｉ

ｇＧ 组 ， ＲＦＰ 在结合 ＫＬＦ １ ５ 蛋 白后

促进 ＫＬＦ １ ５
－ＲＦＰ －Ｈ ｉ ｓ 沉淀更多 的包含 ＣＡＣＣＣ 的 ＤＮＡ（ 图 ２ －

１ ０Ｃ ） 。 在虫体敲降

之后 ， ｄ妙 和 Ｃ 的表达量都显著下降 （ 图 ２ －

】 ０Ｄ ） 。 除 了辦 ， 多个 火炉 Ｃ％３ ，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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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ｌ乂扠 ７ ，４吃７ ２ 和 乂故 ／７ ） 的启动子序列都具有 ＫＬＦ ｂ ｓ ， 而敲降 Ａ：

＾７ Ｊ 之后 」辦 ６ ，

和 乂坎以 的表达都显著下降 （ 图 ２ －

１ １） 。 以上实验结果说明 ２ ０Ｅ 通过 Ａ７／７ ５ 促进 自

噬和凋亡的发生 。

Ａ Ｃ
一

ＤＭ ＳＯ＋－ ￡ ？ ＫＬＦ １ ５－Ｒ ＦＰ－Ｈ ｉｓ＋ＤＭＳ０

２０Ｅ－＋＂

３２ ５ １
Ｂ ＫＬＦ １ ５

－ＲＦＰ－Ｈ ｉｓ＋２０Ｅ

 ＫＬ Ｆ １ ５
－Ｒ ＦＰ －Ｈ ｉ ｓ§

■

ｏ ｎ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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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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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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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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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ｒｏｂｅ？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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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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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丁 ’

ＷＴ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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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ｇ—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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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ｔｇ８Ｃａｓｐ３

图 ２－

１ ０ＫＬＦ １ ５通社调 沁紗 的表达促进 自噬

Ｆ ｉｇ ． ２ －

１ ０ＫＬＦ １ ５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ｄａ ｕ ｔｏｐｈ ａｇｙ

ｔｈ ｒｏｕ ｇｈｕ ｐ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ｉｎｇ ＾ ／^

Ａ ． 在 Ｈ ａＥｐ ｉ 细胞系过表达 ＫＬＦ １ ５
－ＲＦＰ －Ｈ ｉ ｓ 后提取核蛋 白进行 ＥＭＳＡ 实验 。 Ｂ ． ＥＭ ＳＡ 实验检测 ｄ ｒ妙

启动子序列 中 ＫＬＦ ｂ ｓ 与 ＫＬＦ １ ５ 结合 ， ＷＴ 和 ＭＴ 分别代表 ＫＬＦ 结合探针和 ＫＬＦ 结合突变探针 。 Ｃ ．

Ｃｈ ＩＰ 实验显示 ２０Ｅ 通过 ＫＬＦ １ ５ 结合 ＫＬＦ ｂ ｓ 从而促进 ＡｇＳ 的转录 。 Ｐ ｒ ｉｍｅ ｒ ＣＡＣＣＣ 表示包含 ＫＬＦｂ ｓ

的序歹 ｌ ｊ
， Ｐ ｒ ｉｍｅｒＡｇ５ 为幵放阅读框 （ ＯＲＦ ） 中 的序列 。 Ｄ ． 敲降 ０／７ ５ 后检测 Ａ妙 和 的表达 。

Ａ ． Ｎｕｃ ｌ ｅａｒ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ｓｆｒｏｍＫＬＦ １ ５

－ＲＦＰ －Ｈ ｉ ｓｏｖ ｅ ｒ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ｅｄｃ ｅ ｌ ｌ ｓｗｅ ｒｅｅｘ ｔｒａｃ ｔｅｄｆｏ ｒＥＭＳＡ ．Ｂ ．ＫＬＦｂｓｏｎｔｈｅ

Ａ ｔｇ８ ｐｒｏｍｏ ｔｅ ｒ ｂｏｕｎｄｔｏＫＬＦ １ ５ｄ ｅ ｔｅｃｔｅｄｂｙ
ＥＭ ＳＡ ａｓ ｓ ａｙ ．ＷＴａｎｄＭＴｒｅｐｒｅ ｓ ｅｎ ｔ ＫＬＦｂｓ

ｐｒｏｂ ｅａｎｄＫＬＦｂ ｓ

ｍｕ ｔａｎ ｔ
ｐ ｒｏｂ ｅ

，
ｒｅ ｓｐｅ ｃ ｔ ｉｖｅ ｌｙ ．Ｃ ．Ｃｈ Ｉ Ｐａｓ ｓａｙ

ｓｈｏｗ ｉｎｇ
２ ０Ｅ

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ｄＡ ｔｇ８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ｖ ｉ ａＫＬＦ  １ ５ｂ ｉ ｎｄ ｉｎｇｔｏ

ＫＬＦｂ ｓ ．Ｐｒ ｉｍｅ ｒＣＡＣＣＣｔａｒｇ ｅ ｔ ｉｎｇ
ＫＬＦｂ ｓ ．Ｐ ｒ ｉｍｅ ｒ Ａ ｔｇ８ｔａｒｇ ｅｔ ｉｎｇ

Ａ ｔｇ８ＯＲＦ ．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ｓ ｉｎｔｈ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ｌ ｅｖｅ ｌ ｓｏｆＡ  ｔｇ８ａｎｄＣａｓｐ３ａｆｔｅ ｒ Ｋｌｆｌ ５ｋｎｏ ｃｋｄｏｗｎ ．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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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 ｔｄｓＲＮＡ ｉ ｎ

ｊ
ｅｃｔ ｉｏｎ ｉ ｎｆａ ｔｂｏｄｙ

竞
２

］
？ｄｓＧｆｐ■

ｄｓＫｌｆ１５

－

 ＊
＊ ＊ ＊ ＊ ＊＊

＾Ｔ＊ ＊ ＊？－

Ｉ


—

Ｉ

ｆ
５

￥＊？
ａ

Ｖ／一／／

图 ２ －

１ １ 注射 ｄ ｓＲＮＡ ７２ｈ 后检测所有含 ＫＬＦｂ ｓ 的 ／Ｉ妙 的表达

Ｆ ｉ

ｇ
．２ －

１ １Ｄｅ ｔｅｃ ｔｅｄ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ｓｓ ｉｏ ｎｏｆ ａ ｌ ｌＫＬＦｂ ｓ
－

ｃｏｎ ｔａ ｉｎ ｉ ｎｇ ａ ｆｔｅ ｒ ｆｉ ｒｓ ｔ ｉｎ
ｊ
ｅｃ ｔ ｉｏｎｄ ｓＲＮＡｆｏ ｒ ７２ｈ ．

３ ．４ 组织降解为糖异生提供底物

幼虫停止取食后各个组织的 自 噬和凋亡开始持续发生 ， 而血淋巴中 的葡萄糖水平也

不断升高 ， 此时 由于幼虫不再摄食 ， 糖异生成为主要的生糖途径 ， 这提示 自 噬凋亡与糖

异生密切相关 。 为 了探究 自 噬与血糖升高的关系 ， 往 ６ ｔｈ－６ ｈ 幼虫体 内注射 Ｓ 双链

阻断 自 噬的发生 ， 结果显示与 决＠ 相 比 ， 敲降 Ｊ ｒ讲 之后脂肪体的解离受到抑制 ， 脂滴

不再分解 ， 凋亡也不再发生 （ 图 ２ －

１ ２Ａ ） 。 此外 ， 脂肪体的 降解产物游离脂肪酸和甘油 的

水平也显著低于 也Ｇ介 组 （ 图 ２ －

１ ２Ｂ 和 Ｃ ） ， 包括丝氨酸 、 缬氨酸 、 精氨酸 、 亮氨酸和异

亮氨酸在 内 的
一

些生糖氨基酸在敲降 之后也显著降低 （ 图 ２
－

１ ２Ｄ ） 。 这Ｓ 组的血

淋巴葡萄糖水平相 比较于 冶 组显著下降 （ 图 ２ －

１ ２Ｅ ） 。

为 了进
一

步说明 自 噬与糖异生密切相关 ， 检测 了全龄期游离脂肪酸 、 甘油和游离氨

基酸的含量 ， 发现这三种代谢物都是在取食期含量最高 ， 而在幼虫停止取食后快速下降

（ 图 ２ －

１ ２Ｆ －Ｈ ） 。 变态期 由 自 噬凋亡分解脂肪体产生的游离脂肪酸 、 甘油和游离氨基酸并

没有 出现积累 ， 这说 明这三种代谢物都被利用而消耗殆尽 。 而在敲降 Ａ：／／ｉ ５ 之后 ， 发现

游离脂肪酸 、 甘油和包括丝氨酸 、 缬氨酸 、 精氨酸 、 酪氨酸和异亮氨酸在 内 的游离氨基

酸含量上升 （ 图 ２ －

１ ２ Ｉ

－Ｋ ） ， 这是 由于敲降 没／７ ＿５ 之后糖异生受阻导致底物不再利用而积

累 。 敲降 与敲降 妙 的结果相似 ， 脂肪体降解受到抑制 ， 葡萄糖水平显著降低

（ 图 ２ －

１ ３ ） 。 这些结果证明 自 噬与凋亡与变态期血糖升高密切相关 ， 自 噬和凋亡的产物

可 以作为底物通过糖异生促进血糖上升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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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１ ２ 自 噬为糖异生提供底物支持

Ｆ ｉ

ｇ ．２ －

１ ２ Ａｕ ｔｏｐ
ｈ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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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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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敲降 冰 后对脂肪体进行 ＨＥ 染色 、 尼罗红染色和 ＴＵＮＥＬ 染色显示脂肪体形态 。 Ｂ 和 Ｃ ． 敲降

乂吃 后检测血淋巴中的游离脂肪酸和脂肪体中 的甘油 。Ｄ ？ 敲降ＡｇＳ 后检测血淋巴中 的游离氨基酸 。

Ｅ ． 敲降 Ａ冰 后检测血淋巴 中 的葡萄糖 。 Ｆ 和 Ｇ ． 五龄幼虫到第八天蛹血淋 巴中游离脂肪酸和脂肪体

中甘油 的水平 。 Ｈ ． 五龄幼虫到第八天蛹血淋 巴 中游离氨基酸水平 。 Ｉ 和 Ｊ ． 注射 么火／／７ ５ ７２ ｈ 后检测

游离脂肪酸和甘油水平 。 Ｋ ． 敲降 尤
丨／
７５ 之后检测游离氨基酸 。

Ａ ．ＨＥｓ ｔａ ｉ ｎ ｉ ｎｇ ，Ｎ ｉ ｌ ｅｒｅｄｓ ｔａ ｉｎ ｉ ｎｇ
ａｎｄＴＵＮＥＬｓ ｔａ ｉｎ ｉｎｇ

ｓｈｏｗ ｉ ｎｇ
ｔｈ ｅｍｏ ｒ

ｐ
ｈｏ 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ａｆｔｅｒｄｓＧｆｐ

ａｎｄ

ｄｓＡ ｔｇＳ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ｉｎ ｔｏｈｅｍｏｃｏ ｅ ｌ ．Ｂａ ｎ ｄＣ ．Ｌｅｖｅ ｌ ｓｏ ｆ ＦＦＡ ｓ ｉｎ ｔｈ ｅｈ ｅｍｏ ｌｙｍｐｈａｎｄｇ

ｌ

ｙｃ ｅｒｏ
ｌ ｉ ｎｔｈｅｆａｔｂｏｄｙ

ａ ｆｔ ｅ ｒｋｎｏ ｃ ｋｄｏｗｎｏ ｆ Ａ ｔｇ８ ．Ｄ ．ＦＡＡ ｓ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ｎｔｈ ｅｈｅｍｏ ｌ

ｙｍｐ
ｈａｆｔｅ ｒ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ｏｆ Ａ ｔｇ８ ．Ｅ ．Ｇ ｌｕ ｃ ｏ ｓ 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ｎ

ｔｈ ｅｈ ｅｍｏ ｌ

ｙｍｐ
ｈｄ ｅ ｃ ｒｅａ ｓｅｄａ ｆｔｅ ｒｋｎｏ ｃｋｄｏｗｎＡ ｔｇ８ ．Ｆａ ｎｄＧ ．ＦＦＡ ｓ ｌ ｅｖ ｅ ｌ ｓ ｉ ｎｔｈｅｈｅｍｏ ｌ

ｙｍ ｐｈａｎｄｇ ｌｙｃ ｅ ｒｏ ｌ

３ ７



山 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ｎ  ｔｈ ｅｆａｔｂｏｄｙ
ｆｒｏｍ５ ｔｈ ｉ ｎｓ ｔａ ｒ ｌａｒｖａｅｔｏ８

－ｄａ
ｙ
－

ｏ ｌｄ
ｐｕｐａｅ

．Ｈ ．ＦＡＡ ｓ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 ｎ ｔｈ ｅｈｅｍｏ ｌ

ｙｍｐ
ｈ ．Ｉａ ｎｄＪ ．

ＦＦＡ ｓａｎｄ
ｇ

ｌ

ｙ
ｃ ｅ ｒｏ ｌ ｌ ｅｖｅ ｌ ｓａ ｆｔｅ ｒｆｉ ｒ ｓｔ ｉ ｎ

ｊ
ｅｃ ｔ ｉ ｏｎｄｓＫｌｆｌ Ｓｆｏ ｒ７２ｈ ．Ｋ ．ＦＡＡ ｓ ｌ ｅｖｅ ｌ ｓａｆｔｅ ｒ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ｏｆ Ｋｌｆｌ ５ ．

Ａ
？
ｄｓＧ ｆｐ

■
ｄｓＡ ｔｇ８

▲
ｄｓＣａｓｐ３

ｃ ／） １ ． ５ 

￣

ｉ？＊？＊＊＊

Ｉ． ／

Ｂ Ｃ

７２ｈ
ｐｏ ｓ ｔｄｓＲＮＡ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ｏ ｎＯ

＇

ｉ ｎｆａ ｔｂｏｄ ｙｏ
６

１

」一

趣國＾
’

ＩＴｕ ｎ ｅ ｌ

■ ｓ ｔａ ｉｎ ｉ ｎｇ

ｄｓＧｆｐｄｓＣａｓｐ３

图 ２－

１ ３ 敲降 ＣｆｆｓｐＪ 抑制脂肪体分解 ， 降低血糖

Ｆ ｉ ｇ ．２ －

１ ３Ｋｎ ｏ ｃｋｄｏｗｎＣａｓｐ３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ｅｄｆａ ｔｂｏｄｙ
ｄ ｅｃｏｍ ｐｏｓ ｉ ｔ ｉｏｎａ ｎ ｄｄ ｅ ｃ ｒｅａ ｓ ｅｄ

ｇ
ｌ ｕｃｏ ｓ ｅ ｌ ｅｖｅ ｌｓ

Ａ ？ 第三次注射 ｄ ｓＲＮＡ 后 ， 通过 ｑ
ＲＴ－ ＰＣＲ 检测 Ａ妙 和 在表皮 、 中肠和脂肪体 中 的干扰效率 。

Ｂ ？ 注射 后通过 ＨＥ 染色 、 尼 罗红染色 、 ＴＵＮ ＥＬ 染色显示脂肪体形态 。 Ｃ ． 敲降 Ｃａ切Ｊ 后血

淋巴葡萄糖水平下降 。

Ａ ．Ｔｈ ｅＲＮＡ ｉｅｆｆ ｉ ｃ ｉ ｅｎ ｃｙ
ｏｆＡ ｔｇ８ａｎｄＣａｓｐＳ ｉ ｎ ｔｈ ｅｅ

ｐ
ｉ ｄｅ ｒｍ ｉ ｓ

，ｍ ｉ ｄｇｕ ｔ ，ａｎ ｄｆａ ｔｂｏｄｙ
ａｓ ｓ ｅ ｓ ｓ ｅｄｕ ｓ ｉｎｇｑ

ＲＴ－ＰＣＲ

ａ ｆｔ ｅ ｒｔｈｅｔｈ ｉ ｒｄ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 ｆｄ ｓＲＮＡ ．Ｂ ．ＨＥｓｔａ ｉｎ ｉｎｇ ，Ｎ ｉ ｌ ｅｒｅｄｓ ｔａ ｉ ｎ ｉｎｇａｎｄＴＵＮＥＬｓ ｔａ ｉ ｎ ｉｎｇｓ ｈｏｗ ｉｎｇｔｈｅ

ｍｏ ｒ
ｐ
ｈｏ ｌ ｏｇｙｏｆｆａｔｂｏｄｙａｆｔｅ ｒｄｓＣａｓｐ３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Ｃ ．Ｇ ｌ ｕｃｏ ｓ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 ｎｔｈ ｅｈ ｅｍｏ ｌ

ｙ
ｍ
ｐ
ｈｄ ｅ ｃｒｅａｓ ｅｄａｆｔｅ ｒ

ｋｎ ｏ ｃｋｄｏｗｎＣａｓｐ３ ．

３ ．５ 昆虫变态发育过程中糖代谢由糖酵解转变为糖异生

为 了 明确棉铃虫生长发育过程中糖代谢的变化 ， 测定 了全龄期血淋巴 中葡萄糖和葡

萄糖的代谢产物丙酮酸的含量 ， 葡萄糖水平在幼虫停止取食后 （ ６ ｔｈ －

７ ２ ｈ ） 不断上升 ， 并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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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蛹前 （ ６ ｔｈ
－

１ ２ ０ ｈ ） 达到最高 ， 在进入蛹期后快速下降 ； 而丙酮酸的含量则是在幼虫

快速大量摄食的 ６ ｔｈ－６ ｈ －６ ｔｈ －

２４ ｈ 最高 ， 然后快速降低 ， 并
一

直处于低水平的状态 （ 图 ２ －

１ ４Ａ ） 。 这说明在变态期 ， 葡萄糖不仅不通过糖酵解代谢为丙酮酸 ， 而且可能在幼虫停止

摄食后通过糖异生作用 含量升高 。 因此 ， 我们进
一

步检测 了糖酵解关键酶 ， 己糖激酶

（ ｈ ｅｘｏｋ ｉｎａ ｓｅ ， 瓜 ） 、 鱗酸果糖激酶 （
ｐｈｏ ｓｐｈｏ

ｆｒｕｃ ｔｏｋ ｉ ｎａｓｅ ，和丙酮酸激酶 （
ｐｙｒｕｖａｔｅ

ｋ ｉ ｎ ａ ｓｅ ， 押 ） 和糖异生关键酶 ， Ｇｄｐ 和 Ｐｅｐｄ： 在脂肪体中 的表达量 。 发现 极 和 付 都是

在取食期 （ ６ ｔｈ
－６ ｈ

－

６ ｔｈ －４ ８ ｈ ） 含量最高 ， 然后停止取食后快速降低 ， 直到蛹后期 又开始

慢慢升高 ， 而 的表达量并没有什么 显著变化 （ 图 ２
－

１ ４Ｂ ） 。 与糖酵解关键酶表达量正

好相反 ， 和 ？Ｐｅｐｄ 都是在变态期 （ ６ ｔｈ － ７２ ｈ －６ ｔｈ －

１ ２ ０ ｈ ） 表达量最高 （ 图 ２ －

１ ４Ｃ ） ， 这

说 明在棉铃虫变态发育过程中发生糖代谢改变 ， 由糖酵解转变为糖异生 ， 在取食期旺盛

的糖酵解途径促进 了葡萄糖的分解利用 ， 从而导致丙酮酸含量上升 ， 而到 了 变态期 ， 糖

异生促进丙酮酸转变为葡萄糖而快速利用 ， 并导致血淋巴葡萄糖含量增多 。

为 了进
一

步说明糖代谢发生变化 ， 我们检测 了全龄期血淋巴中海藻糖的含量 以及脂

肪体中糖原的含量来 明确变态期高水平葡萄糖的来源 ， 发现海藻糖从 ６ｔｈ －４８ ｈ 开始上升

并在 ６ｔｈ －

９６ ｈ 到达最高 ， 然后 降低 ； 而糖原含量则是在取食期的 ６ ｔｈ －４ ８ ｈ 达到最高 ， 然

后下降并处于平稳状态 ， 在进入蛹期后快速下降 。 这说明海藻糖和糖原的降解且不再合

成导致血淋巴 中 高水平的葡萄糖 （ 图 ２ －

１ ４Ｄ ） 。 为 了 支持上述假设 ， 检测 了 合成海藻糖的

海藻糖－６ －隣酸合成酶 （ ｔｒｅｈａ ｌｏｓｅ６
－

ｐｈｏｓｐ
ｈａｔ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ａ ｓｅ ， ７

）
ｍ ） 和分解海藻糖的海藻糖酶

（ ｔｒｅｈ ａ ｌ ａ ｓｅ ， ７？ｅ ） 在脂肪体中 的表达量 ， ７＞ 在取食期的 ６ｔｈ－２４ ｈ 表达量最高 ， 加 在取

食期 的表达量较低 ， 进入变态期后表达量上升 ， 这表明在变态期 ， 海藻糖合成减少 以及

分解增 多导致葡萄糖水平上升 （ 图 ２
－

１ ４Ｅ ） 。 合成糖原 的糖原合成酶 （ ｇ ｌｙｃｏｇｅｎ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

Ｇｓ ） 的表达量与糖原含量相似 ， 在 ６ ｔｈ －６ ｈ －６ ｔｈ
－４８ ｈ 含量较高 ， 在停止取食后 Ｇｓ 的表达

量快速降低 。 编码分解糖原的糖原磷酸化酶 （ ｇ
ｌ ｙｃｏｇｅｎｐｈ ｏ ｓｐｈｏｒｙ 】 ａ ｓｅ ， Ｇ

／
？ ） 则是在 ６ｔｈ －

９ ６ ｈ 最高 （ 图 ２ －

１ ４Ｆ ） ， 这说明糖原合成减少和糖原分解增加也是导致变态期血淋 巴葡萄

糖水平升高的 原 因之
一

。 为 了探宄 ＫＬＦ １ ５ 与糖代谢的关系 ， 敲降 尺
丨／
７ ５ 之后发现葡萄糖

水平显著降低 （ 图 ２ －

１ ４Ｇ ） ， 而海藻糖含量并没有什么 显著变化 ， 糖原含量和丙酮酸含量

增 多 （ 图 ２ －

１ ４Ｈ 和 Ｉ ） 。 之后通过检测
一

系列 的糖代谢基因来解释 ＫＬＦ １ ５ 调控糖代谢的

机制 ， 在敲降抑 之后 ， 糖酵解关键酶报 、增 和 凡 的表达量都显著上升 ， 表明 ＫＬＦ １ ５

抑制糖酵解的发生 ； 海藻糖合成酶 的表达量也增多 ； 而糖异生关键酶 Ｇ６
／
？ 和 ／

的表达量在敲降 句 之后显著下降 ， 海藻糖分解酶 ｒｍ 和糖原分解酶 Ｇ
／
７ 的表达量也

减少 （ 图 ２ －

１ ４Ｊ ）
， 这些实验数据表明 ＫＬＦ １ ５ 通过上调相 关代谢基因 的表达促进糖原分

解和糖异生 。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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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１ ４ 在敲降 Ａ７／７ ５ 之后代谢物和基因表达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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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ｗ ｎ ｉ ｎ ｌ ａ ｒｖａ ｅ

Ａ ． 全龄期血淋巴中葡萄糖和丙酮酸的水平 。 Ｂ ． ／＊ 、 ／为、 ＰＡ

？

在脂肪体中 的表达量 。 Ｃ ． Ｇ６
／

７ 和 ／Ｖｐｄ

在脂肪体 中 的表达量 。 Ｄ ． 血淋巴 中 的海藻糖水平和脂肪体中 的糖原水平 。 Ｅ ． 通过 ｑ
ＲＴ－ＰＣＲ 检测脂

肪体 中 ７＞ 和 ７＾ 的表达量 。 Ｆ． 脂肪体中 Ｇｓ 和 Ｇｐ 的表达量 。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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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ｔｅｒｆｉｒｓ ｔ ｉｎ
ｊ
ｅｃ ｔｉｏｎｄｓＪＱｆｌ５ｆｏｒ７２ｈ ．Ｊ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ｌｅｖｅ ｌｓｏｆｃｅｒｔａ ｉｎｇｅ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Ｋｌｆｌ５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ｂｙ
ｉｎ

ｊ
ｅｃｔｉ ｏｎｏｆ ｄｓＲＮＡ

，
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ｑＲＴ

－ＰＣＲ ．

３ ．６ＫＬＦ 通过上调 的表达碰糖异生

ＰＥＰＣＫ 是糖异生代谢途径的第
一

个限速酶 ， 可以催化草酰乙酸合成磷酸烯醇式丙

酮酸 ， 因此是糖异生途径最重要的关键酶 ， 并且 ＰＥＰＣＫ 的活性主要是在转录水平上受

到调控 ， 该基因 的表达将直接影响糖异生的代谢效率 ［
１ ３ １

］
。 的启动子序列具有

ＣＡＣＣＣ 的 ＫＬＦｂｓ ， 我们在结合序列附近设计了探针来进行 ＥＭＳＡ 实验 ， ２０Ｅ 促进 ＫＬＦ １ ５

核蛋 白与 Ｐｅｐｄｔ 上包含 ＣＡＣＣＣ 的 ＤＮＡ 相结合而导致条带迁移变慢 ， 加入未标记的探

针后则因为竞争结合减少该条带 。 突变探针上的结合位点后不再出现结合反应 。 加入抗

体后通过结合核蛋 白从而导致结合条带迁移更慢形成
“

超级条带
”

（ 图 ２ －

１ ５Ａ ） 。 ＣｈＩＰ 实

验证明在 ２０Ｅ 的诱导下 ， ＫＬＦ １ ５ 可以沉淀更多 的 ＰｅｐｃＡ： 启动上包含 ＫＬＦｂｓ 的 ＤＮＡ 从

而促进 Ｐｅｐｄｋ 的转录 （ 图 ２ －

１ ５Ｂ ） 。 为了证明糖异生与虫体发育密切相关 ， 用 ＲＮＡｉ 技术

敲降了 的表达 ， 出现了幼虫变态异常的表型 （ 图 ２ －

１ ５Ｃ －Ｅ ）
， 更重要的是 ， 血淋巴

中 的葡萄糖水平显著降低 （ 图 ２ －

１ ５Ｆ ） ， 丙酮酸出现积累 （ 图 ２－

１ ５Ｇ ） 。 这说明 ＰＥＰＣＫ 对

与糖异生至关重要 ， 而糖异生促进棉铃虫的变态发育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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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胞上转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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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说明 Ｋ Ｌ Ｆ １ ５ 的功能 ， 与 只过表达 Ｒ ＦＰ －Ｈ ｉ ｓ 相 比 ， 过表达 ＫＬＦ １ ５
－Ｒ ＦＰ －Ｈ ｉ ｓ 显著促进

ＡｇＳ 、 （：叫 和糖异生相关基因 ， Ｇ６ｐ 和 Ｐｅｐｄ ： 转录 （ 图 ２ －

１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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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１ ６ 过表达 ＫＬＦ １ ５ 促进 自噬 、 凋亡和糖异生

Ｆ ｉｇ ．２ －

１ ６Ｏｖ ｅ ｒ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ｆ ＫＬＦ １ ５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ｄａｕ ｔｏｐ ｈ ａｇｙ， 
ａ 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ａ ｎｄ

ｇ
ｌ ｕ ｃｏｎ ｅｏｇｅ ｎ ｅｓ ｉ ｓ

Ａ ． 使用免疫印迹检测 ＲＦＰ ＿Ｈ ｉ ｓ ， ＫＬＦ １ ５
－ＲＦＰ －Ｈ ｉ ｓ 的表达 。 Ｂ ？ 在 Ｈ ａＥｐ

ｉ 细胞系 中转染 ＲＦＰ －Ｈ ｉ ｓ 和

ＫＬＦ １ ５
－Ｒ ＦＰ －Ｈ ｉ ｓ 质粒后检测表达效率 。 Ｃ ．

ｑ
ＲＴ－ＰＣＲ 显示 Ｈ ａＥｐ ｉ 细胞过表达 ＲＦＰ －Ｈ ｉ ｓ 和 ＫＬＦ １ ５

－Ｒ Ｆ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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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讨论

糖代谢稳态的调节机制是
一

个令人着迷和神秘的 问题 ， 近些年来许多研宄与此相关 ，

但其中 的许多机制依 旧不清楚 。 本研宄发现 ， 昆虫蜕皮激素 ２０Ｅ 通过 ＫＬＦ １ ５ 调控糖代

谢改变 ， 从取食期的糖酵解转变为变态期的糖异生 ， 并促进脂肪体 自 噬和凋亡 ， 从而为

变态发育 中的糖异生提供底物 。

４ ． １２０Ｅ 重编程耱代谢

激素与糖代谢密切相关 。 早在临床研究中就发现 ， 胰岛素可以通过促进血液中葡萄

糖的摄取 、 糖酵解消耗和利用葡萄糖 、 增加细胞对糖原的合成 以及储存 、 加速葡萄糖的

有氧氧化 以及抑制糖异生来控制血糖水平 ［
１ ３２

］
。 在 昆虫中 ， 胰岛素样肽 （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ｌ ｉｋｅ

ｐｅｐｔ ｉｄｅ ， ＩＬＰｓ ） 通过胰岛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ｌ 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 ＩＧＦ ）

信号传导 （ Ｉ ＩＳ ） 可以发挥相似的功能
［
１ ３ ３

］
。 在正常取食状态下 ， 胰岛素通过葡萄糖转运

体 （ ｇ ｌｕｃｏｓ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ｓ ，ＧＬＵＴｓ ） 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 ［
１ ３４

］
。 在人类疾病的临床治

疗中 ， 糖皮质激素等类固醇类激素抑制胰岛素的功能从而升高血糖水平 。 实验室之前的

研宄发现 ， ２０Ｅ 通过竞争结合多 巴胺的受体从而抑制幼虫取食 ［
７

］
， ２０Ｅ 抑制变态期胰岛

素受体 （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ＩｎＲ ） 的磷酸化从而升高血淋巴葡萄糖的水平 ［
５９

］
。 在棉铃虫生

长发育过程中 ， 葡萄糖含量在蛹前期达到最高 ， 然后进入蛹中期后快速下降 ， 与变态期

的 ２０Ｅ 滴度变化曲线相似
［
４６

］
。 在本文研究中 ， 发现 ２０Ｅ 通过抑制相关基因的表达抑制

糖酵解以及糖原 、 海藻糖的合成 ， 从而阻断血淋巴中葡萄糖的代谢输出 ， 另
一

方面 ， ２０Ｅ

促进糖原 、 海藻糖的分解以及糖异生 ， 从而增加葡萄糖在体内 的代谢输入 。 还发现丙酮

酸的含量在幼虫停止取食后快速下降 ， 其原因
一

方面是通过糖异生生成葡萄糖而被利用 ，

另
一

方面是因为变态期 ２０Ｅ 滴度升高 ， 从而拮抗胰岛素进而抑制糖酵解 ［
１ ３５

］
。 ２０Ｅ 调控

糖代谢从取食期的糖酵解转变为变态期的糖异生进而升高血糖满足变态发育的需求。

转录调控是连接细胞 内部状态变化和细胞对外界刺激感知和反应的桥梁
［
１ ３６

，１ ３ ７
］

，

转录调控如转录因子 、 染色质修饰或者转录辅助因子的变化直接改变细胞信号通路 ， 从

而满足细胞快速增殖 、 分化或者死亡的需求 ［
１ ３ ８

－

１ ４０
］

。 在代谢途径中 ， 由不同基因编码

的限速酶或者代谢途径的关键酶
一

般都存在转录调控 ， 它们启动子序列上可能存在多个

不同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 ， 从而接受不同的转录调控来改变代谢状态 。 在哺乳动物中 ，

ＫＬＦ １ ５ 与代谢密切相关 ， 主要是在饥饿期高表达促进糖异生 ［
１ 〇〇

］
。 ＫＬＦ １ ５ 还参与多种

氨基酸分解酶的表达 ， 如丙氨酸转氨酶 １ 、 脯氨酸脱氢酶和色氨酸 ２
，
３
－双加氧酶 ， 从而

为进行糖异生提供相应的底物支持
［
１ ０ １

，
１ ０２

］
。 在骨骼肌中 ， ＫＬＦ １ ５ 诱导乙酰辅酶 Ａ 合

成酶在禁食期高表达 ［
１ ０５

］
， 促进乙酰辅酶 Ａ 的合成 ， 然后作为前体物质合成脂肪酸 。

ＫＬＦ １ ５ 作为糖皮质激素受体的直接转录靶点 ， 参与哺乳动物中糖皮质激素调节的生理过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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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１ ４ １

］
。 然而 ＫＬＦ １ ５ 如何调控糖代谢重编程以及相关机制 尚未见报道 。 本研宄表明 ，

ＫＬＦ １ ５ 直接受到 ２０Ｅ 正向调控 ， 并进
一

步通过上调相关基因的表达促进糖原和海藻糖

降解 、 脂肪体的 自 噬和凋亡以及糖异生 。 ２０Ｅ 通过调控代谢相关基因的转录实现代谢重

编程 。

４ ．２２０Ｅ 通过 ＫＬＦ１ ５ 促进自噬基因的表达

自 噬是真核细胞在缺乏营养时进行能量供应的
一

种常见机制 ， 即通过溶酶体途径降

解和回收细胞 自 身受损或者衰老的蛋 白 、 细胞器
［
１ ４２

］
。 自噬与营养状态密切相关 ， 在细

胞缺乏营养时 ， 细胞启 动 自噬来维持细胞质 中氨基酸池的平衡 。 目 前关于 ＫＬＦ １ ５ 与 自

噬关系的报道较少 ， 只在线虫中发现 ＫＬＦ３ 和人的 ＫＬＦ４ 可以促进 自噬 ， 其中 ， 线虫的

ＫＬＦ３ 促进 ４復２ 、 ｄ紗 和 的表达
［

１ １ ２
］

。 在人中发现 ＫＬＦ １ ５ 抑制细胞周期蛋 白 Ｄ

和Ｅ（ ｃｙｃ／ＺＲ ／Ｊ ａｎｄ ｆ ） 和周期蛋 白依赖性激酶
２（ ｃｙｃ ｌ 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

ｔ ｋｉｎａｓｅ ２ ， Ｃ说２ ） 的表

达 ， 从而阻止肾小球系膜细胞进入 Ｓ 期 ， 抑制细胞增殖
［
１ ０４

］
。 在本文实验中 ， 在 ｄ ｆｇＳ 的

启动子上发现了ＫＬＦｂｓ ， 并通过敲降实验 、 ＥＭＳＡ 和 Ｃｈ ＩＰ 证明 ＫＬＦ １ ５ 可以直接促进

３这８ 的转录 。 与此同时也在多个 Ａｇｓ（Ａｇ３ ， 也ｇ ７ ， Ａｇｉ ２ａｎｄ ／％ ｉ ￥ ） 的启动子

序列中发现 ＫＬＦ ｂｓ ， 而在敲降 尺／／／５ 之后 Ｘ如６ ，Ａｇ／２ ，的表达都显著下降 。

ＫＬＦ １ ５ 还通过上调糖原和海藻糖分解酶 、 自 噬凋亡相关基因 、 糖异生关键酶的表达参与

调控糖代谢 。 除了ＫＬＦ １ ５ 之外 ， 棉铃虫基因组中还存在其他的 ＫＬＦｓ ， 它们在不同的组

织中表达 ， 其功能需要后续研究 。

４ ．３ 自噬和凋亡为纊异生提供底物

自嗟与细胞凋亡密切相关 ［
１ ４３

，］ ４４
］
。 在小 鼠的神经元细胞中 ， 缺乏营养导致 自 噬 ，

继而导致凋亡 。 自噬抑制剂 ３ －ＭＡ 抑制细胞色素 Ｃ 的释放以及 ｃａｓｐａｓｅ 的活化 ［
１ ４５

］
。 在

完全变态 昆虫的发育过程中 ， 大部分 自噬相关基因都在凋亡相关基因之前表达 。 变态期

高滴度的 ２０Ｅ 增加细胞内钙离子水平 ， 切割 ＡＴＧ５ ， 激活 ＣＡＳＰ３ 诱导细胞凋亡 ［
５９

］
。 ２０Ｅ

通过 自 噬诱导组织蛋白酶 Ｄ （ ｃａｔｈｅｐｓ ｉｎ Ｄ ，ＣＴＳＤ ） 的成熟 ， 并切割 ＣＡＳＰ３ 诱导凋亡 ［
４６

】
。

脂肪体作为昆虫体内 主要的储存器官 ， 其 内主要的细胞器是脂滴 ， 脂滴的主要成分

是 ＴＡＧ ，ＴＡＧ 的分解产物是游离脂肪酸和甘油 ［
１ ４６

，１ ４７
］

。 甘油可以直接转化为代谢中

间体生成葡萄糖 ， 游离脂肪酸可 以通过 Ｐ
－氧化途径转化成乙酰辅酶 Ａ 后进入三羧酸循

环提供能量 。 在饥饿状态下 ， 由肝脏 自噬产生的生糖氨基酸通过糖异生转化成葡萄糖被

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 ［
１ ４８

，
１ ４９

】
。 本研宄发现在幼虫停止取食后 ， 自噬促进脂滴的

分解 ， 而在敲降 冰 之后导致甘油 、 游离脂肪酸和游离氨基酸的减少 ， 这表明 自 噬可以

为糖异生提供各种底物 。 变态期的糖异生促进甘油 、 游离脂肪酸和游离氨基酸的消耗 ，

从而直接或者间接的生成葡萄糖 ， 这也是甘油 、 游离脂肪酸和游离氨基酸没有在变态期

积累的原因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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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转录调控实验 ， 发现 ＫＬＦ １ ５ 可 以直接正 向调控ＡｇＳ 和 ＰｅｐｃＡ 的表达 ， 因此在

敲降 尺／／？５ 之后 自 噬和糖异生均受到抑制 。 然而在敲降Ａ试 之后 ， 代谢产物甘油 、 游离

脂肪酸和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变化与敲降 ｉｉ：／／ｉ５ 之后的含量变化相反 ， 敲降Ａ妓 之后 ， 甘

油 、 游离脂肪酸和游离氨基酸的含量降低 ， 而敲降 之后甘油 、 游离脂肪酸和游离

氨基酸的含量增加 。 这是由于敲降 辦 之后只是阻断了 自噻 ， 从而减少 了 由于 自噬产

生的代谢底物 ， 但糖异生途径依然正常进行 。 而在敲降 勒７５ 之后 ， 不仅阻断 自噬和底

物的产生 ， 也通过抑制 ／Ｖ
ｐｄｒ 的表达阻断糖异生和底物的利用 ， 在体 内代谢网络平衡之

后便出现甘油 、 游离脂肪酸和游离氨基酸积累的现象 。

在棉铃虫变态发育过程中 ， ＫＬＦ １ ５ 主要是在表皮和脂肪体中高表达 ， 运用 ＲＮＡ ｉ 技

术在昆虫中敲降基因产生的作用是全组织系统性的 ， 代谢物在各个组织之间也是协同发

挥功能的 。 但各个组织行使的功能是不同的 ， 脂肪体是昆虫的代谢中心 ， 在取食期可以

储存物质 ， 停止取食后或者缺乏营养时便通过消耗储存物质或者 自 噬和凋亡产生底物 ；

而表皮主要是保护 、 支持机体和抵御病害的功能 ， 并且除了局部细胞可能发生 自 噬和凋

亡外 ， 表皮并不像中肠和脂肪体
一

样发生降解
［
４６

，
１ ５０

］
。 因此 ＫＬＦ １ ５ 主要是在脂肪体中

发挥功能 ， 通过整合促进 自 噬和糖异生维持血淋巴中葡萄糖的稳态 。

实验室之前的研宄发现变态期高水平的葡萄糖是因为 ２０Ｅ 抑制胰岛素受体的表达

和磷酸化 ， 类似于人类的 ２ 型糖尿病 ［
１ ５ １

］
， 即胰岛素途径受阻 ， 葡萄糖不能正常地被细

胞吸收从而导致血糖水平上升。 而在本文中发现 ２０Ｅ 调控糖代谢重编程 ， 即从取食期的

糖酵解转变为变态期的糖异生从而增加 了血淋巴中葡萄糖的水平 ， 而进入蛹期后 ， 葡萄

糖水平快速下降 ， 这说明 昆虫在化蛹前期储存的高水平葡萄糖可能是支持幼虫化蛹和发

育的重要能量 。

５ ？ 小结

取食期糖酵解转变为变态期的糖异生以适应棉铃虫变态发育的能量需求 。 ２０Ｅ 通过

正向直接调控 ＫＬＦ １ ５ 促进细胞 自噬 、 凋亡和ｇ生 。 脂肪体通过＿噬和凋亡产生的代

谢产物将作为底物支持糖异生 。 棉铃虫变态期血淋巴中葡萄糖水平升高是糖酵解受阻、

糖原和海藻糖分解加强 以及糖异生的结果 （ 图 ２－

１ ７ ） 。

４６



山 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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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２０Ｅ通过 ＫＬＦ １ ５ 重编程糖代谢 ， 调控 自 噬和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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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ｖ ｉａＫＬＦ １ ５

２０Ｅ 通过核受体促进 ／Ｃ／／／ ５ 的表达 （ １） 。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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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蜕皮激素重编程氰基酸代谢支持昆虫的变态发育

１ ． 引言

氨基酸是直接调节生物体生长发育的重要代谢产物 ， 如精氨酸对于细胞生理至关重

要 ， 因为它涉及许多细胞代谢和信号通路
［
１ ５２

］
。 谷氨酸 （ ｇ 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Ｇ ｌｕ ） 是合成 ａ－酮

戊二酸 （ ａ－ｋｅｔｏｇ
ｌｕｔａｒａｔｅ ， ａ－ＫＧ ） ， 氨基酸和 ■

／
－氨基丁酸的前体物质 ［

１ ５ ３
］

， 作为
一

种重要

的神经递质 ， 谷氨酸可以控制 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如认知 、 记忆等
［
１ ５４

］
。 ａ－酮戊二酸是

三羧酸循环 （ ｔｈｅ ｔｒ ｉｃａｒｂｏｘｙ ｌ ｉｃ ａｃ ｉｄ ｃｙｃ
ｌｅ ， ＴＣＡ ｃｙｃ ｌｅ ） 中 的关键中 间代谢物 ， 是

一

种营养

补充剂 ， 对于产生能量等多种生物过程是必需的 ［
１ ５ ５

］
。 氨基酸水平在体内受到精确调控

以维持机体的生长和健康 ， 然而 ， 关于氨基酸在体 内代谢的调控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

代谢与组织重塑密切相关 ， 根据不同 的代谢需求 ， 组织通过改变细胞的大小和数量

从而快速的完成重塑来响应能量状态的改变 ［
１ ５ ６

］
。 组织重塑涉及许多过程 ， 包括细胞增

殖 、 分化 、 自噬和凋亡
［
１ ５７

］
。 完全变态昆虫从末龄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过程即为变态 ，

在这个过程中 ， 昆虫必须适应从取食到不取食的营养变化 ， 幼虫组织通过 自 嗤和凋亡降

解从而产生维持 自 身生存所需的能量和营养并支持成虫组织的形成 ［
１ ５ ８

，
１ ５９

］
。 昆虫脂肪

体在功能上类似于脊椎动物的肝脏组织 ， 是参与调节代谢 、 储存和释放能量的主要组织 。

脂肪体在变态过程中形态发生显著变化 ， 幼虫脂肪体通过 自 噬和凋亡降解成单细胞 ， 成

虫脂肪体通过细胞增殖形成棒状结构 。 然而 昆虫变态过程中氨基酸代谢和组织重塑的关

系 尚不清楚 。

细胞通过不断地调整其代谢状态和代谢产物来响应营养物质变化 ， 从而满足不同 的

能量需求
［

１ ６０
］

。 在果蝇中 ， 其变态发育过程中体内 的代谢速率会发生变化 ， 呈现
“

Ｕ 型

曲线
”

。 在蛹早期代谢速率快速降低 ， 或许是因为幼虫组织的凋亡 ， 而到 了蛹后期代谢速

率快速上升 ， 这与成虫组织的形成有关 丨
１ ６ １

］
。 从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发育过程中 昆虫体

内 的代谢发生显著变化 ， 以满足劾虫停止取食后到羽化前的能量供应 ［
１ ６２ －

１ ６４
］

。 在双翅

目 昆虫南美按实蝇中 ， 碳水化合物 、 脂类和氨基酸被重新分配 ［
１ ６５

］
。 ２０Ｅ 对于变态发育

至关重要 ， 竞争多 巴胺受体抑制摄食 ［
７

］
、 促进幼虫进入游走期 ［

８３
，

１ ６６
］

、 抑制胰岛素信

号通路
［
５９

］并促进变态过程中的 自噬和凋亡 ［
４８

，１ ６７
］
。 然而关于 ２０Ｅ 整合调控氨基酸代

谢与组织重塑的机制还不完全清楚 。

本研宄以重大农业害虫棉铃虫为研究模型 ， 通过测定代谢组 、 分析幼虫取食期 、 幼

虫向蛹的转变期 （游走期幼虫 ） 、 蛹 向成虫的转变期 （蛹期 ） 血淋巴 中代谢产物的变化 ，

将精氨酸 、 （Ｘ
－酮戊二酸和谷氨酸鉴定为取食期幼虫 、 游走期幼虫和蛹的标志代谢物 ， 揭

示它们在组织重塑中 的作用 ， 并阐 明 ２０Ｅ 调控氨基酸代谢和组织重塑的分子机制 。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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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材料与方法

２ ． １ 实验材料

２ ． １ ． １ 实验动物和细胞

同第二章 ２ ．Ｕ 和 ２ ． １ ．２

２ ． １ ．２ 魏试剂

ａ－酮戊二酸测定试剂盒 （江苏酶免实业有限公司 ， 江苏 ， 中 国 ） 。 谷氨酸测定试剂盒

（ 索莱宝 ， 上海 ， 中 国 ） 。 精氨酸 、 ａ－酮戊二酸 、 谷氨酸 （ＭＣＥ ， 新泽西州 ， 美国 ） 。 磷

酸化的组蛋 白 Ｈ３ 多克隆抗体 （ Ｓｅｒ ｌ Ｏ ）（ Ｃ ｅ ｌ ｌ ｓ ｉｇｎａｌ 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麻省 ， 美国 ） 。 组蛋 白

Ｈ３ 多克隆抗体 （ 安诺伦 ， 北京 ， 中 国 ） 。 组蛋 白提取试剂盒 （ 贝博生物 ， 上海 ， 中 国 ） 。

ＡＳＳ 多克隆抗体 （博士德 ， 武汉 ， 中 国 ） 。 ＡＲＧ 多克隆抗体 （赛维尔生物 ， 武汉 ， 中 国 ） 。

本章其他所用试剂均与第二章 ２ ． １ ． ３ 相 同 。

２ ． １ ．３ 实验仪器

同第二章 ２ ． １ ．４

２ ．２ 实验方法

２ ．２ ． １ 与第二章相同的雛方法

实时定量 ＰＣＲ（
ｑ
ＲＴ－ＰＣＲ ） 、 免疫印迹 、 双链 ＲＮＡ（办ｍ４ ） 合成、 细胞培养 、 虫

体激素刺激 、 ＣＣＫ－

８ 测定细胞活力 、 凋亡检测 、 统计方法 。

２ ．２ ．２ 釆集血淋巴进行代谢组分析

选取大小 、 体重相似的 、 刚蜕皮的六龄幼虫进行计时 ， 在发育 ２４ ｈ 、 ９６ ｈ 后记为 ６ｔｈ－

２４ ｈ 和 ６ｔｈ－９６ ｈ 的幼虫 ， 幼虫化蛹后第六天记为 Ｐ６ 蛹 。 将 ６ｔｈ－２４ ｈ 和 ６ｔｈ－９６ ｈ 的幼虫置

于冰上 ， 待其不动后 ， 剪去第
一

对附肢 ， 用灭过菌的枪尖吸取血淋巴并转移至新的 、 灭

过菌的 １ ． ５ｍＬ 离心管中 ， 立马放到液氮中防止其黑化 。 对于 Ｐ６ 样本 ， 取未拆封的 ｌ ｍＬ

注射针 ， 扎入蛹的腹眼下方 ， 轻轻挤压蛹 以促进血淋巴流出 ， 吸取血淋巴至 １ ． ５ ｍＬ 离心

管中并立即转移至液氮 。 每个样本至少包含 １ ００
ｐＬ 的血淋巴 （至少 ５ 只虫 ） ， 每组设 ６

个生物学重复 ，

一

共 １ ８ 个样本 。 将样品放置干冰中送至中 国江苏帕诺米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样品质量检测 、 代谢物测定以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

２ ．２ ．３ 测定游离氨基酸

取幼虫血淋巴 ５ ００
ｐＬ 后快速转移至液氮冷冻 ， 然后干冰运输送至青岛科创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进行游离氨基酸测定 。 具体步骤如下 ： 取 ０ ． ３
ｇ 样品于 １ ０ｍＬ 的容量瓶中 ，

加 ８ ｍＬ ０ ．０２ｍｏ ｌ／Ｌ 的盐酸 ， 过 Ｃ １ ８ 固相萃取柱后分取 １ ００吣 上清液 ， 真空干燥箱烘干 ；

加入 １ ０ ｍＬ ０ ．０２ ｍｏ ｌ／Ｌ 的盐酸 ， 晃匀 。 分取 ５００ 队 ， 依次加入 ２５〇 ｎＬ 〇 ． ｌ ｍｏ ｌ／Ｌ 异硫氰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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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苯酯乙腈 ， ２５０
ｊ

ｉＬ１ｍｏ ｌ／Ｌ 三乙胺乙腈 ， 氮气保护衍生 １ｈ ， 过 ０ ．４５
ｐｍ 有机膜上机 。

将数值除以 １ ０００ 即为氨基酸含量 。

２ ．２ ．４ 测定精氨酸

取不同发育阶段幼虫 、 蛹 ２０
ｐＬ 的血淋巴并加入 ＰＴＵ 和抗凝剂 。 ３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 ０

ｍ ｉｎ 后取上清液与 ３ ００
ｐＬ２０％的三氯乙酸混合 ， 充分混合后离心取上清液 ， 经过 ０ ．２２

过滤器过滤后上氨基酸分析仪分析 。

２ ．２ ．５ 测定 ａ－爾戊二酸

取不同发育阶段幼虫 、 蛹血淋巴后迅速放置液氮中防止黑化 ， 然后干冰运输至青岛

科创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测 。

２ ．２ ．６ 测定谷氨黢

取不 同龄期 的幼虫或蛹 的血淋巴 ２０ｎＬ ， 加入试剂盒 中 的提取液于冰上研磨后

１ ２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 ０ｍ ｉｎ 后取上清液并加入检测试剂后在 ３４０ｎｍ 处测定吸光值 。 然后根

据标准样品 的测定值建立标准 曲线 ， 将数值除 以 １ ０００ 即为样品 中谷氨酸含量 。

２ ．２ ．７ 注射■物

称取不同重量的精氨酸 、 ａ－酮戊二酸和谷氨酸 ， 用 ＰＢＳ 配置成不同的浓度 。 选取大

小 、 体重相似的幼虫 （ ６ｔｈ－６ ｈ ） 进行注射 ， 共注射四次 ， 每次间隔 ２４ｈ 。

２ ．２ ．８ 检测增殖 、 自噬和凋亡

组蛋白 Ｈ３ 的 Ｓｅｒ ｌ Ｏ 发生磷酸化是进行有丝分裂所特有的 ， 是
一

种标志增殖的标记

物 。 在注射代谢物后提取组蛋 白 ， 通过磷酸化的组蛋 白 Ｈ３ 多克隆抗体 （ Ｓｅｒ ｌ Ｏ ） 进行免

疫印迹实验检测细胞增殖 。 通过免疫印迹实验测定 ＬＣ３ －

Ｉ 和 ＬＣ３
－

ＩＩ 的表达量检测细胞

自 噬 。 在细胞系上添加不同浓度的代谢物后 ， 处理 １ ２ ｈ ， 用 Ｔｕｎｅ ｌ 染色和 ＣＡＳＰ３ 活性检

测显示细胞凋亡 。

２ ．２ ．９ 三级雜预测

通过ＣＯＡＣＨ软件 （
ｈｔｔ

ｐｓ ： ／／ｚｈａｎｇ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ＣＯＡＣＨ／
）分析预测ＧＤＨ和ＧＤＨ－

ｌ ｉｋｅ的三

级结构 ［
１ ６ ８

，１ ６９
］
。 用 Ｓｙｂｙ ｌ

－Ｘ 软件将 ＧＤＨ 和 ＧＤＨ －

ｌ ｉｋｅ 与谷氨酸和 ａ－酮戊二酸对接 ，

用 ＰｙＭＯＬ 软件绘制 ＧＤＨ 和 ＧＤＨ－

ｌ ｉｋｅ 的结构 以及两种 ＧＤＨ 与底物结合的结构 。

表 ３－

１ ＰＣＲ 引物序列

Ｔａｂ＊ ３－

１Ｏ ｌ ｉｇｏｎｕｃ
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

ｕｅｎｃｅｓｏｆ 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Ｐｒｉｍｅｒ ｎａｍ 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
＾
－３

＊

）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 ｂｅ ｒ

ｑＲＴ
－ＰＣＲ

Ｇｄｈ－ＫＴＦ ｇｇｃｔｃｃａｔｃｔａｃａａｃｃｃｔｇ 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９５２００ ． １

ＧｒｆＡ－ＲＴＲ ｔｃｇｃａｃｔｔｃｔｃｇｔａｃａａｃａ

Ｇｄｈ￣

ｌｉｋｅ￣ＫＴＦｇｃａａｇｇｃｇｇｔｃｇｇｔａａａｇ ＸＰ０２ １ １ ８８７３ ７ ． １

Ｇｄｈ－

ｌｉｋｅ￣ＫＴＲ ｔｃａｇｃａｇｇｔｃａｇｇｇａｇｇａ

＾ｔｏ－ＲＴＦ ｇａａｇｇｃｔｔｔｇｇｃｇａｔａｇｇ ＸＰ０２ １ １ ８７８４９ ． １

＾５５
－ＲＴＲ


ｇｇｃｔｃｃｇａｇｔｔｔｃｔｔｔｇｃ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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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

１ＰＣＲ 引物序列

Ｔａｂ ． ３－

１Ｏ ｌ ｉｇｏｎ ｕｃ ｌｅｏｔ ｉｄ ｅ ｓｅｑｕ ｅｎｃｅｓｏｆ ＰＣＲ
ｐｒｉｍ ｅ ｒｓ

Ｐ ｒ ｉｍｅｒ ｎａｍｅ


Ｓｅｑ ｕｅｎ ｃｅ
（
５

’
－３

’

）


Ｇ ｅｎ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ｏｎｎ ｕｍｂｅｒ

Ｊ ｒｇ
－ＲＴＦ ｔａｃｔｔａｃｃｃａｃｇａｔｇｇａｃｔｇ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８ １ ８ ５ １ ． １

Ａ ｒｇ
￣ＫＹＲ ｇｃｇｇｇ

ｃａｃａｔｔｇｔａｔｔｔｃｔ

ＥｃＲ－ＫＴ￥ ａａｔｔｇｃ ｃｃｇｔｃａｇｔａｃｇａＡＣＤ７４８０７ ． １

ＥｃＲ－ＲＴＲ ｔｇａｇｃｔｔｃｔｃａｔｔｇａｇｇａ

ｆｉ
－Ａ ｃ ｔｍ－ＲＴＦ ｃｃ ｔｇｇｔａｔｔｇｃ ｔｇａｃｃｇｔａｔｇｃ
 ＥＵ５２ ７０７

ｐ
－Ａｃ ｔｉｎ－ＫＹＫ ｃｔｇｔｔｇｇａａｇｇｔｇｇａｇａｇｇｇａａ

Ｅ２０ＭＯ－ＲＴＦ ｇｇａｇｇｔｇｃｔｔｃ ｔｇｔｇｇｔｇｔ 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９ １ １ １ ２ ． １

Ｅ２０ＭＯ－ＲＴＲ ｃｇｔａｔｃｔｇｔｃｇｇｇｔｃｔｇｃｔ

ＲＮＡ ｉ

￡ｃ＾－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 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ｃｇｃｔｇｇｔａｔａａｃａａｃｇｇａｇｇａ

￡ｃｉ？－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
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ｃｔｔｇａａｇｔｔｇａｃ ｃ ｔｔｇａｔｇｃｃ

Ｇ办－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ｔｇｇｔｃｃｃａａｔｔｃｔｃｇｔｇｇａａｃ

Ｇ＾ ＞

－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
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ｃｔｔｇａａｇｔｔｇａｃｃｔｔｇａｔｇｃｃ

Ｇｄｈ－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
ｃ 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ｇｇａｃｃｔｃ ｃｇ

ｃ ｔａａｃｃｃａａ

Ｇｄｈ －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
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ｇｃｃｃａａｔａａａｇｃｃ ｃｔｔｃ

Ｇｄｈ －

Ｕｋｅ
－

ＲＮＡ ｉＦ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
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ｃｇｔａｃｃａｇｃｃ ｃｃｔｇａｔａｔ

Ｇ ｃ／／７

－

ｌ ｉｋｅ－ＲＮＡ ｉＲ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
ａｃ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ｇｃ ｃｔｔｔｔｇｔｔｃｔｔｃｇｃ ｃａｔ

＾ ［５５
－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

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ｔａｔｇａａｔｃｔｇｇｃｇｔｇｃｔｔ

＾４＾－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
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ｔｔｃｇｇｇｔｇｔａｇｇｔｔｇｃｔｔ

Ｊ ｒ发
－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 ｔａ ｔａｇｇｇ

ａａａｇａａｇｇｔｔｇｇｃａｔｃａｔｃｇ

々ｇ
－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ｃｃａｔｃｇｔｇｇｇｔａａｇｔａｇｇｇ

￡２０ＭＯ－ＲＮＡ ｉＦ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ｃａｔｃ ｔｔｃｇｔｃｇｃｃａｃｃｔ

￡２０ＭＱ－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ｇｃａｇｃｃ ｔｔｃｔｔｇ ｔｃ ｃｃ ｔｃａ


３ ． 实验结果

３ ． １ 代谢组学分析

６ｔｈ －２４ ｈ 、 ６ｔｈ －９６ ｈ 和 Ｐ６ 这三个发育阶段分别代表幼虫生长期 （取食期 ） 、 幼虫到蛹

过渡时期 （停止取食期 ） 和蛹到成虫过渡时期 （停止取食期 ）
［

１ ７０ －

１ ７２
］
。 为 了分析幼虫

生长期 、 幼虫 向蛹转变期和蛹 向成虫转变期体 内代谢产物的变化 ， 测定这三个龄期血淋

巴 中 的代谢产物 。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 ｐａ
ｒｔ ｉ ａ ｌ ｌｅａｓ ｔｓｑｕａ

ｒｅｓｄ ｉ ｓｃ ｒｉｍ ｉｎａｎｔ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 ＰＬＳ －

ＤＡ ） 显不 ， ６ｔｈ－２４ｈ 和 ６ ｔｈ －９６ｈ 和 Ｐ６ 这二组样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各组样品 的生物

学重复在 ｐ
ｌｏｔ ｍａｐ 上相对聚集 。 三组样品

一

共鉴定 出 ３ ５ ８ 种差异代谢物 。 三组数据进行

两两 比较 ， 将满足 ｌｏｇ２（ 差异倍数 ） ＞ １ ， Ｐ 值＜ ０ ． ０ ５ 的代谢物定义为差异代谢物 。 发现

６ｔｈ
－２４ｈ 和 Ｐ６ 相 比 ， 有 ９ ５ 种差异代谢物在 ６ｔｈ －２４ｈ 含量高 ， １ ４０ 种差异代谢物在 Ｐ６ 含

量高 。 ６ ｔｈ －２４ ｈ 和 ６ ｔｈ －

９６ ｈ 相 比 ， ５ ８ 种差异代谢物在 ６ ｔｈ
－２４ ｈ 含量高 ， １ ０ ３ 种差异代谢

物在 ６ｔｈ －９６ｈ 含量高 。 而 ６ ｔｈ －９６ｈ 和 Ｐ６ 相 比 ， ６７ 种差异代谢物在 ６ｔｈ－９６ｈ 含量高 ， ９０

种差异代谢物在 Ｐ６ 含量高 。 在所有的差异代谢物 中 ， 种类最多 的是氨基酸 ， 其次是脂

类和碳水化合物类代谢物 （ 图 ３
－

１ ） 。 三组数据进行比较 ， 通过韦恩图发现有 ６６ 种差异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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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物在 ６ ｔｈ
－２４ ｈ 含量高 ， ４６ 种差异代谢物在 ６ ｔｈ －９６ ｈ 含量高 ， ７ ５ 种差异代谢在 Ｐ６ 含

量高 （ 图 ３
－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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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代谢产物按

照糖类 、 氨基酸类和脂类进行分类 以显示幼虫 －蛹 －成虫发育过程中代谢产物的变化 。 发

现代谢产物在发育阶段发生变化 （ 图 ３
－

３ ） ， 而且糖类 、 氨基酸类和脂类通过 ＴＣＡ 循环

进行关联 （ 图 ３
－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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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３ 对参与营养代谢相关通路的代谢物进行热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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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 ＫＥＧＧ 中涉及葡萄糖 、 氨基酸和脂类的代谢物 ， 通过 ｌｏｇ２ 变换其峰面积数据 （ 强度 ） 出示热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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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ｅ ｔｈ ｉｏ ｎ ｉ ｎｅ

图 ３ －４ 氨基酸 、 葡萄糖和脂类代谢物联系在
一起的营养代谢途径

Ｆ ｉｇ ．３－４Ｎ ｕ ｔｒ ｉ ｅｎ ｔｍ ｅ ｔａｂｏ ｌ ｉｃ
ｐａ ｔｈｗａｙ

ｏｆ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ａ ｌｍ ｅ ｔ ａｂｏ ｌ ｉ ｔ ｅｓ ｉｎｖｏ ｌｖ ｉ ｎｇ
ａｍ ｉｎ ｏａ ｃ ｉ ｄ ｓ

，ｇ ｌ ｕ ｃ ｏｓ ｅ
， 
ａ ｎ ｄ

ｌ ｉｐ ｉｄ ｓ

为 了鉴定不 同龄期的关键代谢产物 ， 对 ６ ｔｈ －２４ｈ 、 ６ｔｈ －９６ｈ 和 Ｐ ６ 这三组样品进行两

两 比较并用 气泡 图进行展示 ， 气泡图 中气泡的大小和颜色可 以表示代谢途径 的富集程度

和代谢途径中富集的代谢物的数量 。 气泡图显示 ， ６ ｔｈ －２４ｈ ／６ｔｈ －９６ｈ 和 ６ｔｈ －２４ｈ／Ｐ６ 所富

集的代谢通路是相似 的 ， 其中排名前三的是丙氨酸 、 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谢 ， 精氨酸合

成 以及 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 （ 图 ３ －

５Ａ 和 Ｂ） 。 ６ ｔｈ －９ ６ｈ／Ｐ ６ 所富集的代谢通路主要是 ＴＣＡ 循

环 、 泛酸盐和辅酶 Ａ 合成 以及半胱氨酸和 甲硫氨酸代谢 （ 图 ３
－ ５０ 。 将代谢通路中 的差

异代谢物进行分析 ， 发现谷氨酸在 ６ｔｈ
－

９６ｈ 和 Ｐ６ 含量都较高 （ 丙氨酸 、 天冬氨酸和谷

氨酸代谢 ； 精氨酸合成 ）
； 在 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中 ， 精氨酸和亮氨酸都是在 ６ ｔｈ －２４ ｈ 含量

较高 ； 在 ＴＣＡ 循环中 ， 异柠檬酸 、 延胡索酸和 ｃｃ

－酮戊二酸都是在 ６ ｔｈ －９６ ｈ 含量较高 。

在泛酸盐和辅酶 Ａ 合成途径中 ， 磷酸泛酸是在 Ｐ ６ 富集 ； 在半胱氨酸和 甲硫氨酸代谢中 ，

Ｌ － 甲 硫氨酸 Ｓ －氧化物是在 Ｐ

＋

６ 含量较高 （ 图 ３
－ ５Ｄ －

Ｉ ） 。 以上结果说明精氨酸 、 ｃｔ
－酮戊二酸

５ ５



山 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和谷氨酸分别在幼虫取食期 、 游走期和蛹期富集 。 考虑到精氨酸 、 （Ｘ
－酮戊二酸和谷氨酸

在细胞功能中 的重要性 ， 选择精氨酸 、 ａ －酮戊二酸和谷氨酸作为 ６ ｔｈ －２４ ｈ 、 ６ ｔｈ －９６ ｈ 和 Ｐ６

的标志代谢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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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Ｓ 代谢通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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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 ３ －５Ｐａ ｔｈｗａｙ 

ａ 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ｂａ ｓ ｅｄｏｎｔ ｈ ｅ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ａ ｌｍ ｅ ｔａ ｂｏ ｌ ｉ ｔｅ ｓ

Ａ －Ｃ ． 气泡 图分析 ６ ｔｈ
－２４ ｈ 、 ６ ｔｈ

－

９６ ｈ 和 Ｐ６ 两两相 比所富集到的代谢通路 ， 计算方法是将每个匹配代

谢物的重要性指标相加 ， 然后除 以每个途径 中 所有代谢物 的重要指标之和 ， 通路影响越大就越可能

出现在气泡图 的右上角 。 Ｄ－

丨 ． 筛选重要的代谢通路中 的差异代谢物 。 ＦＣ ： 差异倍数 ， 即样品之间含

量差异的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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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验证代谢组学的数据 ， 测定 了精氨酸、 ａ－酮戊二酸和谷氨酸从 ５Ｆ 取食期到 Ｐ８

蛹期的水平 ， 发现精氨酸是在取食期含量高 ， 在幼虫停止取食后逐渐下降 （ 图 ３ －６Ａ ）
；

ａ－酮戊二酸的含量则是在幼虫停止取食的初期 （ ６ｔｈ－７２ ｈ－

６ｔｈ －９６ ｈ ） 最高 （ 图 ３ －６Ｂ ）
； 谷

氨酸的含量在幼虫停止取食后不断上升并在蛹期 （ Ｐ４ ） 达到峰值 （ 图 ３ －６Ｃ ） 。 这些结果

与组学测定结果相
一

致 。 为 了探究 ２０Ｅ 是否调控代谢产物的变化 ， 将不 同浓度的 ２０Ｅ 注

射进入 ６ｔｈ－６ ｈ 幼虫的血腔 中 ， 发现低浓度的 ２０Ｅ（ ｌ ＯＯ ｎ
ｇ
／只虫 ） 增加精氨酸 、 ａ－酮戊二

酸和谷氨酸的含量 ； 而高浓度的 ２０Ｅ（ ５００ ｎｇ／只虫 ） 降低精氨酸和谷氨酸的水平 ， 但依

旧增加 ａ－酮戊二酸的水平 （ 图 ３ －６Ｄ －Ｆ ） 。 以上结果显示 ２０Ｅ 通过浓度依赖的方式调节代

谢物的水平 。

３ ．２ 精氨酸 、 酮戊二酸和谷氨酸决定不同的细胞命运

为了探宄代谢产物与组织重塑的关系 ， 首先在细胞系上分别添加精氨酸 、 ａ－酮戊二

酸和谷氨酸检测増殖 、 自噻和凋亡 。 通过 ＣＣＫ－

８ 检测细胞活力 ， 发现添加精氨酸的细胞

活力增强 ， 而添加 ａ－酮戊二酸抑制细胞活力 ， 添加谷氨酸增强细胞活力 （ 图 ３
－６Ｇ－

Ｉ ） 。

通过蛋 白质免疫印迹实验检测组蛋 白 Ｈ３ 的磷酸化 ， 发现精氨酸促进增殖 ， ａ－酮戊二酸

抑制增殖 ， 谷氨酸促进增殖 （ 图 ３
－６Ｊ－Ｌ ） 。 检测 ＬＣ３ 的表达发现精氨酸抑制 自 噬 ， ａ－酮

戊二酸促进 自 噬 ， 谷氨酸抑制 自噬 （ 图 ３ －６Ｍ－０ ） 。 通过检测 ｃａｓｐａｓｅ
－

３ 活性和 ＴＵＮＥＬ 染

色 ， 发现与阳性结果相 比 ， 添加精氨酸和谷氨酸并不 引起凋亡 ， 添加高浓度的 ａ－酮戊二

酸后虽然会引起凋亡 ， 但与对照组相 比并不能形成显著差异 （ 图 ３
－７ ） 。

接下来将精氨酸 、 ａ－酮戊二酸和谷氨酸注射到 ６ｔｈ－６ ｈ 幼虫血腔中 ， 探宄它们对虫体

的影响 。 发现与注射 ＰＢ Ｓ 相 比 ， 注射精氨酸后导致幼虫提前 ２６ｈ 化蛹 ， 精氨酸促进脂

肪体细胞增殖 ， 抑制 自 噬 （ 图 ３ －

８Ａ－Ｅ ｉ ） 。 注射 ａ－酮戊二酸后导致化蛹延迟 １ ４ ｈ 。 ａ－酮戊

二酸抑制脂肪体细胞增殖 ， 促进脂肪体细胞 自 噬 （ 图 ３ －８Ｆ －

Ｊ ｉ ） 。 注射谷氨酸后出现的虫

体表型与注射精氨酸相似 ， 导致幼虫提前化蛹 ， 促进脂肪体细胞增殖 ， 抑制脂肪体细胞

自 噬 （ 图 ３ －

８Ｋ－Ｏ ｉ ） 。 以上结果表明精氨酸、 ａ－酮戊二酸和谷氨酸可以通过调节不同的细

胞命运来影响组织重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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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２０Ｅ 调节精氨酸水平下降

精氣酸除 了 可 以从食物 中获得 ， 也可 以通过精胺琥拍酸合酶 （ ａｒｇ ｉｎ ｉｎｏｓｕｃｃ ｉｎ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 ＡＳＳ ） 进行内源性合成 。 ＡＳＳ 是尿素循环 中 的关键限速酶 ， 催化瓜氨酸和天

冬氨酸转化为精胺琥珀酸 ， 用于从头合成精氨酸 ［
１ ７４

，
１ ７５

］
。 而精氨酸酶 （ ａｒｇｉｎａｓｅ ，ＡＲＧ ）

是分解精氨酸的关键限速酶 ［
１ ７６

］
。 通过检测 ＡＳＳ 和 ＡＲＧ 的表达 ， 发现 ＡＳＳ 在幼虫取

食期高表达 ， 而 ＡＲＧ 则是在变态期高表达 （ 图 ３ －９Ａ－ＡＨ ） 。 ＨＥ 染色和免疫组化显示 ，

ＡＳＳ 定位在 ６ｔｈ－２４ｈ 幼虫中肠中 ， 而 ＡＲＧ 则定位于 ６ｔｈ－９６ｈ 幼虫中肠中 （ 图 ３ －９Ｂ 和

Ｃ ） ， 说明取食期高水平的精氨酸是 由 Ａ ＳＳ 合成的 ， 而在变态期 由 ＡＲＧ 进行分解 。 为 了

说明 ２０Ｅ 对精氨酸合成和分解的影响 ， 在 ６ｔｈ－６ｈ 幼虫血腔中注射不同浓度的 ２０Ｅ 进行

不同时间的处理 ， 发现 ２０Ｅ 显著抑制 乂＾ 的表达 ， 促进 Ｊｒｇ 的表达 （ 图 ３ －９Ｄ－Ｇ ） 。 为 了

探究 ２０Ｅ 对 调控的机制 ， 分析 了 Ｘｒｇ 的启动子序列 ， 发现了５
’

－ＧＡＴＴＴＧＡＴＴＧＡＡＡＴＴ－

３
’

这段保守的 ＥｃＲＥ 序列 （ 图 ３
－

１ ０Ａ ） ， 而在敲降 丑ｄ 之后 ， 的表达量显著降低 （ 图

３
－

１ ０Ｂ ） 。 蜕皮激素 ２０－单加氧酶 （ Ｅ２０ＭＯ ） 可 以将蜕皮素 （ Ｅ ） 转化为有活性的 ２０Ｅ
［
１ ７７

］
，

敲降 五２０ＭＯ 后 ， Ｊｒｇ 的表达量显著降低 （ 图 ３ －

１ ０Ｃ ） 。 这些结果说明 ２０Ｅ 抑制 的表

达 ， 并通过其核受体 ＥｃＲ 促进精氦酸酶的表达从而促进精氨酸的分解 。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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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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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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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ｉ ｔ ｎ ｓｉ＾＾響

２
．

“ ｉ
？

Ｓ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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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５
２２２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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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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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ＳＳＳＳ

含 ＼Ｖ （ ｈ ） ＾
＾ （

ｎ ｇ ／ ｌ ａ ｒｖ ａ
）

ＦＭＦＭＭＰ＾２０ Ｅ
 （
５０ ０ｎ ｇ

／
ｌａ ｒｖａ

）＾２０ Ｅ
 （

１ ２ｈ
）

图 ３
－９２０Ｅ 抑制 乂 ｓｓ 的表达 ， 促进 ｚｌ ｒｇ 的表达

Ｆ ｉ

ｇ ． ３
－９２０Ｅ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ｅｄｔｈ 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 ｎｏｆ ／４ ５５ ｗ ｈ ｉ ｌ ｅ ｉｎ ｃ ｒｅａ ｓ ｉｎ ｇ

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ｓｓ ｉ ｏ ｎｏｆＡｒｇ

Ａ ？ 配制 １ ２ ． ５％的蛋 白胶检测 Ａ Ｓ Ｓ 和 ＡＲＧ 在表皮 、 中肠和脂肪体 中 的表达 。 Ａ ｉ 和 Ａ ｉ ｉ ． 对 Ａ 的定量

统计 。 Ｂ 和 Ｃ ． ＨＥ 染色和免疫组化显示 ＡＳ Ｓ 和 ＡＲＧ 在 ６ ｔｈ－２４ ｈ 和 ６ ｔｈ －９６ｈ 的定位 。 ＬＭ ： 幼虫中肠 ；

ＩＭ ： 成虫 中肠 。 标尺为 ２００
ｆ

ｉｍ 。 Ｄ ． 不 同时 间 的刺激下 ， ２０Ｅ（ ５ ００ ｎｇ
／只虫 ） 诱导 下 中肠中 的表

达变化 。 Ｅ ． 不同浓度的 ２ ０Ｅ 刺激下中肠中 的表达变化 ， ＤＭＳＯ 为对照 。 Ｆ ． 不同时间的处理下 ，

２０Ｅ（ ５ ００ ｎｇ／只虫 ） 诱导下 力名 的变化 。 Ｇ ？ 不同浓度的 ２０Ｅ 刺激下脂肪体中 Ａｇ 的表达变化 。

Ａ ． Ｔｈ ｅ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ｐｒｏｆｉ ｌ ｅ ｓｏ ｆＡ Ｓ Ｓａｎ ｄ Ａ ＲＧ ｉ ｎ ｔｈ ｅｅｐ ｉｄ ｅ ｒｍ ｉ ｓ

， 
ｍ ｉ ｄｇ ｕ ｔ

， 
ａｎ ｄ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ｄ ｅ ｔｅ ｃ ｔｅｄｂｙ 

ｗｅ ｓ ｔｅｒｎ ｂ ｌ ｏ ｔ ａｆｔｅｒ

１ ２ ． ５％ＳＤＳ －ＰＡＧ Ｅ ．Ａ ｉ ．
Ｑ ｕ ａｎ ｔ ｉ ｆ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ＡＳ Ｓ ｉｎ Ａ ．Ａ ｉ ｉ ．

Ｑ ｕａｎ ｔ ｉ ｆ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ＡＲＧ ｉ ｎＡ ．Ｂａ ｎｄＣ ．ＨＥｓ ｔａ ｉ ｎ ｉｎｇ

ａｎ ｄ ｉｍｍ ｕｎ ｏｈ ｉ ｓ ｔｏｃｈｅｍ ｉ ｓ ｔ ｒｙｓ
ｈｏｗ ｉ ｎｇ

ＡＳ ＳａｎｄＡＲＧ ｌ ｏ ｃａ ｔ ｉｏｎ ｉ ｎｔｈ ｅｍ ｉ ｄｇｕｔｏｆ ６ ｔｈ －２４ｈａｎｄ６ ｔｈ －９６ｈ ．ＬＭ
？

ｌ ａｒｖａ ｌｍ ｉ ｄｇｕ ｔ ； ＩＭ
， ｉｍａｇ ｉ ｎ ａ ｌｍ ｉ ｄｇ ｕｔｔｈｅｒｕ ｌ ｅ ｒｒｅｐ ｒｅ ｓ ｅｎ ｔｓ２ ００Ｄ ．Ａｓｓｅ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ｎ ｉ ｎｔｈ ｅｍ ｉ ｄｇｕ ｔａｆｔｅ ｒ

ｉ ｎｄ ｕｃ 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２ ０Ｅ
（
５ ００ｎｇ

／ ｌ ａ ｒｖａ
）
ｕｎｄｅ ｒ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ｔｔ ｉｍ ｅｓ ｔ ｉｍ 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 ｓ ．Ｅ ． Ａ ｓｓ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ｉｎ ｔｈ ｅｍ ｉｄｇｕ ｔｕ ｎｄ ｅｒ

ｔｈ ｅｓ ｔ ｉｍ 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ｔｃｏｎｃ ｅｎ ｔｒａｔ ｉ ｏｎ ｓｏ ｆ ２０Ｅ ．ＤＭ ＳＯｗａｓｕｓ ｅｄａ ｓｔｈｅｃｏｎｔ ｒｏ ｌ ．Ｆ． Ａ ｒｇ 

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ｉ ｎ ｔｈ ｅ

ｆａｔｂｏｄｙ
ａ ｆｔｅ ｒ ｉ ｎｄ ｕｃ 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２０Ｅ

 （
５ ００ｎｇ／ ｌ ａｒｖａ

）ｕｎｄ ｅ ｒ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 ｎ ｔｔ ｉｍ ｅｓ ｔ ｉｍ ｕ ｌ ａｔ ｉｏｎ ｓ ．Ｇ ． Ａ ｒｇ 
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ｉ ｎｔｈ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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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ｕｎｄｅ ｒ  ｔｈｅｓｔ ｉｍ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ｔ ｃ ｏｎｃ 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 ｎｓｏｆ ２０Ｅ ．

Ａ

ＥｃＲ Ｅｃｏ ｎ ｓｅｎ ｓｕｓｓｅｑ ｕ ｅｎ ｃｅ ：

５
，

－Ｐ ｕＧ
（
Ｇ ／Ｔ

）
Ｔ

（
Ｃ ／Ｇ

）
Ａ

（
Ｎ

）
ＴＧ

（
Ｃ ／Ａ

） （
Ｃ ／Ａ

） （
Ｃ ／Ｔ

）
Ｐｙ

－３
，

Ａｒｇ
ＥｃＲＥ ：

＾ ０５
ＧＡＴＴＴＧＡＴＴＧＡＡＡＴＴ

＾ １ ９

Ｂ Ｃ

Ｆａ ｔｂｏｄｙ
？ｄｓＧｆｐ

？ － ＤＭ ＳＯｄｓＧｆｐ
＋２０Ｅ｜

＾
５ ｎ

■ｄｓＥ２０ＭＯ
－

２０Ｅ ■

ｄｓＥｃＲ＋２０Ｅ＞
＇

＜
ｅ ｌ＾内

％ ＡＴ
ｊ ａ＊ ７Ｅ ０ ． ５ －３－

９
＞ ２

－ａ
＇

＞ｆ ？ａ＞晉
－

｜ 〇
１

苓 涂 ＋ ，

奈 写 〇
１Ｉ ■

｜
ＥｃＲＡｒ９Ｋ^

图 ３ －

１ ０２ ０Ｅ 通过 Ｅ ｃＲ 促进 乂叹 的转录

Ｆ ｉ

ｇ
．３ －

１ ０２ ０Ｅ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ｓ ／ｌ ／

＊

＾
ｔｒａ ｎ ｓ ｃ ｒ ｉｐ ｔ ｉｏ ｎｔｈ ｒｏｕ ｇ

ｈＥ ｃＲ

Ａ ． 利用 ＪＡＳＰＡＲ 转录因子数据库预测 々ｇ 启动子上的 ＥｃＲＥ 位点 。 Ｂ ． 敲降 ＆穴 后 ， 检测脂肪体 中

￡ｃ尺 和 也ｇ 的表达水平 。 Ｃ ． 敲降 ￡２０ＭＯ 后 ， 检测脂肪体中 ￡２０ＭＯ 和 也ｇ 的表达水平 。

Ａ ． Ｔｈ ｅＥ ｃＲＥｓ ｉ ｔｅｏｎ  ｔｈｅ Ａ ｒｇ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ｗａｓ
ｐｒｅｄ ｉ ｃ ｔｅｄｕｓ 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Ａ Ｓ ＰＡＲ ｔｒａｎ ｓ ｃ ｒ ｉ

ｐｔ ｉ ｏｎｆａｃ ｔｏ ｒ ｄａｔａｂ ａｓ ｅ ．Ｂ ． Ｔｈｅ

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ｌ ｅｖｅ ｌ ｓｏｆ ＥｃＲａｎｄＡｒｇ

ｗｅｒｅｄ ｅ ｔｅ ｃｔｅｄ ｉｎｔｈｅｆａｔｂｏｄｙ
ａｆｔｅ ｒＥｃＲ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Ｃ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 ｏｎ

ｌ ｅｖｅ ｌ ｓｏｆ Ｅ２０ＭＯ ａｎｄ Ａ ｒｇ 

ｗ ｅ ｒｅｄ ｅ ｔｅ ｃ ｔｅｄ ｉｎｔｈｅ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ａｆｔｅ ｒ Ｅ２０ＭＯ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

为 了探宄 Ａ Ｓ Ｓ 和 ＡＲＧ 在控制精氨酸水平和虫体发育 中 的功能 ， 分别在 ５ ｔｈ －２ ０ｈ 和

６ｔｈ
－６ｈ 幼虫血腔中注射 和

■

敲降 和 的表达 。 发现在确定敲降 Ｊ ｓｓ 之

后 ， ５ ７ ． ８％的幼虫在取食阶段死亡 ， 剩余幼虫 出现延迟化蛹 的表型 ， ２ ５ ． ６％的幼虫化蛹延

迟 ， 平均化蛹时间相 比较于对照组延迟了 １ ８ｈ（ 图 ３ －

１ １ Ａ －Ｄ ） 。 注射 办Ｃ办 的对照组中 ，

中肠变成红色 ， 这是幼虫中 肠降解的标志 ［
１ １ ７

］
， 但是注射 之后 中肠并没有变红 （ 图

３
－

１ １ Ｅ ） ， 也Ｇ办 组的幼虫 中肠和成虫中肠发生分离 ， 脂肪体也发生降解 ， 而 治 组的

ＨＥ 染色显示中肠 、 脂肪体的解离都受到抑制 （ 图 ３
－

１ １ Ｆ ） 。 在注射 办Ａｗ 之后精氨酸水

平下降 （ 图 ３ －

１ １ Ｇ ） ， 组蛋 白 Ｈ ３ 的磷酸化水平降低 ， 自 噻增强 （ 图 ３
－

１ １ Ｈ ） ， 这说 明 ，

Ａ Ｓ Ｓ 对于合成精氨酸是十分重要的 ， 而精氨酸是细胞增殖 、 幼虫生长和生存所必需的 。

在 ６ ｔｈ － ６ｈ 幼虫中敲降 ｊ ｒｇ 之后 ， ３４ ． ５％的幼虫在游走期和蛹期死亡 ， ３ ８ ． ９％的幼虫

延迟化蛹约 ２０ ｈ（ 图 ３
－

１ １ Ｉ
－Ｌ ） ， 中肠不再变红 （ 图 ３

－

１ １ Ｍ ） ， 敲降 之后 中肠和脂肪体

的降解均受到抑制 （ 图 ３
－

１ １Ｎ ） ， 精氨酸积累 （ 图 ３
－

１ １ ０ ） ， 增殖和 自 噬水平下降 （ 图 ３
－

１ １ Ｐ ） ， 以上结果说 明 Ａ ＲＧ 通过分解精氨酸而降低精氨酸的水平 ， 精氨酸可 以抵抗 自 噬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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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 但到 了游走期和蛹期 ， 由 于发育过程中体 内 的复杂变化 ， 精氨酸不能再促进细

胞增殖 。

Ａ Ｂ Ｃ
＿

Ｐ ｈｅｎ ｏｔｙｐｅａ 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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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嶋 ＿￡ｈ 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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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Ｄ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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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ｏ ｒｐｈｏ 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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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ｍ

 ＬＣ ３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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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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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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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 ｅ ｔｈ ｉ ｒｄ ｉ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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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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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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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 ｔｍ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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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 ｌｉｌ ｉ
－

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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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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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Ｊ
＝

Ｐｈｅ ｎ ｏｔｙ ｐｅａ 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ｃｔ ｉｏ ｎｏｆ ｄ ｓＲＮＡ Ｆ ａ ｔｂｏｄｙ ｓ？□ Ｐ ｕ

ｐ
ａ ｔ ｉｏ ｎｏｎ ｔ ｉ ｍ ｅ

ｄｓＧｆｐ ｄｓＡｒｇ一－－

ＡＲＧ＾
〇 Ｄ ｅ ｌ ａ ｙｅｄｐｕ ｐ ａ ｔ ｉ ｏｎ

ｉ ：ｉ
ｒ

， ， ｎ

ｒ ：

ｉｉ ，

Ｎ ｏ ｒｍａ ｌＤｅ ｌ ａ ｙｅｄＤｅａ ｔｈ＾
－

Ｂｒ！
ｊ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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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Ｓ
Ｍ

ｍｒｄ

〇

ｇＫ
〇

ｈ

９ ｙ

ａｆｔ

〇

Ｌ

Ｎ

 ＾
Ｐ

＾ＬＣ ３
－

，

！ ｍ
ｊ

＊＾
ｅ ｔｈ ｉ ｒｄ ｉ ｎ

ｊ
ｅｃ ｔ ｉｏｎ

＾＾｜＾：
一

二 二一 ：＆ １

１
ｊｌ

：

Ｐ
＇

ｆＶｌｉ＾
＾ｓＧ ｆｐ ． ｄｓＡｒｇｎ

ｂ ＾＾ｉｌｑ ｆ
§ ： ｉｌ

廖 ４
ｓ

ｆ 議種 ｆＩ
妒 ｑ ｌＡＩＡ

ｄｓＧｆｐｄｓＡ ｒｇｄｓＧ ｆｐｄｓＡ ｒｇ专
＜

图 ３ －

丨 丨 敲降 后导致幼虫死亡 、 抑制细胞增殖 ， 而敲降 后导致化蛹失败 、 抑制 自噬

Ｆ ｉｇ ． ３ －

１ １Ｋｎ ｏｃ ｋｄ ｏｗ ｎｏｆ ／ｌ ｓｓｒｅｓ ｕ ｌ ｔｅｄ ｉ ｎ ｌａ ｒｖａ ｌｄ ｅ ａ ｔｈａｎ ｄ ｉ ｎ ｈ ｉｂ ｉ ｔｅｄ
ｐ

ｒｏ ｌ ｉｆｅ ｒａ ｔ ｉｏｎ
， 
ｗｈ ｉ ｌ ｅｋｎ ｏ ｃｋｄ ｏｗｎｏｆ

Ａ ｒｇ
ｒｅｓｕ ｌ ｔｅｄ ｉｎ

ｐｕｐａ ｔ ｉｏ ｎｆａ ｉ ｌ ｕ ｒｅａｎ ｄ ｉ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ｉｎｇ 
ａ ｕ ｔｏｐ ｈａｇｙ

Ａ ． 注射 出Ｃ办 和 后统计表型 ， 标尺表不 １ｃｍ 。 Ｂ ． 注射 治碰？ 和 第二针后检测干扰效

率 。 Ｃ ． 统计干扰表型 ， 每次干扰用虫 ３ ０ 只 ， 设三次重复 。 Ｄ ． 敲降 Ｇ＃ 和 后统计化蛹时间 。 Ｅ ．

敲降 ＜５步 和 ．４＾ 后的 中肠形态 。 Ｆ． ＨＥ 染色观察 中肠和脂肪体的形态变化 ， 中肠 图 中标尺为 ２００
ｎｍ ，

脂肪体图 中标尺为 １ ００
ｎ
ｍ 。 Ｇ ． 敲降 Ｇ＃ 和 后测定精氨酸含量 。 Ｈ ． 敲降 Ｇ＃ 和 后检测组蛋

白 Ｈ３ 的磷酸化水平和 ＬＣ －

Ｉ Ｉ 。 １ ． 注射 冶Ｃ办 和 后统计表型 ， 标尺表示 ｌ ｃｍ 。 Ｊ ． 注射 ＡＧ办 和

第三针后检测干扰效率 。 Ｋ ． 表型统计 。 Ｌ ． 敲降 （３及 和 Ｊｒｇ 之后统计化蛹时间 。 Ｍ？ 敲降颂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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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心 后观察 中 肠形态 。 Ｎ ． 敲降 ｑ步 和 ．心客 之后通过 ＨＥ 染色观察 中肠和脂肪体 的形态变化 。 〇． 敲

降 Ｇ办 和 Ｗｒｇ 后测定精氨酸含量 ＾Ｐ． 敲降 Ｇ办 和 ，４ ｒｇ 后用 蛋 白 印迹实验检测组蛋 白 Ｈ ３ 的磷酸化水

平和 ＬＣ ３
－Ｕ 。

Ａ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
ｅ ｓａｌｔｅｒ ｉ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ｄｓＧＪｊ？ａｎｄｄｓＡ ｓｓ ： ｔｈ ｅｒｕ ｌ ｅ ｒ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 ｔ ｓ １ｃｍ ．Ｂ ．Ｗｅ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ｔｖａ ｌ ｉ ｄａｔ ｉ ｏｎｏ ｆ

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 ｅｅ ｆｆｉ ｃ ｉ ｅｎｃｙａｆｔｅ 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ｄｓＧｆｐ
ａｎｄｄｓＡ ｓ ｓ ｉｎ

ｊ
ｅ ｃ ｔ ｉｏｎ ．Ｃ ．Ｂ 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ｒｅｅｒｅｐｅａｔｓ ，ａｓ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ｌ

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 ｆ  ｔｈ ｅ
ｐ

ｈｅｎｏ ｔｙｐ ｅ ｉｎＡｗａｓ
ｐｅ ｒ ｆｏｒｍｅｄ ．Ｅａ ｃｈｒｅｐｅ ｔ ｉ ｔ ｉ ｏｎｒｅｑ ｕ

ｉ ｒｅｄ３ ０ ｌ ａ ｒｖ ａｅ ．Ｄ ．Ｐｕｐａｔ ｉ ｏｎｔ ｉｍ ｅａ ｆｔｅ ｒ

ｋｎｏｃ ｋｄｏｗｎｏ ｆ Ｇｆｐ
ａｎｄ Ａ ｓｓ ．Ｅ ．Ｍｏ ｒｐｈｏ ｌ 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ｍ ｉ ｄ
ｇｕ ｔ ａ ｆｔｅ ｒ Ｇｆｐ

ａｎｄ ＾ ５５ｋｎｏ ｃｋｄｏｗｎ ．Ｂ ａ ｒ
，０ ． ５ｃｍ．Ｆ．ＨＥ

ｓ ｔａ ｉｎ ｉｎ
ｇ
ｗ 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ｖ ａ ｌ ｕａｔｅｔｈｅｍｏｒｐ

ｈ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ｈａｎｇ ｅ ｓｏｆ ｔｈ ｅｍ ｉｄｇｕｔ ａｎｄｆａｔ ｂｏｄ

ｙ
．Ｔｈｅｂａｒｓ ｉｎ ｔｈ ｅｍ ｉ ｄ ｇｕｔ

ｒｅｐ
ｒｅ ｓ ｅｎ ｔｅｄ２００

ｐ
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ｂａ ｒ ｓ ｉ ｎ ｔｈｅ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ｒｅ
ｐ

ｒｅ ｓ ｅｎ ｔｅｄ １ ００
 ｊ

ａｍ ． Ｇ ． Ａ ｒｇ ｉ ｎ ｉ ｎ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ｗａｓ ｄｅ ｔｅ ｒｍ ｉ ｎｅｄａｆｔｅ ｒ

Ａ ｓｓｋｎｏｃ ｋｄｏｗｎ ．Ｈ ．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 ｂ ｌ ｏ ｔ ｄｅｔｅ ｃ ｔｅｄ
ｐ

－Ｈ ３ａｎｄＬＣ ３
－

Ｉ Ｉａ ｆｔｅ ｒ ｄｓＧｆｐ
ａｎｄ ｄｓＡ ｓｓｋｎｏ ｃｋｄｏｗｎ ．Ｉ ．Ｐ ｈ ｅｎｏ ｔｙｐ ｅ ｓ

ａｆｔ ｅｒ ｉｎ
ｊ
ｅ ｃｔ ｉ ｏｎｏ ｆ ｄｓＧｆｐ

ａｎｄｄｓＡ ｒｇ
ｆｒｏｍ６ ｔｈ －６ｈ ｌ ａ ｒｖａｔｏ７ ２ｈ

；ｔｈｅｒｕ ｌ ｅ ｒｒｅ
ｐ
ｒｅ ｓ ｅｎ ｔ ｓ １ｃｍ ．Ｊ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ｔ

ｖａ ｌ ｉ ｄ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 ｉｎ ｔ ｅ ｒｆｅ ｒｅ ｎ ｃ ｅｅ ｆｆｉ ｃ ｉ ｅｎ ｃ
ｙ
ａｆｔｅ ｒｔｈｅｔｈ ｉ ｒｄｄ ｓＲＮＡ  ｉ ｎ

ｊ
ｅｃ ｔ ｉｏｎ ．Ｋ ．Ｔｈｅ

ｐ
ｈ ｅｎｏ ｔｙｐ

ｅ ｓｒａｔ ｉ ｏａｆｔｅ ｒ Ａ ｒｇ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 Ｌ ． Ｐｕ
ｐａｔ ｉｏｎ ｔ ｉｍｅ ａ ｆｔｅ ｒ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ｏ ｆ Ｇｆｐ 

ａｎｄ Ａ ｒｇ ． Ｍ ． Ｍｏｒ
ｐ
ｈｏ ｌ ｏｇｙ 

ｏ ｆ ｔｈｅ ｍ ｉｄｇｕ ｔ ． Ｎ ． Ｈ Ｅｓｔａ ｉ ｎ ｉ ｎｇ

ｗａｓｕｓ ｅｄｔｏｅｖａ ｌ ｕａ ｔｅｔｈ ｅｍｏ ｒｐｈ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ｈａｎｇ ｅｓｏ ｆ  ｔｈ ｅｍ ｉｄｇｕ ｔａｎｄｆａ ｔｂｏｄｙ
ａｆｔｅ ｒＧｆｐ

ａｎｄ Ａ ｒｇ
ｋｎｏ ｃｋｄｏｗｎ ．

Ｏ ． Ａ ｒｇ
ｉｎ ｉ ｎ 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ｗｅｒｅｄ ｅｔｅｒｍ ｉｎｅｄａｆｔｅ ｒ Ａｒｇ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Ｐ．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ｄｅ ｔｅ ｃ ｔｅｄ
ｐ

－Ｈ ３ａｎｄＬＣ ３
－

Ｉ １ａｆｔｅ ｒ

ｄｓＧｆｐ
ａｎｄ ｄｓＡ ｒｇ 

ｋｎｏ ｃｋｄｏｗｎ ．

３ ．４２０Ｅ 通过 ＧＤＨ 和 ＧＤＨ－

ｌ ｉｋｅ 调控 ａ－酮戊二酸和谷氨酸相互转换

ＧＤＨ 催化谷氨酸经过氧化脱氨可逆转化为 ａ －酮戊二酸 ［
１ ７ ８

］
。 在棉铃虫基因组中 发

现两个 ＧＤＨ ， 分别命名为 ＧＤＨ 和 ＧＤＨ －

ｌ ｉｋｅ ， 这两个 ＧＤＨ 的蛋 白 序列有 ５ １ ． ８％的相似

性 ， 并与其他物种相 比都具有相 同 的 ＥＬＦＶ 脱氢结构域 （ 图 ３
－

１ ２ ） 。 系统树分析显示 ，

ＧＤＨ 与家蚕以及其他无脊椎动物的 ＧＤＨ 聚为
一

支 ， 而 ＧＤＨ －

ｌ ｉ ｋｅ 则与文 昌 鱼以及其他

脊椎动物的 ＧＤＨ 聚为
一

支 （ 图 ３
－

１ ３Ａ ） 。 通过进化树和氨基酸序列 比对发现棉铃虫的

ＧＤＨ 与人的 ＧＤＨ 更为相似 （ 图 ３
－

１ ３ Ｂ 和 图 ３
－

１ ４ ） 。 三维结构 比对发现 ＧＤＨ 和 ＧＤＨ －

ｌ ｉｋｅ 的结构 出现
一

些差异 ， 主要 Ｎ 端不 同 ， 配体结合 口 袋是相似的 ， 通过 ＣＯＡＣＨ 预测

犮现 ＧＤＨ 和 ＧＤＨ －

ｌ ｉｋｅ 均具有结合谷氨酸和 ｃｔ

－酮戊二酸的能力 （ 图 ３
－

１ ５ ） 。 通过表达模

式 ， 发现 Ｇ ｃｆｔ 主要是在取食期和游走期 （ ６ ｔｈ －６ ｈ －６ ｔｈ
－９６ ｈ ） 的 中肠 中高表达 （ 图 ３

－

１ ６Ａ ） ，

敲降 Ｇｏ％ 之后导致 ５ ０％的幼虫延迟化蛹约 ２４ｈ （ 图 ３
－

１ ６Ｂ －Ｅ ） ， 并且降低 ａ－酮戊二酸的

含量 ， 升高谷氨酸的含量 （ 图 ３
－

１ ６Ｆ ） 。 以上数据表明表明游走期高水平的 ａ－酮戊二酸是

由在取食期和游走期 中肠 中高表达的 ＧＤＨ 催化谷氨酸转化而来的 ， 这对于幼虫生长和

化蛹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 而 Ｇ办－

／／ｆｅ 主要是在蛹期 的脂肪体中高表达 （ 图 ３
－

１ ６Ｇ ） ， 敲降

Ｇ办－

／ ｚ如 导致延迟化蛹和化蛹 失败 ， 延迟化蛹时 间约 １ ２ ｈ（ 图 ３
－

１ ６Ｈ －Ｋ ） 。 敲降

增加 ａ －酮戊二酸的含量 ， 降低谷氨酸的含量 Ｃ 图 ３
－

１ ６Ｌ ） ， 这说明 蛹期脂肪体 中高表达的

ＧＤＨ －

ｌ ｉｋｅ 促进 ａ －酮戊二酸转变为谷氨酸 。

为研究 ２０Ｅ 对 Ｇ办 和 Ｇ ｃｆＷｆｃ 表达的影响 ， 我们往 ６ｔｈ －６ｈ 幼虫 中注射 ２０Ｅ 后检测

中肠 中 Ｇ办 和脂肪体 中 的表达 。 １ ００ ｎｇ 的 ２０Ｅ 会促进 Ｇ办 的表达 ， 而高浓度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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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２ ０Ｅ 抑制 Ｇｃ＊ 的表达
（图 ３

－

１ ７Ａ 和 Ｂ
）

， ２ ０ Ｅ 以时间和剂量依赖的方式促进 的

表达 （ 图 ３
－

Ｉ ７Ｃ 和 Ｄ
）

， 说明 ２ ０Ｅ 以浓度依赖的方式调节 Ｇｒｆ／７ 和 Ｇｃ／／？

－

／ ／＆ 的表达 。

＞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９ ５２００ ．
１ Ｈ． ａ ｒｍ／ｇ

ｅｒａ Ｇ ＤＨ★

＞ＸＰ
＿

０２ １ １ ８８ ７ ３７ １ Ｈ． ａ ｒｍ电ｅｒａ ＧＤ Ｈ ｌ
ｉ ｋｅ 畲

＞ＮＰ
＿

０ ０ ５２ ６２  １ Ｈｓａｐ ｉｅｎｓ ＧＤ Ｈ １

￣ Ｉ Ｉ

＞ Ｎ Ｐ
＿

０３６ ２ １ ６ ． ２ Ｈ ．  ｓａ
ｐ

ｉｅｎｓ ＧＤＨ２

＞ Ｎ Ｐ
＿

９９６２ ７４ ． １ Ｄ ． 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 ｔｅｒ ＧＤＨ

Ｉ

＞Ｎ Ｐ
＿

０ ０ １ ０４０２４ ５ ．
１ ８ ．  ／ｎｏｎ Ｇ ＤＨ

＞ＸＰ
＿

０３７８ ６７５４ ０ ． １ Ｂ ． ｍｏｒｉ Ｇ Ｄ Ｈ －Ｘ １

＞ＸＰ
＿

０３２ ８ ２５ ３ ３２ １ Ｐ ． ｍａ ｎｎ ｕｓ ＧＤＨ ｌ ｉ ｋｅ

＞ＸＰ
＿

０３２ ８ ０ ５４ １ ９ ．
１Ｐ ． ｍａｒｉｎｕｓ Ｇ ＤＨ

＞ＸＰ ０ １ ９６４ ４７２ ９ ． １ Ｂ ． ｂｅ ｌｃｈｅ ｒｉ Ｇ ＤＨ －

Ｗ Ｗｅ

＞
Ｎ Ｐ

＿

００ １ ０８ ７ ０２３ ． １ Ｘ ．  ／ａｅ ｖ ／ｓ ＧＤＨ

＞Ｎ Ｐ
＿

９ ９ ７ ７ ４ １ ． １ Ｄ ．  ｒｅ ｒｉｏ ＧＤ Ｈ

＞ ＮＰ
＿

０３２ １ ５９  １ Ｍｍｕｓｅｕｍｓ Ｇ ＤＨ １

－ —

＞
ＸＰ

＿

０ ２ ２０８ ７４ ９６  １ Ａ ．

ｐ ｌａｎ ｃｉ Ｇ ＤＨ －

ｌ ｉ ｋ ｅ

＞ ＸＰ
＿

００９８６ ０８ ５ ７  １ Ｃ ｉｎ ｔｅｓ ｔｉｎｇ ｆｉｓ ＧＤＨ

４｜ 

ｎ ｎ ｒ

．

Ｍ
，
＊
^

＞ＸＰ
＿

０ ０ １ ６６０ ８６ １ ． １ Ａ ． ａｅｇｙｐｔ ｉ
ＧＤＨ

＞ＸＰ
＿

０ １ ４６６ ９ １ ８ ０ １ Ｐ ． ｃａ ｕｄａ ｆｕｓ Ｇ ＤＨ －

ｌ ｉ ｋｅ

＞Ｎ Ｐ
＿

５０２２６ ７  １ Ｃｅ ｌｅｇａｎｓ Ｇ ＤＨ

＞Ｘ Ｐ
＿

００ ３ ３ ８３６６ ０  １ Ａｑ ｕｅｅｎｓ ｌａｒ ｔｄ ｉｃａ ＧＤＨ

图 ３ －

１ ２ 从髙等到低等物种中 Ｇ ＤＨ 结构域分析

Ｆ ｉｇ ． ３ －

１ ２Ｇ ＤＨｄ ｏｍ ａ ｉ ｎａ ｌ ｉ

ｇ ｎｍ ｅ ｎ ｔｆｒｏｍｈ ｉ

ｇ
ｈ ｅ ｒ ｔｏ ｌｏｗ ｅ ｒ ｓ ｐｅｃ

ｉ ｅｓ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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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 ０ ０ Ｘ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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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Ｅ普 二ＥＳ

夸〇
ｌ ｇ

〇
ｌ ， ， ， ＿

｜ ｉｊＰ及 妒＃＿
ｌ ａ ｒｖａ

）

々２０Ｅ
（
５００ｎ ｇ

／ ｌ ａ ｒｖａ
）＾２ ０ Ｅ

（
１ ２ｈ

）

图 ３ －

１ ７２ ０Ｅ 抑制 （７洲 的表达 ， 促进 （＾／／
－

／／如 的表达

Ｆ ｉ

ｇ
． ３ －

１ ７２０Ｅ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ｅ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ｆ Ｇｄｈｗｈ ｉ ｌｅ ｉｎｃ ｒｅａ ｓ ｉｎｇ
ｔｈ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Ｇｄｈ －

ｌｉｋｅ

Ａ ． 不同时间刺激下 ２ ０Ｅ
（
５ ０ ０ ｎｇ／幼虫 ）诱导后 ＧＷ／ｚ 在 中肠 中 的表达 。 Ｂ ？ 不 同浓度 ２ ０Ｅ 刺激下 ＧＪ／ ？ 在

中肠中 的表达 ， 以 ＤＭ ＳＯ 为对照 。 Ｃ ． 不 同时间刺激下 ２０Ｅ
（
５０ ０ ｎｇ ／幼虫 ）诱导后 Ｇ洲－

／／ｔｅ 在脂肪体中

的表达 。 Ｄ ． 不同浓度 ２０Ｅ 刺激下 Ｇ办－

／ ／ｆｃ 在脂肪体中 的表达 。

Ａ ．Ｇｄｈ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ｉ ｎｔｈ ｅｍ ｉｄｇｕｔａｆｔｅｒ ｉ ｎｄｕ ｃ ｔ ｉｏｎｗ ｉ ｔｈ２０Ｅ（

５ ００ｎ
ｇ／ ｌａ ｒｖａ

）ｕｎｄｅ ｒｄ ｉ ｆｆｅｒｅ ｎ ｔｔ ｉｍ ｅ

ｓｔ ｉｍ 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ｓ ．Ｂ ．Ｇｄｈｅｘ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ｍ ｉ ｄｇｕｔｕｎｄｅ ｒ ｔｈｅｓ ｔ ｉｍ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ｃｏｎｃｅｎ ｔ ｒａｔ ｉ ｏｎ ｓｏ ｆ ２ ０Ｅ
，

ＤＭ ＳＯ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 ｒｏ ｌ ．Ｃ ．Ｇｄｈ －

ｌｉｋ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ｆａｔｂｏｄｙ
ａｆｔｅ ｒ ｉ ｎｄｕｃ 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２ ０Ｅ

（
５ ００

ｎｇ／ ｌ ａ ｒｖａ
）
ｕｎｄ ｅ ｒ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ｔｔ ｉｍ ｅｓ ｔ ｉｍ 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 ｓ ．Ｄ ．Ｇｄｈ －

ｌｉｋ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ｉ ｎｔｈ ｅｆａｔｂｏｄｙ
ｕｎｄｅ ｒ  ｔｈ ｅｓ ｔ ｉｍ ｕ ｌ ａｔ ｉ ｏ ｎ

ｏｆ 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 ｅｎｔ ｒａｔ ｉｏｎｓｏｆ ２０Ｅ ．

３ ． ５ 谷氨酸促进成虫脂肪体的形成

谷氨酸可 以从精氨酸 、 脯氨酸和组氨酸等其他氨基酸转化而来 ［
１ ７９

］
， 而 自 噬可能是

变态过程中氨基酸和谷氨酸的重要来源 。 我们往 ６ ｔｈ －６ｈ 幼虫血腔 中注射 也 以阻断

自 噬 。 自 噬指标 ＬＣ ３
－

１ Ｉ 型的表达在注射 也⑷妙 后显著降低 （ 图 ３ －

１ ８Ａ ） ， 并且导致 ２２ ． ２％

幼虫死亡 ， 存活的幼虫中 ４２ ． ２％的幼虫化蛹延迟约 １ ７ ｈ（ 图 ３
－

１ ８Ｂ －Ｄ ） ， 中肠和脂肪体的

解离均受到抑制 （ 图 ３
－

１ ８Ｅ ） 。 在阻断 自 噬后 ， 谷氨酸等氨基酸的水平都显著下降 （ 图 ３ －

１ ８Ｆ ） 。 以上数据表明 自 噬是谷氨酸的重要来源 。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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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探究蛹期高水平谷氨酸的功能 ， 在 Ｐ２ 和 Ｐ５ 的蛹血腔中注射补充谷氨酸 ， 发现

相 比较于对照组 ， 注射谷氨酸后导致羽化提前约 １ ． ８ 天 （ 图 ３
－

１ ８Ｇ －

Ｉ ） ， 腹眼处色素沉着

是蛹 向成虫转变的重要标志 ［
４３

］
。 注射谷氨酸后腹眼颜色更早变黑 ， 成虫脂肪体也较对

照组更早形成 （ 图 ３
－

１ ８ Ｊ ） 。 这说明谷氨酸对于形成成虫组织至关重要 。

Ａ Ｂ， Ｃ

ＬＣ ３ －

Ｉ

－

ｍｍ－－Ｐ ｈ ｅ ｎｏ ｔｙ ｐ ｅａ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ｄｓＲＮＡ—

□
Ｐｕ

ｐａ ｔ ｉ ｏｎｏ ｎ ｔ ｉｍ ｅ

ＬＣ ３
－

．

Ｉ Ｉ ｄｓＧｆｐ ｄｓＡ ｔｇ８＾口
Ｄｅ ｌ ａｙｅｄｐ ｕ ｐａ ｔ ｉ ｏ ｎ

（
３
－Ａ ｃ ｔ ｉ ｎ

－

—．— Ｔｏ。 Ｄｅ ａ ｔｈ

｜拉 懂 園
己

。

设 ％ １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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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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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Ｇ Ｈ ｜

Ｐ ｈｅｎｏ ｔ ｙｐｅａ 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ｃ ｔ ｉｏｎＧ ｌ ｕ一
口

Ｅｃ ｌ ｏ ｓ ｉ ｏ ｎｏ ｎｔ ｉｍ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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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Ｓ １ ００
ｐＭＧ ｌ ｕ＾－ 

Ｅａ ｒ ｌ

ｙ
ｅｃ ｌｏｓ ｉｏ ｎ忍

１ 〇
．

＿

＊




Ｄｅａ ｔｈ〇

§

？

，

、
．２

ｉ 〇〇－

 Ｅ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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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ｖ ａｉ ｉｓＴ

Ｉｉｌ ｌ售

５０

画 画ｌ

７
．^

 ￡〇
Ｉ＾ＴｌＳ６

＇ ■

Ｎ ｏ ｒｍａ ｌＥａ ｒ ｌ ｙ
ｅｃ ｌｏｓ ｉｏ ｎ ＰＢＳ１ ０ ０

ｐ
ＭＧ ｌ ｕ

Ｊ

Ｍｏ ｒｐｈ ｏ 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ｍ ｐ ｏ ｕ ｎ ｄｅｙｅｓＭｏ ｒｐ ｈ ｏ 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ｔｂｏｄｙｎ
ｑ

ｐ籲邏■画鼸 ａ
ＰＢＳ １ ０ ０

ｐ
ＭＧ ｌ ｕ ＰＢＳ １ ０ ０

 ｜

ｊ ＭＧ ｌ ｕ

图 ３ －

１ ８Ｇ ｌ ｕ 促进成虫脂肪体增殖

Ｆ ｉ

ｇ
．３ －

１ ８Ｇ ｌ ｕ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ｄａｄｕ ｌ ｔｆａ ｔｂｏｄｙｐ 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 ｔ ｉｏｎ

Ａ ． 注射 Ｓ（ ３ 吨 ／只 虫 ） 和 后免疫印迹实验检测 ＬＣ３ 表达 。 Ｂ ． 注射 也４这５ 和 ＡＧ＃ 后 的

表型 ， 标尺代表 １ 厘米 。 Ｃ ． 表型统计 。 Ｄ ． 统计注射 治ＡｇＳ 和 步 后的化蛹时间 。 Ｅ ． 注射 治

和 办颂 后观察脂肪体和 中肠的 降解情况 。 Ｆ． 妨 和 ＡＧ＃ 后测定血淋巴 中 的游离氨基酸 。 Ｇ ．Ｐ２

注射谷氨酸后 ， 每隔 ２ 天再次注射 ， 观察成虫表型 。 Ｈ ． 注射谷氨酸和 ＰＢ Ｓ 后统计羽化率 。 丨 ． 统计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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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化时间 ＝ Ｊ ． 注射谷氨酸和 ＰＢ Ｓ 后观察腹眼和脂肪体形态 。 腹眼 图 中 的标尺代表 ０ ． ５ 厘米 ， 脂肪体

图 中 的标尺代表 ５ ０ ０
ｐ
ｍ 。

Ａ ．Ｗ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 ｏ ｔｄ ｅ ｔｅ ｃ ｔ ｅｄＬＣ ３ ．Ｂ ，Ｐｈ ｅｎｏｔ
ｙｐ ｅ ｓ ａｆｔ 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ｄｓＡ ｔｇＳａｎｄｄｓＧｆｐ 

ｆｒｏｍ６ ｔｈ
－６ｈ

；ｔ
ｈｅｒｕ ｌ ｅ ｒ

ｒｅｐ
ｒｅ ｓｅｎ ｔ ｓ １ｃｍ ．Ｃ ．Ｒａｔ ｉ ｏｏｆ

ｐ
ｈ ｅｎ ｏ ｔｙｐｅ ｓ ．Ｄ ．Ｐｕｐ ａｔ ｉ ｏｎｔ ｉｍ ｅａｆｔ 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ｄｓＡ ｔｇＳａｎ ｄｄｓＧｆｐ ．Ｅ ．ＨＥ

ｓ ｔａ ｉ ｎ ｉ ｎｇ
ｗ ａｓｕ ｓ ｅｄｔｏｅｖａ ｌ ｕａｔｅ ｔｈ ｅｍ ｏ ｒ

ｐ
ｈ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ｃ ｈａｎｇｅ ｓｏ ｆ  ｔｈ ｅｍ ｉ ｄｇｕ ｔａｎ ｄｆａｔｂ ｏｄ

ｙ
ａｆｔ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ｄｓＡ ｔｇ８ａｎ ｄｄｓＧｆｐ ．Ｔｈｅｂａｒ ｓ ｉ ｎｔｈｅｍ ｉ ｄｇｕｔｒｅｐ
ｒｅ ｓ ｅｎ ｔ ｅ ｄ２０ ０

＾
ｉｍａｎｄｔｈｅｂａ ｒ ｓ ｉ ｎｔｈｅｆａ ｔｂ ｏｄｙ

ｒｅ
ｐ
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ｄ

１ ０ ０
 （

ａｍ ．Ｆ．ＦＡＡ ｓ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ｗｅｒｅｄ ｅ ｔｅ ｒｍ ｉ ｎｅ ｄａｆｔ 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ｄｓＡ ｔｇＳａｎｄｄｓＧｆｐ ．Ｇ ．Ａ ｆｔ ｅ ｒｔｈｅ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Ｇ ｉ ｕａｔＰ２
，

ｉ ｔｗ ａ ｓ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ｅｄａｇａ

ｉ ｎａｔａ  ｔｗｏ
－

ｄａｙ
ｉ ｎ ｔ ｅ ｒｖａ ｌ ｔｏｏｂ ｓ ｅ ｒｖ ｅｔｈ ｅａｄｕ ｌ ｔ

ｐ
ｈ ｅ ｎｏ ｔｙｐ

ｅ ．Ｈ ． Ｔｈｅ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ａｇｅ

ｏｆ ｅ ｃ ｌ ｏ ｓｉ ｏｎａｆｔ ｅ ｒ ｉ ｎ
ｊ
ｅ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Ｇ ｌ ｕａｎｄＰＢ Ｓ ．Ｉ ．Ｅｃ ｌ ｏ ｓ ｉ ｏｎｔ ｉｍ ｅ ．Ｊ ．Ｏｂ ｓ ｅ ｒｖ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ｃ ｏｍ

ｐ
ｏ ｕ ｎｄｅｙｅ ｓａｎｄｆａｔ

ｂｏｄｙｍ ｏｒｐ
ｈｏ ｌ ｏｇｙａｔＰ ７ａｆｔ ｅ ｒ ｉ ｎ

ｊ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Ｇ ｌ ｕａｎｄＰＢ Ｓ ．Ｔｈ ｅｂ ａ ｒｓ ｉ ｎｔｈ ｅｆｉ ｇｕ ｒｅ ｓｏｆｃｏｍ ｐｏ ｕ

ｎｄｅｙ ｅ ｓ

ｒｅｐ ｒｅ ｓ ｅ ｎｔ ｅｄ０ ． ５ｃｍ
； ｉ ｎｔｈ ｅｆａ ｔｂｏｄｙ

ｆｉｇｕ ｒｅ ｓ ， ｔｈ ｅｂａ ｒｓ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ｄ５ ０ ０
＾

ｉｍ ．

４ ． 讨论

氨基酸代谢的调节机制 以及代谢物与组织重塑的关系 尚不清楚 。 我们发现 昆虫 甾醇

激素 ２ ０Ｅ 通过依赖于组织和时间特异性的方式调节相关基因 的表达 ， 对氨基酸代谢进行

重编程 ， 在变态发育期减少精氨酸水平 以抑制幼虫生长 ， 增加 〇酮戊二酸诱导幼虫细胞

自 噬 ， 增加谷氨酸以支持蛹 ／成虫的 发育 。

４ ． １ 氨基酸通过决定不同的细胞命运来调控组织重塑

氨基酸在控制代谢和生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１ ８０
］

。 脯氨酸对于成虫飞行至关重要

［
１ ８ １

，
１ ８２

］
， 丙氨酸和天冬氨酸通过激活利尿激素 ４４ 的神经元促进果蝇对食物的摄取

［
１ ８ ３

］
。丝氨酸可 以促进 ＡＴＰ 的合成 ， 对于家蚕繁殖至关重要

［
１ ８４

］
。精氨酸通过激活 ｍＴＯＲ

调节细胞代谢和增殖
［

１ ８ ５
］

。 ａ
－酮戊二酸在细胞进程中 的作用在不 同情况下是不 同 的 。 在

秀丽隐杆线虫 中 ， ｃｔ

－酮戊二酸直接抑制 ＡＴＰ 合酶的表达来延长成虫的寿命 ， 从而降低细

胞 内 ＡＴＰ 水平 ， 减少氧气的消耗 ， 激活腺苷酸活化蛋 白激酶 （ ＡＭＰ －

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ｄ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ｋ ｉｎａｓｅ ，

ＡＭ ＰＫ ） 信号通路 ， 抑制 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 ， 增加 自 噬
［

１ ８６
］

。 然而 ， 当氨基酸脱氨产生的

〇 ｔ

－酮戊二酸作为唯
一

的碳源时 ， 也可 以参与还原反应 ， 产生促进细胞增殖 的代谢物异柠

檬酸 ［
１ ８ ７

］
。 谷氨酸作为

一

种重要的氨基酸 ， 通过与其受体结合参与 多种细胞功能
［
１ ８ ８

］
，

是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增殖的主要能源物质 ， 谷氨酸也可能是促进肿瘤发生的重要生长

因子
［

１ ８９
］

。

本文通过代谢组分析 ， 发现 了许多在幼虫 －蛹 －成虫转变过程 中具有发育阶段特异性

的代谢物 ， 其 中氨基酸类代谢物变化显著 。 精氨酸作为幼虫取食期的标志代谢物 ， 在取

食期富集并促进幼虫细胞增殖 ； 游走期高水平的 （Ｘ
－酮戊二酸诱导幼虫组织 自 噬 ； 谷氨酸

在蛹期富集 ， 促进蛹 ／成虫细胞增殖 。 虽然精氨酸和谷氨酸都可 以促进细胞增殖 ， 但它们

在不 同时期发挥功能 。 在果蝇 中 ， ＴＣＡ 循环在变态期处于低速率状态 ［
１ ５ ８

，
１ ６４

］
， 葡萄糖

水平在进入蛹期后含量逐渐下降 ［
５ ９

］
， 谷氨酸作为能量供给可 以代替葡萄糖 ［

１ ９０ ．１ ９ １
］

。

谷氨酸作为
“

谷氨酸家族
”

的 中 心 ， 可 以通过谷氨酰胺 、 脯氨酸 、 精氨酸 、 组氨酸和鸟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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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转化而来 。 谷氨酸也可 以通过 ＧＤＨ 进行氧化脱氨形成 ｏｔ

－酮戊二酸 以去除多余的氨

［

１ ９２
］

。 几乎所有的氨基酸水平都是在取食期最高的 ， 幼虫停止取食后各种氨基酸含量快

速下降 ， 而谷氨酸作为唯
一一

种在蛹期富集的氨基酸 ， 可 以促进细胞增殖 。 因此在失去

食物和葡萄糖供应后 ， 由 ｃｘ
－酮戊二酸和其他氨基酸转化而来的谷氨酸可能是蛹 ／成虫转

变过程中 的主要能量来源之
一

。

４ ．２２０Ｅ 通过代谢重编程调控代谢产物的变化

氨基酸等代谢物对机体的生长和健康十 分重要 ， 精氨酸作为
一

种营养物质 和免疫营

养素在机体生长发育 中 起到重要作用
［

１ ９ ３
］

， 因此精氨酸的水平在体 内 必须得到很好的控

制 。 胰岛素促进 的转录
［
１ ９４

］
， 因此幼虫取食期高水平的精氨酸来 自 于食物和胰岛素

促进的 内源性合成 。 而到 了变态期 ， ２０Ｅ 滴度上升 ， 通过其核受体直接促进 的表达 ，

拮抗胰岛素信号通路 ， 从而 引 起精氨酸的降解 ＝ 因此 ２０Ｅ 通过降低精氨酸水平抑制幼虫

生长并诱导 自 噬 ， 依赖于滴度变化精确调控 昆虫的发育 。

ａ－酮戊二酸和谷氨酸对机体的生长和健康也至关重要 ，
二者可 以通过 ＧＤＨ 相互转

换 ， 然而具体的机制并不清楚 。 人类有两种 ＧＤＨ ， 分别 由 ＧＤＨ ］ 和 ＧＤＨ２ 编码 ［
１ ９５

］
，

尽管这两种 ＧＤＨ 高度同源 ， 但是 ＧＤＨ Ｉ 存在于多种组织中 ， 而 ＧＤＨ２ 则主要存在于神

经元 、 睾丸和类固醇器官 中 ， 是人类和类人猿所特有的 ［
１ ９６

， １ ９ ７
］

。 ＧＤＨ２ 的表达可能因

为 ＧＤＨ １ 的表达受到抑制而增强 ， 例如拮抗 ＧＴＰ 的负调控作用 ［
１ ９ ８

］
。 ＧＤＨ 的催化速率

主要是受到变构调节或者体 内 的代谢需求 ［
１ ９ １

］
。 ＧＤＨ 主要催化谷氨酸分解产生 ｏｔ

－酮戊

二酸 ， 然后通过 ＴＣＡ 循环分解代谢产生 ＡＴＰ
［

１ ７８ ．１ ９ １

］
。 然而 ， 当 需要进行氨基酸代谢

时 ， ａ －酮戊二酸经过 ＧＤＨ 转化为谷氨酸 ， 谷氨酸再代谢为谷氨酰胺从而去除多余的有

毒氨 ， 保护神经发育 ［
丨 ５ ５

， １ ８７
， １ ９９

］
。

在棉铃虫中 发现 了两种 ＧＤＨ ｓ ， 其中 ＧＤＨ 主要在取食期和游走期的 中肠中高表达 ，

催化谷氨酸转化为 ａ －酮戊二酸 。而 ＧＤＨ －

ｌ ｉ ｋｅ 则主要在蛹期的脂肪体 中高表达并受到 ２０Ｅ

的正向调控 ， 催化 ａ－酮戊二酸转变成谷氨酸 。 在所有 的物种 中 ， ＧＤＨ ｓ 都具有相 同 的

ＥＬＦＶ 脱氢结构域 。 然而这两种 ＧＤＨ ｓ 的序列 相似性不高 ， 通过进化树发现棉铃虫的

ＧＤＨ 与人的 ＧＤＨ 更为相似 ， 两种 ＧＤＨ ｓ 都具有 ａ－酮戊二酸和谷氨酸的结合位点 ＝ 但是

两种 ＧＤＨ ｓ 在不 同时间 和不 同组织中表达 ， 对 ２ ０Ｅ 的响应也是不同 的 ， 说明这两种 ＧＤＨ ｓ

可能受到不同激素的调控 。 在本研究 中 ， 我们首次发现 ｃｔ

－酮戊二酸和谷氨酸是 由不同 的

ＧＤＨ ｓ 调控转化的 ， 这两种 ＧＤＨ ｓ 在 不同发育阶段的不同组织中表达 。 在变态期 ２ ０Ｅ 抑

制 的表达但是促进 的表达 。

激素是调节代谢的重要因素 。 在取食期 ， 昆虫的生长发育主要受到胰岛素和保幼激

素 （
ｊ
ｕ ｖｅ ｎ ｉ ｌ ｅ ｈｏ ｒｍ ｏｎ ｅ ， ＪＨ ） 的调控 ， 而到 了变态期 ， ２ ０Ｅ 则是调控变态发育 的主要激素

［
２００ ．

２０ １

］
。 对于完全变态 昆虫而言 ， 在发育过程 中激素交替变化从而影响 昆虫的 内 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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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外部形态和生理功能 ［
２０２

，
２０３

］
。 不同滴度的 ２０Ｅ 具有不同的功能 ［

２０４
，
２０５

］
， 低滴度

的 ２０Ｅ 由于不能抑制 ＪＨ 和 Ｉ ＩＳ 甚至协同它们促进细胞增殖 ， 而高滴度的 ２０Ｅ 拮抗胰岛

素和 ＪＨ ， 抑制幼虫取食 ， 促进其进入游走期 ， 启动 自 噬和凋亡相关基因促进变态 ［
３ ７

，
２０６

］
。

本研宄发现 ２０Ｅ 以依赖浓度的方式调控基因的表达 ， 这是因为 ２０Ｅ 必须通过上调基因

的表达来拮抗 ＪＨ 和胰岛素 。 随着从幼虫时期通过食物获得能量转变为变态期通过降解

组织获得能量 ， 代谢产物在发育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２０Ｅ 通过依赖于组织特异性

和时间特异性的方式调节基因 的表达改变代谢 ， 因此 ２０Ｅ 在变态期重编程了代谢 。

４ ．３ 自噬产生的 ＦＦＡｓ 用于蟠／成虫的发育

在取食期幼虫大量进食 ， 食物中 的营养物质如氨基酸促进胰岛素样肽的分泌 ， 激活

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和糖酵解后促进幼虫组织的增殖和快速生长 ［
２０７

］
。 另

一

方面 Ｉ ＩＳ 也会促

进前胸腺中 ２０Ｅ 的合成 ［
８ １

］
， 在幼虫达到临界体重后 ， ２０Ｅ 滴度上升 ， 促进 自 噬与凋亡

的发生 ［
２０８

，
２０９

］
。 自 噬是

一

种细胞存活的策略 ， 但当 自噬产生的能量不足时便会导致过

度 自 噬或者持续性 自 噬 ， 并转向凋亡
［
１ ４５

，
２ １ ０

］
， 因此 自 噬是否转向凋亡取决于不同 的代

谢状态 。 于完全变态 昆虫而言 ， 在 ２０Ｅ 调控下 ， 幼虫停止取食后 ， 幼虫组织先发生 自噬 ，

而后转向凋亡 ， 即 自噻是凋亡发生的先决条件 ［
４７

］
。 幼虫组织的降解产物是维持生存和

形成成虫组织的重要来源。 本文发现 自 噬促进游离氨基酸的产生 ， 但在变态过程中 只有

谷氨酸水平升高 ， 说明除了来 自 于 （Ｘ
－酮戊二酸和 自噬外 ， 谷氨酸还可以 由其他氨基酸 （如

精氨酸、 组氨酸等 ） 转化而来 。 而在 Ｐ６ 之后 ， 谷氨酸含量快速降低 ， 因为它被用于支

持蛹 －成虫转变过程中成虫组织的形成 。

５ ？ 小结

完全变态昆虫从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发育过程中 ， 包括氨基酸在 内 的代谢产物含量

会发生显著变化 。 精氨酸 、 ａ－酮戊二酸和谷氨酸在不同发育阶段调控细胞命运 。 精氨酸

促进幼虫组织的增殖 ， ａ－酮戊二酸促进幼虫 －蛹转变过程中幼虫组织的 自 噬 ， 谷氨酸促进

蛹 －成虫转变过程中成虫组织的增殖 。 ２０Ｅ 通过抑制 的表达促进 Ｘｒｇ 的表达来调控变

态过程中精氨酸含量的变化。 在取食期和游走期中肠中高表达的 Ｇ说 催化谷氨酸转化

为 ｃｔ
－酮戊二酸 ， 高浓度的 ２０Ｅ 抑制 Ｇ办 的表达 。 在蛹期脂肪体中高表达的 Ｇ办－欣ｅ 催

化 ａ－酮戊二酸转化为谷氨酸 ， ２０Ｅ 促进 Ｇ说－

／／ｆｃ 的表达 。 自噬促进游离氨基酸的产生 。

综上所述 ， ２０Ｅ 通过组织特异性和时间特异性的方式调节基因的表达 ， 重编程氨基酸代

谢 ， 支持蛹 －成虫的发育 （ 图 ３ －

１ 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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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２ ０Ｅ 通过调节基因表达重编程氨基酸代谢促进变态发育

Ｆ ｉ

ｇ
． ３ －

１ ９２ ０Ｅ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ｓｍ ｅ ｔａｍ ｏ ｒｐ ｈ ｏｓ ｉｓ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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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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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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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 ｅｓ

精氨酸 、 ｃｘ
－酮戊二酸和谷氨酸分别被鉴定为取食期幼虫 、 游走期幼虫和蛹期的标记代谢物 。 ２０Ｅ 通过

抑制 的表达和上调 Ｊ ｒｇ 的表达来降低变态发育 中 的精氨酸水平 。 在取食期幼虫中肠中高表达的

ＧＤＨ 可提高 ａ＿酮戊二酸水平 。 到 了变态期 ， 在蛹期脂肪体中高表达的 ＧＤＨ －

ｌ ｉ ｋ ｅ 将 ｃｘ
＿酮戊二酸转化

为谷氨酸 。 ２０Ｅ 通过氨基酸代谢重编程 以支持变态期的成虫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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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论文创新点总结及意义

本研宄以重大农业害虫棉铃虫为研究对象 ， 揭示 了转录因子 ＫＬＦ １ ５ 在棉铃虫发育

阶段的表达模式及在虫体中 的功能 ， 发现 ２０Ｅ 通过 ＫＬＦ １ ５ 整合促进 自 噬和糖异生 ， 从

而升高变态期血淋巴中的血糖水平 ， 维持变态发育过程中 的葡萄糖稳态 ， 保证 了 昆虫在

不取食的后半生仍然有维持生命和变态发育的能量供给 。 通过代谢组分析鉴定 出不同发

育阶段的重要代谢产物 ， 明确代谢产物与组织重塑的关系 以及 ２ ０Ｅ 调控氨基酸代谢重编

程的具体机制 。 这
一

研宄丰富 了类固醇激素调控代谢重编程的分子机制 ； 阐 明 了 代谢与

组织重塑的关系 ， 为研究代谢重编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研究思路 ， 为害虫防治提供 了新

的理论基础和靶标基因 。

本文创新点总结 ：

一

、 蛻皮激素通过 ＫＬＦ１ ５ 整合促进 自噬和糖异生从而维持昆虫变态发育中葡萄糖稳态

１ ． ２０Ｅ 通过 ＥｃＲ 促进 尤／／乃 的表达 。

２ ．ＫＬＦ １ ５ 通过结合 Ｊ ／於 启动子区域的 ＫＬＦ ｂｓ 促进 Ｊ ／ｇＳ 的转录 ， 促进脂肪体的 自

噬和凋亡 。

３ ． 变态期幼虫组织发生 自 噬与凋亡为糖异生提供底物 。

４ ． 棉铃虫变态发育过程中 ，
２０Ｅ 通过 ＫＬＦ 丨 ５ 调控糖代谢基因表达重编程糖代谢 。

二、 蜕皮激素重编程氨基酸代谢支持昆虫的变态发育

１ ． 棉铃虫生长发育过程中体内 的代谢产物会发生变化。

２ ． 精氨酸 、 酮戊二酸和谷氨酸分别在幼虫取食期 、 游走期和蛹期富集 ， 是幼虫取

食期 、 游走期和蛹期的标志代谢物 。 精氨酸在幼虫期促进幼虫生长和细胞增殖 ， ａ－酮戊

二酸在游走期促进幼虫 自 噻 ， 谷氨酸在蛹期促进成虫生长和细胞增殖 。

３ ．２０Ｅ 通过抑制 的表达 、 促进 的表达降低变态期精氨酸的水平 。

４ ． 在取食期和游走期 中肠中高表达的 Ｇ過 会促进谷氨酸转变为 ｅｘ
－酮戊二酸 ， ａ－酮

戊二酸通过在蛹期脂肪体中高表达的 Ｇ办－

／／ｆｅ 转变为谷氨酸 。

５ ． 自 噬可 以产生多种游离氨基酸并转化为谷氨酸 ， 从而为成虫发育提供能量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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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ｍ ｉｅｒ ＪＭ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ｌａｄａｐ

ｔ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ｎｔｈｅ ｌ ｉ ｇａｎｄ

－ｂ ｉ ｎｄ ｉｎ ｇｐｏｃｋｅｔ

ｏｆ ｔｈ ｅ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ｈｏ ｒｍｏｎ 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
２００３

，
４２ ６

（
６９６２

）
：９ １

－９６ ．

［
２３

］ＬａｍＧ
，Ｔｈｕｍｍ ｅ ｌＣＳ ．Ｉｎｄｕｃ ｉｂ ｌ 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ｄｏｕｂ ｌ ｅ

－

ｓ ｔｒａｎｄｅｄＲＮＡｄ ｉ ｒｅｃｔｓｓｐｅｃ ｉｆｉ ｃ

ｇ
ｅｎ ｅ ｔ ｉ ｃ ｉ ｎ ｔｅｒｆｅｒｅｎ ｃｅ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
Ｓ
］

．Ｃｕｒｒ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０

，
１ ０

（
１ ６

）
：９５ ７

－９６３ ．

［
２４

］Ｏ ｒｏＡＥ
，Ｍ ｃＫｅｏｗｎＭ

，Ｅｖａｎ ｓＲＭ．Ｔｈ ｅ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ｒｅｔ ｉｎｏ ｉｄＸ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ｈｏｍ ｏ ｌｏｇ

ｕ ｌ ｔｒａｓｐ ｉ ｒａｃ ｌ ｅｆｔｉｎ ｃ ｔ ｉｏｎｓ ｉｎｂｏｔｈｆｅｍａ ｌｅｒｅｐ
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ｙｅｍｏ ｒｐ

ｈ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
［
Ｊ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
，

１ ９９２
， １ １ ５

（
２
）

：４４９－４６２ ．

［
２５

］
Ｈ ａ ｌ ｌＢＬ ．Ｔｈｕｍｍｅ ｌＣＳ ．ＴｈｅＲＸＲｈｏｍｏ ｌｏｇ

ｕ ｌｔｒａ ｓｐ ｉ ｒａｃ ｌ ｅ ｉ ｓａｎｅｓｓｅｎｔ ｉ ａ ｌ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ｏｆ ｔｈ ｅ

Ｄｒ〇５〇ｐ／７ ／７ｏｅｃｄｙ ｓｏｎｅ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

［
Ｊ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 ９９８

， １ ２５
（
２３

）
：４７０９ －４７ １ ７ ．

．

？

 ［
２６

］Ｇ ｒｅｂｅＭ ．ＦａｕｔｈＴ
，Ｓｐ ｉｎｄ ｌｅｒ－Ｂ ａｒｔｈＭ ．Ｄｙｎａｍ ｉ ｃｏｆ ｌ ｉｇａｎｄｂ ｉ ｎ ｄ ｉｎｇｔｏ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 ｔｅｒｅｃｄｙ ｓｔｅｒｏ ｉ 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Ｊ
］

．ＩｎｓｅｃｔＢ ｉｏｃｈｅｍＭｏ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４

，
３４

（
９
）

：９８ １
－９８９ ．

［
２７

］
ＴａｎＡ

，
Ｐａ ｌ ｌ ｉＳＲ ．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 ｓｏｆｏ ｒｍ ｓ

ｐ
ｌ ａｙ

ｄ ｉ ｓｔ ｉｎ ｃｔｒｏ ｌ ｅｓ ｉｎｃｏｎ ｔｒｏ ｌ ｌ ｉ ｎｇ

ｍ ｏ ｌｔ ｉｎｇａｎｄｍ ｅ ｔａｍｏ ｒｐｈｏ ｓ ｉ ｓ ｉｎｔｈｅｒｅｄｆｌｏｕ ｒｂｅｅｔ ｌ ｅ
，Ｔｒ ｉｂｏｌ ｉｕｍｃａｓ ｔａｎｅｕｍ

［
ｉ
］

．Ｍ ｏ ｌＣ ｅ ｌ ｌ

Ｅｎｄｏｃ ｒ ｉ ｎｏ ｌ ．２００ ８ ．２９ １
（

ｌ
－

２
）

：４２－４９ ．

［
２ ８

］Ｍ ａｇｇ ｉ ｏ ｌ ｉ ｎ ｉＭ
，Ｐ ｉｃａｒｄＤ ．Ｔｈｅｕｎｆｏ ｌｄ ｉｎｇｓｔｏｒ ｉｅ ｓｏｆＧＰＲ３０

，ａｎ ｅｗｍ ｅｍ ｂｒａｎ ｅ
－ｂｏｕｎｄ

ｅ ｓ 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Ｊ
］

．ＪＥｎｄｏｃ ｒ ｉｎｏ ｌ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４

（
２
）

： １ ０５ －

１ １ ４ ．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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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
Ｓｒ 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ＤＰ

， 
ＹｕＥＪ

５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Ｋｅｔ ａｌ ．Ｒａｐ ｉ ｄ
，
ｎｏｎｇ

ｅｎｏｍ ｉ ｃ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ｓｔｏｅｃｄｙｓｔｅｒｏ ｉｄ ｓａｎｄ

ｃａｔｅｃｈｏ ｌ ａｍ ｉｎｅｓ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ｂｙａｎｏｖｅ ｌＧ －

ｐｒｏｔｅ ｉｎ ，

ｃｏｕｐ ｌ 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Ｊ
］

，ＪＮ ｅｕｒｏｓｃ ｉ
，

２００５
；
２５

（
２６

）
：６

＇

１ ４５ －６ １ ５ ５ ．

［
３ ０

］
Ｗａｎｇ

Ｄ
？ＺｈａｏＷＬ

，Ｃ ａ ｉＭ ＪｅｔａｌＧ －

ｐｒｏｔｅ ｉｎ －

ｃｏｕｐ
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ｃｏｎｔｒｏ ｌｓｓ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

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ｉｎｃｅ ｉ 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ｆ
Ｊ
］

．Ｓｃ ｉＲｅｐ ，
２０ １ ５

，５ （
８６７５

）
．

［
３ １

］Ｃａ ｉＭＪ
，ＤｏｎｇＤＪ

，ＷａｎｇＹｅ ｔａｌＧ －

ｐｒｏ ｔｅ ｉ ｎ －ｃｏｕｐ
ｌｅｄ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ｐａｒｔ ｉｃ 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２０－

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ｏｎｔｈｅ
ｐ

ｌａｓｍ ａｍ ｅｍ ｂｒａｎ ｅ
［
Ｊ
］

，Ｃｅ ｌ ｌＣ ｏｍｍｕｎＳ ｉ

ｇｎ ａ ｌ
，
２０ １ ４

，１ ２
（
９
）

．

［
３２

］
Ｌｅｖ ｉｎｅＢ

，ＹｕａｎＪ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 ｎ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ａｎ ｉｎｎｏｃｅｎ ｔｃｏｎｖ ｉ ｃｔ？

［
Ｊ
］

．ＪＣ ｌ ｉｎＩｎｖｅｓｔ
，
２００５

，

ｌ Ｉ ５
（

１ ０
）

；２６７９
－２６８８ ．

［
３ ３

］Ｉｃｈ ｉｍｕｒａＹ
，Ｋ ｉｒ ｉ ｓ ａｋｏＴ

，ＴａｋａｏＴｅ ｔａｌ ．Ａｕｂ ｉｑｕ ｉ ｔ ｉ ｎ
－

ｌ ｉｋｅｓｙｓｔｅｍｍ ｅｄ ｉａｔｅｓ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ｌ ｉｐ ｉｄａｔ ｉｏｎ
［
Ｊ
］

． Ｎ ａｔｕｒｅ
，
２０００

，
４０８

（
６８ １ １

）
：４８ ８ ？４９２ ．

［
３４

］
Ｒａｂ ｉｎｏｗ ｉ ｔｚＪＤ

，
Ｗｈ ｉ ｔｅＥ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ｆ
Ｊ
］

．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
，
２０ １ ０

，
３３０

（
６００９

）
： １ ３４４ －

１ ３４８ ．

［
３ ５

］
ＧｒｅｅｎＤＲ

，Ｌ ｌ ａｍ ｂ ｉＦ．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ｓ ｉｇｎａ Ｉ ｉ ｎｇ ［
Ｊ
］

．Ｃｓｈ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Ｂ ｉｏ ｌ ，２ ０ １ ５
，
７

（
１ ２

）
，

［
３ ６

］
Ｂｅｒｒｙ 

ＤＬ
？
Ｂ ａｅｈｒｅｃｋｅＥＨ ．Ｇｒｏｗｔｈａｒｒｅｓｔａｎｄ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ｒｅｒｅｑｕ ｉ ｒｅｄｆｏｒ ｓａ ｌ ｉｖａｒｙｇ ｌａｎｄｃｅ ｌ 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
ｉ
］

．Ｃｅ ｌ ｌ
，
２００７

， １ ３ １
（
６
）

：  １ １ ３ ７
－

１ １ ４８ ．

［
３ ７

］Ｔ ｉａｎＬ
，ＭａＬ

？ＧｕｏＥｅｔａｌ．２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ｕｐ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ｓＡ ｔｇｇｅｎ ｅｓｔｏｉｎｄｕｃｅ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ｔｈｅＢｏｍｂｙｘｆａｔｂｏｄｙ ［

Ｊ
］

． Ａ 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２０ １ ３

，９ （
８
）

：  １ １ ７２－

１ １ ８７ ．

［
３ ８

］Ｘ ｉ ｅＫ
，ＴｉａｎＬ

？ＧｕｏＸｅｔａｌＢｍＡＴＧ ５ａｎｄＢｍＡＴＧ６ｍ ｅｄ ｉ ａｔ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ｄｕ ｃｅｄｂｙ

２ 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ｏｒ ｓ ｔａｒｖａ ｔ ｉｏｎ
［
Ｊ
］

．Ａｕ ｔｏ
ｐ
ｈａｇｙ，

２０ １ ６
，Ｉ ２

（
２
）

： ３ ８ １
－

３ ９６ ．

［
３ ９

］
ＸｕＴ

？
Ｊ ｉａｎｇ

Ｘ
，
ＤｅｎｔｏｎＤ

？
Ｋｕｍ ａｒＳ ．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ｌ ｅｄｃｅ ｌ ｌａｎｄｔ ｉ ｓｓｕｅｄｅｌ ｅｔ ｉｏｎ

［
Ｊ
］

．Ｃｅ ｌ ｌ

ＤｅａｔｈＤ ｉｆｆｅ ｒ
，
２０２０

，
２７

（
１
）

： １
－

１ ４ ．

［
４０

］
Ｚｈｅｎｇ

Ｈ
，
Ｙａｎｇ

Ｘ
，
Ｘ ｉＹ．Ｆａｔｂｏｄｙ

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ａｎｄｈ ｏｍ ｅｏｓｔａｓ ｉ ｓ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
Ｓ

］
，

Ｌ ｉ ｆｅＳｃ ｉ
，
２０ １ ６

，
１ ６７

（
２２－３ １

）
．

［
４ １

］Ｌ ｉｕＨ
，
ＷａｎｇＪ ，Ｌ ｉＳ ．Ｅ９３

ｐｒｅ
ｄｏｍ ｉｎａｎｔ ｌｙ

ｔｒａｎｓｄｕ ｃｅｓ２０
－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ｃａｓｐ

ａｓｅａｃｔ ｉｖ ｉ ｔ
ｙ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ｆａｔｂｏｄｙ ［
Ｊ
］

．Ｉｎ ｓｅｃｔＢ ｉｏｃｈ ｅｍＭｏ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４
，
４５

（
３ ０

－

３９
）

．

［
４２

］
Ｊ ｉａ

Ｑ，
ＣｈｅｎＸ

５
ＷｕＬｅ ｔａｉＭａｔｒｉｘｍ ｅ 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ｏｔｅ ｉｎａｓｅｓ

ｐｒｏｍ ｏｔｅｆａｔｂｏｄｙ
ｃｅ ｌ ｌｄ ｉｓｓｏｃ ｉ 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ｏｖａｒｙ
ｄ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 ｅｎ ｔ ｉ ｎＢｏｍｂｙｘｍｏｒｉ

［
Ｔ
［

．ＪＩｎ ｓｅｃ ｔＰｈｙｓ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１
（
８
－

１ ５
）

．

［
４３

］
Ｊ ｉ ａＱ ？Ｌ ｉＳ ．Ｍｍｐ

－

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ａｔｂｏｄｙｃｅ ｌ ｌｄ ｉ ｓ ｓｏｃ ｉａｔ 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ｐｕｐａ 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 ｅｎｔ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ｌｙ
ａｖｅｒｔ ｓ

ｐｕｐａ ｌｄ ｉ ａｐａｕ ｓｅｂｙ
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ｎｇ

ｌ ｉｐ ｉ ｄｍ ｅｔａｂｏ Ｉ ｉ ｓｍ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 ｌ ＡｃａｄＳｃ ｉＵ Ｓ Ａ
，

２０２３
，Ｉ ２０

（
ｌ
）

：２２ １ ５２ １ ４ １ ２０ ．

［
４４

］
ＺｈａｏＹＭ

，
Ｗａｎｇ

ＸＰ
，Ｊ ｉｎＫＹｅ ｔａｌＩｎ ｓｕ ｌ ｉｎ －

ｌ 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２

ｐｒｏｍ ｏ ｔｅｓｔ ｉ ｓｓｕｅ
－

ｓ
ｐ
ｅｃ ｉｆｉ ｃ

ｃｅ ｌ 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 ｌ ｉｆ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ｓｕ ｒｖ ｉｖａ ｌ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ｏｆ 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Ｃｅ ｌ ｌ ｓ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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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１ １

（
１ １

）
．

［
４５

］
Ｌ ｉ ＹＢ

，
Ｌ ｉＸＲ

？ 
Ｙａｎｇ

Ｔ ｅｔ ａｌＴｈｅｓｔｅ ｒｏ 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 ２０－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
ｐ

ｒｏｍｏ ｔｅ ｓｓｗ ｉ ｔｃｈ ｉ ｎｇ

ｆｒｏｍ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ｔｏ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ｂｙｉ 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ｃｅ ｌ ｌ ｕ ｌａｒｃａ ｌ ｃ ｉ ｕｍ ｌ ｅｖｅ ｌ ｓ

［
Ｊ
］

．Ｉ ｎ ｓｅｃ ｔ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Ｍ ｏ ｌ ｅｃ
，
２０ １ ６

，
７９

（
７３

－

８６
）

．

［
４６

］
Ｄ ｉ ＹＱ ，ＨａｎＸＬ

，
Ｋａｎｇ

ＸＬｅ ｔａｌ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ｔｒ ｉ

ｇｇ
ｅｒｓＣＴＳＤ

（
ｃａｔｈｅｐｓ ｉｎＤ

）
ｍ ａｔｕ 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ｌ ｏｃａ ｌ ｉ ｚａｔ ｉｏｎ ｉ ｎ ｓ ｉｄｅｃｅ ｌ ｌ ｓｔｏ
ｐ

ｒｏｍｏｔ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Ｊ
］

．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２０２０ ： １

－

２３ ．

［
４７

］
Ｆｒａｎｚｅｔｔ ｉＥ

ｓ
Ｈｕａｎｇ

ＺＪ
，
Ｓｈ ｉ ＹＸｅ ｔａｌ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ｐｒｅｃｅｄｅｓ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ｄｕｒ ｉ ｎｇ

ｔｈ ｅ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ｏｆ ｓ ｉ ｌｋｗｏ ｒｍ ｌ ａｒｖａ ｌｍ ｉｄｇｕ ｔ
［
Ｊ
］

． Ａ
ｐｏｐ

ｔｏｓ ｉ ｓ
，
２０ １ ２

，１ ７
（
３
）

： ３ ０５ －３ ２４ ．

［
４８

］
Ｌ ｉＳ

，
ＹｕＸ

？ＦｅｎｇＱ ．Ｆａｔｂｏｄｙ
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
［
Ｊ
］

．ＡｎｎｕＲｅｖＥｎ ｔｏｍ ｏ ｌ
，
２０ １ ９

，

６４
（
３ １ ５ －

３ ３ ３
）

．

［
４９

］
Ｐｅｎ ｇ 

Ｊ
５ 
Ｌ ｉＺ

，
Ｙａｎｇ 

Ｙ ｅ 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 ｔｏｍ 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ｐｒｏｖ ｉｄｅｓｎｏｖｅ ｌ ｉ ｎ ｓ ｉｇｈ ｔ ｉｎｔｏ

ｍ ｏｒｐｈ ｏ ｌｏｇ ｉ ｃａｎｄ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ｔｈ ｅｆａｔｂｏｄｙ
ｄｕｒ ｉｎｇｓ

ｉ ｌｋｗｏ ｒｍｍ ｅｔａｍ ｏｒｐｈｏｓ ｉｓ
［
Ｊ
］

．Ｉｎ ｔＪ

Ｍｏ ｉＳ ｃ ｉ
，
２０ １ ８

， １ ９
（

１ １
）

．

［
５０

］
Ｂ ｉ ｃｋｅ ｌＰＥ

，
Ｔａｎｓｅｙ

ＪＴ
，
Ｗｅ ｌ ｔｅＭＡ ．ＰＡＴ

ｐｒｏｔｅ ｉ ｎ ｓ
，
ａｎａｎｃ ｉ ｅｎ ｔｆａｍ ｉ ｌｙ

ｏｆ  ｌ ｉ ｐ ｉｄｄｒｏｐ ｌ ｅｔ
ｐ

ｒｏｔｅ ｉｎ ｓ

ｔｈ ａｔ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ｃｅ ｌ ｌ ｕ ｌａｒ ｌ ｉｐ ｉｄｓ ｔｏｒｅｓ
［
Ｊ
］

．Ｂ ｉｏｃｈ ｉｍＢ ｉｏ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 ，２ ００９ ，１ ７９ １

（
６
）

：４ １ ９
－４４０ ．

［
５ １

］
Ｗａ ｌ ｔｈｅｒＴＣ

，ＦａｒｅｓｅＲＶ，Ｊ ｒ ．Ｌ ｉｐ ｉｄｄ ｒｏｐ ｌｅｔｓａｎｄｃｅ ｌ ｌ ｕ ｌａｒ ｌ ｉｐ ｉｄｍ ｅｔａｂｏ ！ ｉ ｓｍ
［
Ｊ
］

．Ａ ｎｎｕＲｅｖ

Ｂ ｉｏｃｈｅｍ
，
２０ 】 ２

，８ １
（
６８７－７ １ ４

）
．

［
５２

］
Ｂ ｌ ｏｗＦ

，Ｄ ｏｕｇ ｌ ａｓＡＥ ．Ｔｈｅｈｅｍ ｏ ｌｙｍ ｐｈｍ ｉ ｃｒｏｂ ｉｏｍ ｅｏｆ ｉｎ ｓｅｃｔｓ
［
Ｊ
］

．ＪＩｎ ｓｅｃｔＰｈｙｓ ｉ ｏ ｌ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５
（
３ ３ －３ ９

）
．

［
５ ３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ＳＮ ，

Ｂ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ｔＤＢ ．Ｇ ｌｕｃｏｇｅｎ ｉ ｃｂ ｌｏｏｄｓｕｇａｒｆｏ ｒｍ ａｔ ｉ ｏｎ ｉ ｎａｎ ｉ ｎ ｓｅｃ ｔＭａｎｄｕｃａ

ｓｅｘ ｉａＬ ． ：ａ ｓｙｍｍ ｅｔｒｉ ｃｓｙｎｔｈｅｓ ｉ ｓｏｆｔｒｅｈａ ｌｏ ｓｅｆｒｏｍ１ ３Ｃｅｎｒ ｉ ｃｈｅｄ
ｐｙｒｕｖａｔｅ

［
Ｊ
］

．Ｃｏｍｐ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ＢＢ ｉｏｃｈｅｍＭｏ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３

，１ ３ ５
（
３
）

：４６ １

－４ ７ １ ．

［
５４

］
Ｎ ａｇａｔａＳ ．Ｆｅｅｄ ｉｎｇｍｏｄ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ｉｎ ｓｅｃ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ｈｅｈｅｍｏ ｌｙｍｐｈ ［

Ｊ
］

，Ｂ ｉｏ ｓｃ ｉ

Ｂ ｉｏｔｅｃｈｎｏ ｌＢ ｉｏｃｈｅｍ
，
２０ １ ９

，８ ３ （
ｌ
）

： ３ ３
－３ ８ ．

［
５ ５

］
Ｎ ｉ

ｊ
ｈｏｕｔ ＨＦ．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ｏｆ ｂｏｄｙ

ｓ ｉｚｅ ｉｎ ｉ ｎ ｓｅｃ ｔｓ
［
Ｊ
］

．Ｄｅｖ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３

，
２６ １

（
１

）
：  １

－９ ．

［
５ ６

］ 
ＷｕＲ

， 
ＷｕＺ

， 
Ｗａｎｇ 

Ｘ ｅ ｔ ａｌ ．Ｍ ｅ ｔａｂｏ ｌｏｍ ｉｃ ａｎ ａ ｌ

ｙｓ ｉ ｓｒｅｖｅａ ｌ ｓｔｈａｔ ｃａｒｎ ｉ ｔ ｉｎ ｅｓａｒｅｋｅｙ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 ｒｙ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ｔｅｓ ｉｎ
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 ｓ ｉ 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 ｌｏｃｕ ｓ ｔｓ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 ｌ Ａ ｃａｄＳｃ ｉＵＳＡ
，
２０ １ ２

，１ ０９
（
９

）
： ３ ２ ５ ９－

３２６３ ．
＇

［
５７

］
Ｘ ｕＷＨ

，
ＬｕＹＸ

５
Ｄｅｎ ｌ ｉｎｇｅｒＤＬ ．Ｃ ｒｏｓｓ

－

ｔａ ｌｋ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ｆａｔｂｏｄｙ
ａｎｄｂｒａ ｉｎ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 ｓ ｉｎｓｅｃｔ

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ｒｅｓｔ
［
Ｊ
］

．Ｐ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Ｓｃ ｉＵＳＡ
，
２０ １ ２

，
１ ０９

（
３ ６

）
： １ ４６８７－

Ｉ ４６９２ ．

［
５ ８

］
Ｌｅｈｍ ａｎｎＰ

？
Ｐｒｕ ｉ ｓｓｃｈｅｒＰ

，
Ｐｏｓ ｌｅｄｏｖ ｉｃ ｈＤｅ 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ｌ ｉｐ
ｉｄ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ｄｕｒｉｎｇ

ｄ 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ｄ ｉａｐ
ａｕｓ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ａ

ｐ ｉｅｒｉｄ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
Ｊ

］
．ＪＥｘｐ

Ｂ ｉｏ ｌ
，２０ １ ６

，
２ １ ９

（
Ｐｔ Ｉ ９

）
：３０４９－３０６０ ．

［
５ ９

］
Ｌ ｉＹＬ

，
ＹａｏＹＸ

，ＺｈａｏＹＭｅ ｔａｈＴｈ ｅｓ ｔｅｒｏ ｉ 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２０－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ｃｏｕｎ ｔｅｒａｃｔｓ

ｉ ｎ ｓｕ ｌ ｉ ｎ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ｖｉａ ｉｎｓｕ ｌ 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ｄ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ｈｅｍ
，
２０２ １ ： １ ００３ １ ８ ．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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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Ｄｏ ｌ ｅｚａ ｌＴ
，Ｋｒｅ

ｊ
ｃｏｖａＧ

，Ｂ ａ
ｊ ｇａｒＡｅ ｔａｌＭ 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ｓｏｆ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ｄｕｒｉｎｇ

ｉｍｍ 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 ｉ ｎ ｉ ｎ ｓｅｃｔｓ
［
Ｊ

］
． Ｉｎ ｓｅｃ ｔ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Ｍｏ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９

，１ ０９
（
３ １

－４２
）

．

［
６ １

］
Ｂ ｅｃｋｅｒＡ

，
Ｓ ｃｈ ｌｏｄｅｒＰ

？Ｓｔｅｅ ｌ ｅＪＥ
，ＷｅｇｅｎｅｒＧ ．Ｔｈ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ｔｒｅｈａ ｌｏｓｅ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ｉ ｎ

ｉｎ ｓｅｃｔｓ
［
Ｊ
］

．Ｅｘｐｅｒ ｉ ｅｎ ｔ ｉ ａ
，１ ９９６

，５２ （
５
）

：４３ ３
－４ ３９ ．

［
６２

］
Ｓｔｏｒｅｙ

ＫＢ ．Ｏｒｇａｎ ｉ ｃｓｏ ｌ ｕｔｅ ｓ ｉ ｎｆｒｅｅｚ ｉ ｎｇ
ｔｏ ｌ ｅｒａｎｃｅ

［
Ｊ
］

．Ｃ ｏｍｐ
Ｂ ｉ ｏｃｈｅｍ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ＡＰｈ

ｙｓ
ｉｏ ｌ

，

１ ９９７
，１ １ ７

（
３

）
：３ １ ９－３２６ ．

［
６３

］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Ｍ

，
Ｋ ｉ ｋａｗａｄａＴ

，
Ｍ ｉｎａｇａｗａＮｅ ｔａ＼．Ｍ ｅｃｈ ａｎ ｉ ｓｍａ ｌ ｌｏｗ 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ｓｅｃｔｔｏｓｕ ｒｖ ｉｖｅ

ｃｏｍｐ
ｌｅｔｅｄｅｈｙｄ 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ｘ ｔｒｅｍ ｅ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
Ｊ
］

，ＪＥｘｐ
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２

，
２０５

（
Ｐｔ１ ８

）
：２７９９

－２８０２ ．

［
６４

］ 
Ａ ｒｒｅｓｅＥＬ

，
Ｓｏｕ ｌ ａｇｅｓＪＬ ．Ｉｎ ｓｅｃ ｔｆａｔｂｏｄ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
ａｎｄｒｅｇｕ Ｉａｔ ｉ ｏｎ

［
Ｊ

］
． ＡｎｎｕＲｅｖ

Ｅｎｔｏｍ ｏ ｌ

，
２０ １ ０

，
５ ５

（
２０７－２２５

）
．

［
６５

］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ＪＲ

， 
Ｄｏｗｎｅｒ ＲＧ

，
Ｍｏ ｒｒ ｉ ｓｏｎＰＥ ．Ｅｓ ｔ ｉ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ｇ ｌｕ ｃｏｓｅ ｉｎｔｈｅｈａｅｍｏ ｌｙｍｐ
ｈｏｆ ｔｈｅ

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ｃｋｒｏａｃｈ
，Ｐｅｒｉｐｌａｎｅｔａｏ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
ｉ
＾

．Ｃｏｍ
ｐ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ＡＣｏｍ

ｐ
Ｐｈｙｓ ｉｏ ｌ

，

１ ９７６
，
５ ３

（
２

）
： １ ６ ５

－

１ ６８ ．

［
６６

］
ＤｏｗｎｅｒＲＧ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ＪＲ ．Ｇ ｌｙｃｏｇｅｎｄｅｐ ｌ ｅ 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ｏｒａｃ ｉｃｍｕｓｃｕ ｌａｔｕ ｒｅｄｕｒ ｉｎｇ
ｆｌ 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ｃｏｃｋｒｏａｃｈ
，Ｐｅｒｉｐｌａｎｅ ｔ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Ｌ

［
Ｊ

］
．Ｃ ｏｍｐＢ ｉｏｃｈｅｍ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Ｂ

， １ ９７６
，

５ ５
（
４
）

： ５ ０ １
－

５ ０２ ．

［
６７

］
ＨａｈｎＤＡ

，Ｄｅｎ ｌ ｉｎｇｅｒＤＬ ．Ｍ ｅｅｔ ｉ ｎｇ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ｅｔ ｉ ｃｄｅｍ ａｎｄｓｏｆ ｉｎ ｓｅｃｔｄ ｉ ａｐａｕｓｅ ：ｎｕｔｒ ｉ ｅｎ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ｕｔ ｉ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ＪＩｎｓｅｃ ｔＰｈｙｓ ｉｏ ｌ

，
２００７

，
５ ３

（
８
）

： ７６０
－

７ ７３ ．

［
６８

］
Ｂｅｅｎａｋｋｅ ｒｓ ＡＭ

， 
Ｖａｎｄｅｒ Ｈｏ ｒｓ ｔＤＪ

？ 
ＶａｎＭａｒｒｅｗ ｉ

ｊ
ｋＷＪ ．Ｉｎ ｓｅｃｔ ｌ ｉｐ ｉｄ ｓａｎｄ ｌ ｉｐｏ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ｉ ｒ ｒｏ ｌ ｅ ｉｎ
ｐｈｙｓ ｉ 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
［
Ｊ
］

．Ｐｒｏｇ
Ｌ ｉ

ｐ
ｉｄＲｅ ｓ

，１ ９８５
，
２４

（
ｌ
）

： １ ９－６７ ．

［
６９

］
Ｓ ｉｎ ｃ ｌ ａ ｉ ｒＢ Ｊ

，
Ｍａｒｓｈａｌ ｌＫＥ ．Ｔｈ ｅｍ ａｎｙ

ｒｏ ｌ ｅｓｏｆ ｆａｔｓ ｉ ｎｏｖｅｒｗ ｉｎｔｅｒ 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ｃｔｓ

［
Ｊ
］

．ＪＥｘｐ
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８
，
２２ １

（
ＰｔＳｕｐｐ ｌ１

）
．

［
７０

］
ＮａｇａｔａＳ

，
ＭｏｒｏｏｋａＮ

？
Ｍａｔｓｕｍ ｏｔｏＳ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 ｔｓｏｆ ｎ ｅｕｒｏｐｅｐｔ ｉｄｅｓｏｎ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ｉｎ ｉ ｔ ｉ 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ｒｖａｅｏｆ ｔｈｅｓ ｉ ｌ ｋｗｏｒｍ
，
Ｂｏｍｂｙｘｍｏｒｉ

［
ｉ
］

，ＧｅｎＣｏｍｐ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 ｌ

，
２０ １ １

，
１ ７２

（
ｌ
）

：９０－９５ ．

［
７ １

］
ＮａｇａｔａＳ

，
Ｍａｔｓｕｍ ｏｔｏＳ

，Ｍ ｉｚｏｇｕ ｃｈ ｉＡ
，
Ｎ ａｇａｓａｗａＨ ．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ＤＮＡ ｓｅ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ａ ｌ ｌ ａｔｏｔｒｏｐ ｉｎａｎｄａ ｌ ｌ ａｔｏｔｒｏｐ
ｉ ｎ

－

ｌ ｉ ｋｅ
ｐｅｐｔ 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 ｉ ｌ ｋｗｏｒｍ

， 
Ｂｏｍｂｙｘｗｏｒ／

［
Ｊ
］

．Ｐｅｐｔ ｉｄｅｓ
，
２０ １ ２

，

３４
（

１
）

：９８
－

１ ０５ ．

［
７２

］
Ｈｏｍ ｅｍＣＣＦ

，Ｓｔｅ ｉｎｍａｎｎＶ
，ＢｕｒｋａｒｄＴＲｅ ｔａｌ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ａｎｄｍ ｅｄ ｉａｔｏ ｒｃｈ ａｎｇｅｅｎｅｒｇｙ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ｔｏｔｅｒｍ ｉ ｎａｔｅ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ｎｅｕ ｒａ ｌｓｔｅｍｃｅ ｌ ｌ ｓ
［
Ｊ
］

．Ｃｅ ｌ ｌ
，２０ １ ４

，

Ｊ ５ ８
（
４
）

： ８７４
－

８８８ ．

［
７３

］Ｈ ｉ ｒｕｍ ａＫ
，Ｒ ｉｄｄ ｉｆｏ ｒｄＬＭ ．Ｔｈｅ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ｏｆｃｕｔ ｉ ｃｕ ｌ ａｒｍｅ ｌａｎ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ｌｅａｄ ｉｎｇｔｏｄｏｐａ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 ｌ ａｓ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 ｏｎ ｉｎＭａｎｄｕｃａｓｅｘｔａ
＼
Ｊ
＼

．Ｉｎ ｓｅｃｔ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Ｍｏ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９

，
３ ９

（
４
）

：２４５ －２ ５ ３ ．

［
７４

］
Ｅ ｌ ｉａｓ

－Ｎｅｔｏ Ｍ
ｓ
Ｓｏａｒｅｓ ＭＰ

，Ｓ ｉｍ ｏｅ ｓＺＬ ｅｔａ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ａ 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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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ａＬａｃｃａｓｅ２ｅｎ ｃｏｄ ｉｎｇｇｅｎｅ ｉｎｔｈｅｈｏｎ ｅｙｂｅｅ ，Ａｐ ｉｓｍｅｌｌ ｉｆｅｒａ（
Ｈｙｍ 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

Ａｐ ｉｎａｅ
） ［

Ｊ
］

．Ｉｎｓｅｃｔ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Ｍｏ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０

，
４０

（
３
）

：２４ １
－２ ５ １  ？

［
７５

］Ｍ ａｓｕｏｋａＹ
，

Ｍ ａｅｋａｗａＫ ．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ｎ

ｇ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ｓｓｏ ｌ ｄ ｉ ｅ ｒ

－

ｓｐｅｃ
ｉｆｉ ｃｃｕ ｔ ｉ ｃｕ ｌ ａｒ

ｐ
ｉ

ｇ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ｉ ｎ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ｉ ｔｅＺｏｏ ｔｅｒｍｏｐｓ ｉｓ ｎｅｖａｄｅｎｓｉｓ
［
Ｊ
］

．ＦＥＢＳＬｅｔｔ
，
２０ １ ６

，
５ ９０

（
１ ２

）
： １ ６９４

－

１ ７０３ ．

［
７６

］
Ｃ ａｋｏｕｒｏｓＤ

？ 
Ｄａ ｉ ｓｈＴ

， 
Ｍａｒｔ ｉｎＤ ｅ ｔ ａｌ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

ｉ ｎｄｕｃｅｄ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 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ｃａｓｐａｓｅ ＤＲＯＮＣ

ｄｕ ｒ 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 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ｅｄｃｅ ｌ ｌｄ ｅａｔｈ ｉ 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ｉ ｓｒｅ
ｇ
ｕ ｌ ａｔｅｄｂｙｂ ｒｏａｄ －

ｃｏｍｐ ｌｅｘ
［
Ｊ
］

．Ｊ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２

，
１ ５７

（
６
）

：９ ８ ５ －９９５ ．

［
７７

］
Ｃａｋｏｕ ｒｏｓＤ

，Ｄａ ｉ ｓｈＴＪ
？
Ｋｕｍ ａｒＳ ．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ｄ ｉ ｒｅｃ ｔ ｌｙ

ｂ ｉ ｎ ｄ ｓ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ｏｆｔｈ ｅ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ｃａｓｐａｓｅ
ｄｒｏｎ ｅ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ｎｇ
ｉ 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 ｉｆｉ ｃｔ ｉ ｓ ｓｕｅｓ

［
Ｊ
］

．Ｊ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４

，

１ ６５
（
５
）

：６３ Ｉ
－６４０ ．

［
７ ８

］ 
ＹｕＪ

， 
Ｗａｎｇ 

Ｈ
， 
ＣｈｅｎＷｅ ｔａｌ２０－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 ｉｎｔｅ ｒｐ ｌａｙ

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ｍｏ ｌｙｍｐｈｇ

ｌ ｕｃｏｓｅ ｌｅｖｅ ｌ ｉ ｎｈｏｎｅｙｂｅｅ｛
Ａｐｉｓｍ ｅ ｌｌ ｉｆｅｒａ）

Ｉ ａｒｖａｅ
［
Ｊ
］

，Ｍ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ｔｅｓ
，
２０２３

，１ ３
（

１

）
．

［
７９

］
ＺｈａｏＷ

？
Ｚｈａｎｇ

Ｂ
，
Ｇｅｎｇ

Ｚ ｅ ｔａｌ ．Ｔｈｅｕｎ ｃｏｍｍ ｏｎｆｔ ｉｎ ｃ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 ｔｈ ｅｃｏｍｍ ｏｎ

ｅｎ ｚｙｍｅｇ Ｉｙｃｅｒａ ｌｄｅｈｙｄｅ
－

３
－

ｐ
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ｄ ｅｈｙｄ ｒｏｇ

ｅｎ ａｓｅｉ ｎｔｈ ｅｍ ｅ ｔａｍｏ ｒｐ
ｈｏｓ ｉ ｓｏｆＨｅ 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
Ｊ
］

，ＦｒｏｎｔＢ ｉｏｅｎｇ
Ｂ ｉ ｏｔｅｃｈｎｏ ｌ

，
２０２２

，１ ０
（

１ ０４２ ８ ６７
）

．

［
８０

］
ＢｅｃｋｓｔｅａｄＲＢ

，
ＬａｍＧ

，
Ｔｈｕｍｍ ｅ ｌＣＳ ．Ｔｈ ｅ

ｇｅｎｏｍ ｉ ｃ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ｔｏ２０ －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ａｔ

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ｍｅ 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
［
Ｊ
］

．Ｇｅｎｏｍ ｅＢ ｉ ｏ ｌ
，
２００ ５

，
６

（
１ ２

）
：Ｒ９９ ．

［
８ １

］
Ｃｏ ｉｏｍｂａｎ ｉＪ

？
Ｂ ｉ ａｎｃｈ ｉ ｎ ｉＬ

？
Ｌａｙａ ｌ ｌ ｅＳｅｔａｌ ．Ａｎｔａｇｏｎ ｉ ｓｔ ｉｃａｃｔ ｉ ｏｎ ｓｏｆ 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ａｎｄ ｉｎ ｓｕ ｌ ｉｎ ｓ

ｄ ｅｔｅｒｍ ｉｎｅｆｉｎａ ｌｓ ｉｚｅ ｉ ｎ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
Ｊ
］

．Ｓｃ ｉｅｎ ｃｅ
，
２００ ５

，
３ １ ０

（
５ ７４８

）
：６６７

－６７０ ．

［
８２

］ＭｅｎｓｃｈＪ
，Ｌａｖａｇｎ ｉｎｏＮ

，Ｃ ａｒｒｅ ｉ ｒａＶＰｅ ｔａｌ Ｉｄｅｎｔ ｉ ｆｙ ｉ ｎ ｇｃａｎｄ ｉｄ ａｔｅｇｅｎｅｓ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ｇ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ａ ｌｔ ｉｍ ｅ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 ｉｅｒ ：ｐ
ｅｒｖａｓ ｉｖｅｐ

ｌ ｅ ｉｏｔｒｏｐｙａｎｄｇｅｎ ｅ
－ｂｙ

？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 ｉ ｏｎ
［
Ｊ
］

．ＢＭＣＤｅｖ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 ８

，８ （
７ ８

）
．

［
８３

］
Ｗａｎｇ

Ｓ
， 
Ｌ ｉｕＳ

， 
Ｌ ｉｕＨ ｅ ｔ ａｌ２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ｒｅｄｕ ｃｅｓ ｉ ｎ ｓｅｃ ｔ ｆｏｏｄｃｏｎ ｓｕｍ ｐｔ ｉ ｏｎｒｅｓｕ ｌ ｔ ｉｎｇ

ｉｎｆａｔｂｏｄｙ
ｌ ｉｐｏ ｌｙｓ ｉｓｄｕｒ ｉｎｇ 

ｍ ｏ ｌ ｔ ｉｎｇ
ａｎｄ

ｐ
ｕ
ｐ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ＪＭ ｏ ｌ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０

，
２

（
３
）

：  １ ２ ８ －

１ ３ ８ ．

［
８４

］
Ｒｏｅｓ ｉ

ｊ
ａｄ ｉＧ

，
ＲｅｚｖａｎｋｈａｈＳ

，Ｂ ｉ ｎｎ ｉｎｇｅｒＤＭ ，
Ｗｅ ｉ ｓ ｓｂａｃｈＨ ．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 ｉｎｄｕ 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Ｍ ｓｒＡ

ｐ
ｒｏｔｅｃｔｓａｇａ

ｉｎｓｔｏｘ ｉｄａｔ ｉｖｅｓｔｒｅｓ ｓ ｉ ｎ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
３
］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Ｂ ｉｏｐ
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０７ ，

３ ５４
（
２
）

： ５ １ １
－

５ １ ６ ．

［
８５

］
Ｗ ｉｋｏ ｆＦＷＲ

５
ＡｎｆｏｒａＡＴ

，Ｌ ｉ ｕＪｅ ｔａｌＭｅｔａｂｏ ｌｏｍ ｉ ｃ ｓ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ｒｅｖｅａ ｌ ｓ ｌ ａｒｇ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ｇｕｔ

ｍ ｉｃｒｏｆｌｏｒａ ｏｎ ｍ ａｍｍａ ｌ ｉａｎ ｂ ｌｏｏｄｍ 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ｔｅｓ
［
Ｊ
］

． Ｐｒｏｃ Ｎａｔ ｌ Ａ ｃａｄＳｃ ｉＵ Ｓ Ａ
， 
２００９

，
１ ０６

（
１ ０

）
：３ ６９ ８

－

３ ７０３ ．

［
８６

］ＧｏｗｄａＧＡ
？ＺｈａｎｇＳ ，ＧｕＨ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ｂｏ ｌｏｍ ｉ ｃｓ

－ｂａｓｅｄｍ 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ｅａｒ ｌｙｄ ｉ ｓｅａｓｅ

ｄ ｉ ａｇｎｏｓｔ ｉｃｓ
［
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ｖＭｏ ｌＤ ｉａｇｎ ，
２００ ８

，
８
（
５
）

：６ １ ７ －

６３ ３ ．

［
８７

］Ｓｃｈｕ
ｈＲ

，
Ａ ｉ ｃｈｅｒＷ

，Ｇａｕ ｌＵｅ ｔａｌＡｃｏｎｓｅ ｒｖｅｄｆａｍ ｉ ｌｙｏｆｎｕｃ ｌ ｅａｒ
ｐ

ｒｏｔｅ ｉ ｎ ｓｃｏｎｔａｉｎ ｉｎｇ

ｓｔｒｕ ｃｔｕｒａ ｌ ｅ ｌｅｍ ｅｎｔｓ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ｇ
ｅｒ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ｅｎｃｏｄｅｄ ｂｙ 

ｋｒｔｉｐｐｅ
ｌ
，
ａ 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ｓｅｇｍｅｎ ｔａｔ ｉｏｎ

ｇｅｎｅ ［
Ｊ

］
．

８ ３



山 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Ｃ ｅ ｌ ｌ
，１ ９ ８６

，
４７

（
６
）

：  １ ０２５ －

１ ０３２ ．

［
８８

］
Ｗｏ ｌｆｅＳＡ

， 
Ｎｅｋ ｌ ｕｄｏｖａＬ

，
ＰａｂｏＣＯ ．ＤＮＡ ｒｅ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ｏｎｂｙ

Ｃｙｓ２Ｈ ｉ ｓ２ｚ ｉｎｃｆ ｉ ｎｇｅｒ ｐｒｏｔｅ ｉ ｎ ｓ
［
Ｊ
］

．

Ａ ｎｎｕＲｅｖＢ ｉｏｐｈｙｓＢ ｉｏｍ ｏ ｌＳ ｔｒｕ ｃｔ
，
２０００

，２ ９ （
１ ８３

－２ １ ２
）

．

［
８９

］
Ｗｏ ｌ ｆｅＳＡ ．ＲａｍｍＥ ｌ

，ＰａｂｏＣＯ ．Ｃｏｍ ｂ ｉ ｎ ｉ ｎｇ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ｄｅｓ ｉ

ｇｎｗ ｉ ｔｈ
ｐ

ｈａｇｅｄ ｉ ｓｐ ｌ ａｙ
ｔｏ

ｃ ｒｅａｔｅｎｅｗＣｙｓ
（
２
）
Ｈ ｉｓ

（
２
） 
ｚ ｉ ｎｃｆｉ ｎｇｅｒｄ ｉｍ ｅ ｒｓ

［
Ｊ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２０００

，
８

（
７
）

： ７３９
－

７５ ０ ．

［
９０

］
Ｌｏｍ ｂｅ ｒｋＧ

，Ｕ ｒｒｕ ｔ ｉ ａＲ ．Ｔｈｅｆａｍ ｉ ｌｙ
ｆｅｕｄ ：ｔｕ ｒｎ ｉ ｎｇｏ ｆｆＳｐ ｌｂｙＳｐ ｌ

－

Ｉ ｉｋｅＫＬＦ
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ｓ

［
Ｊ

］
．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Ｊ
，
２００５

，
３９２

（
Ｐｔ １

）
： Ｉ

－

１ １ ．

［
９ １

］Ｓｈ ｉ ｅ ｌ ｄ ｓＪＭ
，
Ｙａｎｇ

ＶＷ． Ｉｄ ｅｎ ｔ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ＮＡｓｅｑｕｅｎ ｃｅｔｈａｔ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ｓｗ ｉｔｈｔｈｅｇｕ ｔ
－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ｋｒｉｉ

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 ｔｏｒ
［
Ｊ

］
， Ｎｕｃ ｌ ｅ ｉ ｃ Ａ ｃ ｉｄｓＲｅｓ

， １ ９９８
，
２６

（
３
）

：７９６ －８０２ ．

［
９２

］
ＰｅａｒｓｏｎＲ

，Ｆ ｌｅｅｔｗｏｏｄＪ
５ＥａｔｏｎＳｅｔａｌ．Ｋｒｕｐｐｅ ｌ

－

Ｉ ｉｋｅｔｒａｎ 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ｆａｃｔｏ ｒｓ ：ａ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 ａｌ

ｆａｍ ｉ ｌｙ ［
Ｊ
］

．Ｉｎ ｔＪＢ ｉｏｃｈ ｅｍ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８

，
４０

（
１ ０

）
： １ ９９６－２００ １ ．

［
９３

］Ｈ ｓ ｉｅｈＰＮ
，ＺｈｏｕＧ ，ＹｕａｎＹｅ ｔａｌＡｃｏｎ ｓｅｒｖｅｄＫＬＦ －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ｐａｔｈｗａｙｍ ｏｄｕ ｌ ａｔｅ ｓ

ｎｅｍ ａｔｏｄｅ ｌ ｉ ｆｅｓｐａｎａｎｄｍ ａｍｍ ａ ｌ ｉ ａｎａｇｅ
－

ａｓ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ｖａｓｃｕ ｌ ａｒ ｄｙｓ ｆｉｉｎｃ ｔ ｉｏｎ
［
Ｊ
］

．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
， 
２０ １ ７

５

８
（

１

）
：９ １ ４ ．

［
９４

］Ｓｈ ｉ ｎ ｄｏＴ
，Ｍ ａｎａｂｅＩ

，Ｆ ｕｋｕｓｈ ｉｍ ａＹｅ ｔａｌＫｒｕ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ｚ ｉｎｃ－ｆｉｎｇｅｒｔｒａｎ 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ＫＬＦ５ ／ＢＴＥＢ２ ｉ ｓ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 ｒ ａｎｇ ｉｏｔｅｎ ｓ ｉｎＩ Ｉ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ａｎｄａｎｅｓ ｓｅｎｔ ｉａ ｌ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ｏｒ ｏｆｃａｒｄ ｉｏ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

ｒｅｍ ｏｄｅ ｌ ｉ ｎｇ ［
Ｊ

］
． Ｎａｔ Ｍ ｅｄ ，２００２ ，８ （

８
）

： ８ ５ ６
－

８６３ ．

［
９５

］
Ｇ ａｒｒｅｔｔ

－

Ｓ ｉｎｈ ａＬＡ
，ＥｂｅｒｓｐａｅｃｈｅｒＨ ，Ｓｅ ｌｄ ｉｎＭＦ

，ｄｅＣｒｏｍ ｂｒｕｇｇｈ ｅＢ ．Ａ
ｇｅｎｅｆｏｒａｎｏｖｅ ｌ

ｚ ｉｎ ｃ－ｆｉｎｇｅ ｒｐｒｏｔｅ ｉｎｅｘｐｒｅ ｓｓｅｄ ｉｎ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ｔ ｉ ａｔｅｄ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ｌｃｅ ｌ ｌ ｓａｎｄｔｒａｎ ｓ ｉ ｅｎｔｌｙ ｉｎｃ ｅｒｔａ ｉｎ

ｍ ｅ ｓｅｎ ｃｈｙｍ ａ ｌｃｅ ｌ ！ ｓ
［
Ｊ
］

．ＪＢ ｉ ｏ ｌＣｈ ｅｍ
？

１ ９９６
，
２７ １

（
４９

）
：３ １ ３ ８４

－

３ １ ３ ９０ ．

［
９６

］
Ｓｈ ｉ ｅ ｌｄｓＪＭ

，
Ｃ ｈ ｒ ｉ ｓｔｙ

Ｒ Ｊ
？
Ｙａｎｇ

ＶＷ ．Ｉｄｅｎ ｔ ｉｆｉｃ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ｃｈ 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ａ
ｇｅｎ ｅｅｎ ｃｏｄ ｉｎｇ

ａｇｕｔ
－

ｅｎ ｒ ｉｃｈ ｅｄｋｒｉｉ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ｒｅｘｐ ｒｅ ｓ ｓｅｄｄｕｒ 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ａｒｒｅｓｔ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ｈｅｍ
，１ ９９６

，

２７ １
（
３ ３

）
： ２０００９

－

２００ １ ７ ．

［
９７

］
Ｒａｎ ｅＭＪ

，
Ｚｈ ａｏＹ

？
Ｃａ ｉＬ ．Ｋ ｒｕｐｐｅ ｌ

－

Ｉ ｉ ｋ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ＫＬＦ ｓ

）
ｉｎｒｅｎａ ｌ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ｄ 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

ＥＢ ｉｏＭｅｄ ｉ ｃ ｉｎｅ
，
２０ １ ９

，
４０

（
７４３ －７５０

）
．

［
９８

］
Ｄａｎｇ

ＤＴ
，Ｐｅｖ ｓｎｅ ｒＪ

，Ｙａｎｇ
ＶＷ．Ｔｈ ｅｂ ｉｏ 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ｍ ａｍｍ ａ ｌ ｉ ａｎｋｒｉｉ

ｐｐ
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ｍ ｉ ｌ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

ｐ
ｔ 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Ｊ
］

．Ｉ ｎ ｔ ＪＢ ｉｏｃｈｅｍ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０

，３２ （
１ １

－

１ ２
）

： ！ １ ０３ －

１ １ ２ １ ．

［
９９

］ＥａｔｏｎＳＡ
？Ｆｕｎ ｎｅ ｌ ｌＡＰ

，Ｓｕ ｅＮｅ ｔａｌＡｎｅ ｔｗｏｒｋｏｆｋｒｕ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Ｋ ｌｆｓ

）
．Ｋ Ｉ ｆ８ ｉ ｓ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
ｄｂｙ

Ｋ ｌｆｉａｎ ｄ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ｄｂ
ｙ
Ｋ ｌ ｆｌ ｉ ｎＹ ｉｖｏ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ｈｅｍ
，
２００ ８

，
２ ８ ３

（
４０

）
：２６９３ ７－

２６９４７ ．

［
１ ００

］
Ｔｅｓｈ ｉ

ｇａ
ｗａ ｒａＫ

，ＯｇａｗａＷ，Ｍｏ ｒ ｉＴｅ ｔａｌＲｏ ｌ ｅｏｆ ｋｒｉｉ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ｒ １ ５ ｉｎＰＥＰＣＫ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ｉ ｎｔｈｅ ｌ ｉｖｅｒ
［
Ｊ
］

．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Ｂ ｉ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Ｃ ｏｍｍｕｎ
，
２００５

，
３２７

（
３
）

：９２０－９２６ ．

［
１ ０ １

］
Ｇｒａｙ

Ｓ
？
Ｗａｎｇ

Ｂ
，
Ｏｒ ｉ ｈｕｅ ｌ ａＹｅ ｔａｌ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ｇ ｌｕｃｏｎ ｅｏｇｅｎ ｅｓ ｉ ｓｂｙ
ｋｒｉｉ

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ｒ

１ ５
［
Ｊ
］

．Ｃｅ ｌ ｌＭｅ ｔａｂ
，
２００７

，
５

（
４
）

：３ ０５ －３ １ ２ ．

［
１ ０２

］
Ｔａｋａｓｈ ｉｍ ａＭ

，ＯｇａｗａＷ
，Ｈａｙａｓｈ ｉＫｅ ｔａｌＲｏ ｌｅｏｆＫＬＦ １ ５ｉｎ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ｔ ｉ ｃ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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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ｌ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ａｎｄｍ ｅｔｆｏ ｒｍ ｉｎａｃｔ ｉｏｎ
［
Ｊ

］
．Ｄ ｉ ａｂｅｔｅｓ

，２０ １ ０
，
５ ９

（
７

）
：  １ ６０ ８ －

１ ６ １ ５ ．

［
１ ０３

］
Ｇｒａｙ

Ｓ
，
Ｆｅ ｉｎｂｅｒｇ

ＭＷ
，Ｈ ｕ ｌ ｌＳｅ ｔａｌＴｈ ｅｋ ｒｕ

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 ｒ ＫＬＦ １ ５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ｔｈ ｅ ｉｎ ｓｕ ｌ ｉ ｎ
－

ｓｅｎｓ ｉ ｔ ｉｖｅ
ｇ ｌ ｕ ｃｏ ｓｅｔｒａｎ ｓｐｏ

ｒｔｅｒ ＧＬＵＴ４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 ｈ ｅｍ ，２００２
，
２ ７７

（
３ ７

）
： ３４３ ２２ －

３４３２ ８ ．

［
１ ０４

］
Ｗａｎｇ

ＬＦ
，Ｌ ｉ ｎＷＡ

，Ｃ ｈ ｅｎＪＨ ．Ｋ ｒｉｉ
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 ｒ１ ５ ：ａ
ｐｏｔｅｎ ｔ ｉ ａ ｌｔｈｅｒａｐ

ｅｕｔ ｉ ｃｔａｒｇｅｔｆｏ ｒ

ｋ ｉｄｎｅｙ
ｄ ｉｓｅａ ｓｅ

［
Ｊ
］

．ＩｎｔＪＢ ｉｏ ｌＳ ｃ ｉ
，
２０ １ ９

， １ ５
（
９

）
：  １ ９５ ５

－

１ ９６ １ ．

［
１ ０５

］
Ｙａｍ ａｍ ｏ ｔｏＪ

，Ｉｋｅｄ ａＹ
，Ｉｇｕ ｃ

ｈ ｉＨｅ ｔａｌ ．Ａｋｒｉｉｐｐｅ
ｌ

－

ｌ ｉ ｋｅｆａ ｃ ｔｏ ｒＫＬＦ １ ５ｃｏｎ ｔｒ ｉｂｕｔｅｓｆａｓｔ ｉ ｎｇ
－

ｉ ｎｄｕｃｅｄ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ｃ 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ｆｍ ｉ ｔｏｃｈｏ ｎ ｄ ｒ ｉ ａ ｌａｃｅｔｙ ｌ

－ＣｏＡｓｙｎ ｔｈｅｔａｓｅ
ｇｅｎｅＡ ｃｅＣ Ｓ２

［
Ｊ
］

．Ｊ

Ｂ ｉｏ ｌＣｈｅｍ
５
２００４

，
２７９

（
１ ７

）
：  １ ６９５４ －

１ ６９６２ ．

［
１ ０６

］
Ｔａｋｅｕｃｈ ｉＹ

， 
Ｙａｈａｇ ｉＮ

， 
Ａ ｌｔａ Ｙｅ ｔａｌＫＬＦ １ ５ｅｎ ａｂ ｌ ｅｓｒａｐ ｉ ｄｓｗ ｉ ｔｃｈ 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 ｉｐｏｇｅｎ ｅｓ ｉ ｓ

ａｎｄ
ｇ

ｌｕｃｏｎｅｏｇ
ｅｎｅｓ ｉ ｓｄｕｒ ｉｎｇ

ｆａｓｔ ｉ ｎｇ ［
Ｊ
］

．Ｃｅ ｌ ｌＲ ｅｐ ，
２０ １ ６

，１ ６
（
９
）

： ２３ ７３ －２３ ８６ ．

［
１ ０７

］
Ａｇ ｉｕｓＬ ．Ｒｏ ｌｅｏｆ

ｇ
ｌｙｃｏｇｅｎｐ

ｈｏｓｐｈｏ ｒｙ ｌ ａｓｅ ｉ ｎ ｌ ｉｖｅ ｒ
ｇ ｌｙｃｏｇｅｎ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
Ｊ
］

． Ｍｏ ｌ Ａ ｓｐｅｃｔｓ

Ｍｅｄ
，

２０ １ ５
，
４６

（
３４－４ ５

）
．

［
１ ０ ８

］
Ｄｏｏｍｅｗｅｅ ｒｄＤＤ

，
ＴａｎＡＷ

，
Ｎｕｔｔａ ｌ ｌＦＱ ．Ｌ ｉｖｅｒ

ｐ
ｈｏ ｓｐ

ｈｏｒｙ
ｌ ａｓｅｋ ｉｎ ａ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 ｉ ｏｎｏ ｆ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ｖｅｒｔ ｉｂ ｌ ｅｆｏ ｒｍ ｓａｎｄｐａｒｔ
ｉ ａ ｌｐｕ ｒ ｉ ｆ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ｐ
ｈｏｓｐ

ｈｏ ｒｙ ｌ ａｓｅｋ ｉｎ ａｓｅａ
［
Ｊ
］

．Ｍｏ ｌＣｅ ｌ ｌ

Ｂ ｉｏｃｈｅｍ
，１ ９８２

，
４７

（
ｌ

）
：４５

－

５ ３ ．

［
１ ０９

］Ｍ ｉｙａｍ ｏｔｏＴ
？Ａｍ ｒｅ ｉｎＨ ．Ｎ ｅｕ ｒｏｎａ ｌｇ ｌ ｕｃｏｎ ｅ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 ｉｃｇ ｌｕｃｏｓｅ

ｈｏｍ ｅｏｓｔａｓ ｉ ｓ ｉ 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
ｉ
］

．Ｃ ｕｒｒ Ｂ ｉｏＵ２０ １ ９
，
２９

（
８
）

： １ ２６３ －

１ ２７２ｅ ｌ ２６５ ．

［
１ １ ０

］Ｂ ｌａｃｋＡＲ
５Ｂ ｌ ａｃｋＪＤ

，Ａｚ ｉｚｋｈ ａｎ
－Ｃ ｌ ｉ ｆｆｏｒｄＪ ．Ｓ ｐ ｌａｎｄｋｒｉｉ

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ｒｆａｍ ｉ ｌｙ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 ｒ ｉ

ｐｔ ｉｏｎｆａｃｔｏ ｒｓｉｎｃｅ ｌ ｌ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ｃａｎｃｅ ｒ

［
Ｊ
］

．ＪＣ ｅ ｌ ｌＰｈ
ｙｓ ｉｏ ｌ

，
２００ １

，１ ８８
（
２
）

： １ ４ ３
－

１ ６０ ．

［
１ １ １

］
Ｓｕｚｕｋ ｉＴ

？
Ａ ｉｚａｗａＫ

，
Ｍ 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Ｔ，Ｎ ａｇａ

ｉＲ ．Ｖａｓｃｕ ｌ ａｒ ｉｍ ｐ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ｋｒｕ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

ｆａｍ ｉ ｌｙ

ｏｆ ｔｒａｎ ｓｃｒ ｉ

ｐ ｔ ｉｏｎｆａｃ ｔｏ ｒｓ
［
Ｊ
］

． Ａ ｒｔｅｒ ｉｏ ｓｃ ｌｅ ｒ Ｔｈ ｒｏｍｂＶａ ｓｅＢ ｉ ｏ ｌ

，
２００５

，
２５

（
６
）

： １ １ ３ ５
－

１ １ ４ １ ．

［
１ １ ２

］
Ｚｈａｎｇ

Ｊ
， 
Ｙａｎｇ

Ｃ
，
Ｂｒｅｙ

Ｃｅ ｔａｌＭｕｔ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Ｃａｅｎ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ｅ ｌｅｇａｎｓｋｎｉ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ｒ
，

ＫＬＦ －

３ｒｅｓｕ ｌ ｔｓ ｉｎｆａｔ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ａ ｌ ｔｅｒｓｆａ ｔｔｙ
ａｃ ｉｄｃｏｍｐ

ｏｓ ｉ ｔ ｉｏｎ
［
Ｊ
］

．ＥｘｐＣｅ ｌ ｌＲｅ ｓ
，
２００９

，

３ １ ５
（

１ ５
）

：２ ５ ６８－２ ５ ８０ ．

［
１ １ ３

］
Ｗａｎｇ

ＸＹ
，
Ｈ ｅＭＱ ？

Ｌ ｉＪＺｅ ｔａｌＫＬＦ １ ５ｓｕｐｐｒｅｓ ｓｅ ｓｃｅ ｌ ｌ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 ｄ
ｐｒｅｄ ｉｃｔｓ

ｐｒｏｇ
ｎｏ ｓ ｉ ｓ ｉｎ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 ｉｎｏｍ ａ

［
Ｊ
］

．Ｂ ｉｏｍ ｅｄＰｈ ａｒｎｉ ａｃｏｔｈｅｒ
，
２０ １ ８

，１ ０６
（
６７２

－６７７
）

．

［
１ １ ４

］
ＬｅｅＣＹ

？
Ｓ ｉｍ ｏｎＣＲ

，
ＷｏｏｄａｒｄＣＴ

？
Ｂａｅｈ ｒｅｃｋｅＥＨ ．Ｇ ｅｎ ｅｔ ｉ ｃ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ｆｏｒ ｔｈｅｓｔａｇｅ

－

ａｎｄ

ｔ ｉ ｓｓｕｅ
－

ｓｐｅｃ ｉ ｆｉ ｃ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ｓｔｅ ｒｏ ｉ ｄｔｒ ｉｇｇ
ｅｒｅｄ

ｐｒ
ｏｇｒａｍｍ ｅｄｃｅ ｌ 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
Ｊ
］

． Ｄｅｖ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２
，
２５２

（
１
）

： １ ３ ８
－

１ ４８ ．

［
１ １ ５

］ 

Ａ ｒｙａ Ｒ
， 
Ｗｈ ｉ ｔｅＫ ． 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 ： 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ａｎｄ ｃｏｒｅ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ｓ
［
Ｊ
］

．

Ｓｅｍ ｉｎＣｅ ｌ ｌＤｅｖ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５

，
３ ９

（
１ ２ －

１ ９
）

．

［
１ １ ６

］ 
Ｐｒ ｉ ｔｃｈｅｔｔ ＴＬ

，
Ｔａｎｎｅｒ ＥＡ

？
Ｍ ｃＣａ ｌ ｌＫ ．Ｃｒａｃｋ ｉｎｇ

ｏｐｅｎｃｅ ｌ ｌｄ ｅａｔｈ ｉｎｔｈｅ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ｏｖａｒｙ ［
Ｊ
］

．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２００９

， １ ４
（
８
）

：９６９－９７９ ．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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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７

］
Ｃｈ ｅｎＣＨ

，
ＰａｎＪ

５
Ｄ ｉＹＱ

ｅ ｔａｌＰｒｏｔｅ ｉｎｋ ｉ ｎａｓｅＣｄｅ ｌ ｔａ
ｐｈｏ ｓｐｈｏｒｙ ｌ ａｔｅｓ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

Ｂ １ｔｏ
ｐｒｏｍ ｏｔｅ

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ｕｎｄｅｒ２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 ｌ Ａ ｃａｄＳｃ ｉＵＳＡ
，
２０ １ ７

， Ｉ Ｉ ４
（
３４

）
：Ｅ７ １ ２ ］

－Ｅ７ Ｉ ３ ０ ．

［
１ １ ８

］Ｒ ｉｄｄ ｉ ｆｏ ｒｄＬＭ ．Ｈｏｒｍ 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ｓａｎｄｔｈ 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ｉｎ ｓｅｃｔｍ ｅｔａｍ ｏ ｒｐ
ｈｏｓ ｉ ｓ

［
Ｊ

］
．

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
，

１ ９９３
，
３

（
３

）
：２０３

－２０９ ．

［
１ １ ９

］
ＺｈａｏＸＦ

，
Ｗａｎｇ

ＪＸ
，
Ｗａｎｇ

ＹＣ ．Ｐｕ ｒ ｉｆｉｃ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ｃｙｓｔｅ ｉ ｎ ｅ
ｐｒｏｔｅ ｉ ｎ ａ ｓｅ

ｆｒｏｍｅｇｇｓｏｆｔｈ ｅｃｏ ｔｔｏｎｂｏ ｌ ｌｗｏｒｍ
？
Ｈｅ 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

Ｊ
］

．Ｉｎ ｓｅｃ ｔＢ ｉｏｃｈｅｍＭｏ ｌ ｅｃ
， １ ９９８

，

２ ８
（
４
）

：２ ５９－２６４ ．

［
１ ２０

］
ＳｈａｏＨＬ

，
Ｚｈ ｅｎｇ

ＷＷ
，
Ｌ ｉｕＰＣｅ ｔａｌＥｓｔａｂ ｌ ｉ ｓｈｍｅｎｔｏｆ ａｎｅｗｃｅ ｌ ｌ ｌ ｉｎｅｆｒｏｍ Ｉｅｐ ｉｄｏｐ ｔｅｒａｎ

ｅ
ｐ

ｉｄｅｒｍ ｉ ｓａｎｄｈｏ ｒｍ ｏｎ ａ ｌ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ｇｅｎｅ ｓ

［
Ｊ
］

．ＰＬｏＳＯｎｅ
，
２００ ８

，
３
（
９
）

： ｅ３ １ ２７ ．

［
１ ２ １

］Ｌ ｉｕＷ
，Ｃａ ｉＭ Ｊ

，Ｗａｎｇ
ＪＸ

，ＺｈａｏＸＦ．Ｉｎａｎｏｎｇｅｎｏｍ ｉ ｃａｃｔ ｉｏｎ
，ｓｔｅｒｏ ｉ ｄｈｏｒｍ ｏｎ ｅ２０ －

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 ｉ ｎｄｕ ｃｅ ｓｐ
ｈｏ ｓｐｈｏｒｙ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ｃｙｃ ｌ ｉ ｎ
－ｄｅｐｅｎ

ｄｅｎｔｋ ｉｎａｓｅ１ ０ｔｏｐｒｏｍ ｏｔｅｇｅｎ ｅ

ｔ ｒａｎ ｓｃ ｒ ｉ ｐｔ ｉｏｎ
［
Ｊ
］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４

， １ ５ ５
（
５
）

：  １ ７３ ８ －

１ ７５ ０ ．

［
１ ２２

］
ＺａｍｏｒｅＰＤ

？ 
Ｔｕ ｓｃｈ ｌＴ

，Ｓｈａｒｐ 
ＰＡ

，
Ｂａｒｔｅ ｌ ＤＰ． ＲＮＡ ｉ ：ｄｏｕｂ ｌ ｅ

－

ｓｔｒａｎｄｅｄＲＮＡ ｄ ｉ ｒ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ＴＰ－

ｄ 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 ｌ ｅａｖ ａｇｅｏｆ ｍＲＮＡ ａｔ２ １ｔｏ２３ｎｕｃ ｌｅｏｔ ｉ ｄ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ｓ
［
Ｊ
］

．Ｃｅ ｌ ｌ
，
２０００

， １ ０ １

（
ｌ

）
：２ ５

－

３ ３ ．

［
１ ２３

］
Ｗａｎｇ

Ｋ
，
ＧａｏＹ

，
Ｐｅｎｇ 

Ｘ ｅ ｔ ａｌＵ ｓ ｉｎｇ 

ＦＡＭ  ｌａｂｅ ｌ ｅｄＤＮＡ ｏ ｌ ｉｇｏｓ ｔｏｄｏＲＮＡ ｅ ｌ ｅｃｔｒｏｐｈｏ ｒｅｔ ｉ ｃ

ｍ ｏ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ｓｈ ｉｆｔａｓｓａｙ ［

Ｊ
］

．Ｍｏ ｉＢ ｉｏ ｌＲｅｐ ，
２０ １ ０

，
３７

（
６
）

：２８７ １
－２８７５ ．

［
１ ２４

］ＺｈａｎｇＦ，Ｌ ｉＢ
，ＤｏｎｇＨｅ ｔａｌＹｄ ｉＶ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ｓＥｓｃｈｅｒ ｉｃｈ ｉａｃｏ ｌｉｆｅｒｒ ｉ ｃｕｐｔａｋｅｂｙ

ｍ ａｎ ｉ

ｐ
ｕ ｌａ ｔ ｉ ｎ

ｇ
ｔｈｅＤＮＡ －

ｂ ｉ ｎｄ ｉ ｎｇ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ｏｆ Ｆｕ ｒ ｉｎａＳ ｌｙ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 ａｎｎ ｅｒ

［
Ｊ
］

．Ｎｕｃ ｌ ｅ ｉ ｃＡ ｃ ｉ ｄｓ

Ｒｅｓ
，
２０２０

；
４ ８

（
１ ７

）
： ９５ ７ １

－９５ ８ ８ ．

［
１ ２５

］
Ｋａｂｅｙａ

Ｙ
５
Ｍ ｉｚｕ ｓｈ ｉｍ ａＮ

，
Ｕ ｅｎｏＴｅｔａｌＬＣ３

，ａｍ ａｍｍ ａ ｌ ｉ ａｎｈｏｍ ｏ ｌｏｇ
ｏｆ

ｙｅａｓｔ Ａｐｇ ８ｐ ，
ｉ ｓ

ｌｏｃａ ｌ ｉｚｅｄ ｉ ｎ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ｏｓｏｍ ｅｍ ｅｍｂｒａｎ ｅｓ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
ｖｏ ｌ１ ９

，ｐｇ
５ ７２０

，
２０００

） ［
Ｊ
］

．ＥｍｂｏＪ ，

２００３
，

２２
（

１ ７
）

：４ ５７７４５ ７７ ．

［
１ ２６

］
Ｒ ｉｄｄ ｉ ｈｏｕｇｈＧ ，Ｐｅ ｌ ｈ ａｍＨＲＢ ．Ａｎ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ｅｌ ｅｍ ｅｎ ｔ ｉｎｔｈｅ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Ｈ ｓｐ２７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
［
Ｊ
］

．ＥｍｂｏＪ
，

１ ９ ８７
，
６

（
１ ２

）
： ３ ７２９

－

３７３４ ．

［
１ ２７

］
Ａ ｎｔｏｎ ｉ ｅｗｓｋ ｉＣ ，Ｌａｖａ ｌＭ ，Ｌｅｐｅｓａ

ｎｔＪ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 ｒａ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 ｒｉ ｔ ｉ ｃａ ｌｔｏｔｈｅａｃｔ ｉｖ ｉ ｔｙ
ｏｆａｎ

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ｂ ｉｎｄ ｉ ｎｇ
ｓ ｉ ｔｅ

［
Ｊ
］

． Ｉｎ ｓｅｃｔＢ ｉｏｃｈ ｅｍＭｏ ｌ ｅｃ
，

１ ９９３
，
２３

（
１

）
： １ ０５ －

１ １ ４ ．

［
１ ２ ８

］Ｓ
ｈ ｉ ｒａ ｉＨ

，Ｋａｍ ｉｍ ｕ ｒａＭ
，Ｙａｍ ａｇｕｃｈ ｉＪｅ ｔａｌＴｗｏａｄ

ｊ
ａｃｅｎｔｃ ｉ ｓ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ｏｒｙ
ｅ ｌ ｅｍ ｅｎ ｔｓａｒｅ

ｒｅｑｕ ｉ ｒｅｄｆｏ ｒ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 ｓｐｏｎ ｓｅｏｆ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
（
ＥｃＲ

）
Ｂ １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

ｐｔ ｉｏｎ
［
Ｊ
］

，ＰＬｏＳＯｎ ｅ ，

２０ １ ２
，
７
（

ｌ ｌ

）
：ｅ４９３４８ ．

［
１ ２９

］ 
Ｋ ｌ ｉｏｎ ｓｋｙ 

ＤＪ
， 
Ａｂｄｅ ｌ

－Ａｚ ｉｚ ＡＫ
？ 
Ａｂｄｅ ｌｆａｔａｈ Ｓｅ ｔ ａｌＧｕ ｉｄｅ ｌ 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ａｓ ｓａｙｓｆｏｒｍ ｏｎ ｉ ｔｏｒ ｉ ｎｇ
ａ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
４ｔｈｅｄ ｉ ｔ ｉｏｎ

） ［
Ｊ
］

． Ａ ｕｔｏｐ
ｈａｇｙ，

２０２ １
７

１ ７
（

ｌ

）
： ｌ

－

３ ８２ ．

［
１ ３ ０

］
Ｊ ｉａｎｇ 

Ｊ
５
Ｃｈａｎ ＹＳ

？
ＬｏｈＹＨｅ ｔ ａｌＡ ｃｏｒｅＫ ｌｆ ｃ ｉ ｒｃｕ ｉ ｔｒｙ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ｓｅｌｆ－ｒｅｎｅｗａ ｌｏｆ ｅｍｂ ｒｙｏｎ ｉ ｃ

ｓｔｅｍｃｅ ｌ ｌ ｓ
［
Ｊ
］

．ＮａｔＣｅ ｌ ！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 ８

，１ ０
（
３
）

： ３ ５ ３
－３ ６０ ．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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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 １

］
Ｎｕｔｔａ ｌ ｌＦＱ ５

Ｎ ｇｏＡ
，Ｇ ａｎｎｏｎＭＣ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ｈ ｅｐａｔ ｉ ｃ

ｇ ｌｕｃｏ 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ａｎ ｄｔｈｅｒｏ ｌ ｅ

ｏｆ
ｇ

ｌ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 ｉｎｈｕｍ ａｎ ｓ ： ｉ ｓ 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

ｇ
ｌ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Ｊ
］

． 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Ｍ ｅｔａｂＲｅｓ

Ｒｅｖ
，
２００ ８

？
２４

（
６
）

：４３ ８－４５ ８ ．

［
１ ３２

］Ｓａ ｌ ｔ ｉ ｅ ｌＡＲ
；ＫａｈｎＣＲ ． Ｉｎｓｕ ｌ ｉ ｎｓ ｉｇｎａ

ｌ ｌ ｉ 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ｇｌｕｃｏｓｅａｎｄ ｌ ｉｐ 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 ｉ ｉ ｓｍ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
２００ Ｋ４ １ ４

（
６ ８ ６５

）
： ７９９－８０６ ．

［
１ ３ ３

］
Ｌ ｉｎＸＹ

，
ＳｍａｇｇｈｅＧ ．Ｒｏ ｌｅ ｓ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ｓｕ ｌ ｉｎ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
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ｉ ｎ ｓｅｃ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ｎｄ

ｏ ｒｇａｎｇｒｏｗｔｈ
［
Ｊ
］

．Ｐｅｐｔ ｉｄｅｓ
，
２０ １ ９

， １ ２２

［
１ ３４

］
Ｇａｂｂｏｕ

ｊ
Ｓ

，
Ｒｙｈ ａｎ ｅｎＳ

５
Ｍ ａｒｔ ｔ ｉ ｎｅｎＭｅ ｔ ａｈＡ ｌ ｔｅ ｒｅｄ ｉ ｎ ｓｕ ｌ ｉｎ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

ｉｎａ ｌｚｈ ｅ ｉｍ ｅｒ
＇

ｓｄ ｉ ｓｅａｓ ｅ

ｂｒａ ｉ ｎ
－

ｓｐｅｃ ｉａ ｌｅｍｐｈａｓ ｉ ｓｏｎＰ１ ３Ｋ －Ａｋ ｔ
ｐａ ｔｈｗａｙ ［

Ｊ
］

．Ｆ ｒｏｎ ｔ Ｎ ｅｕ ｒｏｓｃ ｉ

５
２０ １ ９

，１ ３
（
６２９

）
．

［
１ ３５

］
ＰａｎＪ

５Ｄ ｉＹＱ ？Ｌ ｉＹＢｅ ｌａ ｌ ．Ｉｎｓｕ ｌ ｉｎａｎｄ２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ｏｐｐｏｓｅ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ｈｅ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ｐ
ｈｏｓｐｈｏ

ｉｎｏ ｓ ｉ ｔ ｉ ｄｅ
－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 ｔｋ ｉｎａｓｅ－ １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 ｏｎｄｕ ｒ ｉｎｇ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ｕｐ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ＪＢ ｉｏ ｌ

Ｃｈｅｍ
，
２０ １ ８

，
２９３

（
４ ８

）
： １ ８６ １ ３ －

１ ８６２３ ．

［
１ ３ ６

］
Ｋ ｉｖ ｉ ｅ ｔＤＪ

，
Ｎ
ｇ
ｈｅＰ

，Ｗａ ｌ ｋｅｒ Ｎｅ ｔａｈＳ ｔｏ ｃｈ ａｓ ｔ ｉ ｃ ｉ ｔｙ
ｏｆ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 ｉｎｇｌ ｅ
？

ｃｅ ｌ ｌ ｌ ｅｖｅ ｌ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 １ ４ ．５ １ ４

（
７ ５２２

）
； ３ ７ ６

－

３ ７９ ．

［
１ ３７

］
Ｏ ｒｔｍ ａｙｒＫ

，Ｄｕｂｕ ｉ ｓＳ ，Ｚａｍｐ ｉｅ ｒ ｉＭ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
ｐｒｏ

ｆｉ ｌ ｉｎｇ
ｏｆ ｃ ａｎｃｅｒｃｅ ｌ ｌ ｓｒｅｖｅａ ｌｓ

ｇｅｎｏｍ ｅ
？

ｗ ｉｄｅｃｒｏｓ ｓｔａ ｌ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ａ ｌ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
Ｊ
］

．ＮａｔＣ ｏｍｍｕｎ
，２０ １ ９

，

】 ０
（

１

）
： ］ ８４ ］ ．

［
１ ３ ８

］
ＹｕｎｅｖａＭＯ

，
ＦａｎＴＷ

，
Ａ ｌ ｌｅｎＴＤｅｔａｈＴｈｅ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ｃ

ｐｒｏｆｉ ｌ ｅｏｆ ｔｕｍ ｏｒｓｄ 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ｂｏｔｈ

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 ｓ ｉｂ ｌ ｅ
ｇｅｎ ｅｔ ｉｃ ｌ ｅ ｓ ｉｏｎａｎｄｔ ｉ ｓｓｕｅｔｙｐｅ ［

Ｊ
］

．Ｃ ｅ ｌ ｌＭ ｅ ｔａｂ
，
２０ １ ２

，１ ５
（
２
）

： １ ５７－

１ ７０ ．

［
１ ３ ９

］
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ＬＫ

５
ＤｅＢｅｒａｒｄ ｉ ｎ ｉ ｓＲ Ｊ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ｐｒｏｍｏｔ ｉ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ｃｅ ｌ ｌｓｕｒｖ ｉｖａ ｌ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
Ｊ
］

． Ｎａｔ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５

，
１ ７

（
４

）
：
３ ５ １

－３ ５ ９ ．

［
１ ４０

］
Ｒｅｚｎ ｉｋＥ

，
ＷａｎｇＱ ５

ＬａＫｅ ｔａｌＭ ｉ 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ｌｒｅｓｐ
ｉ ｒａｔｏ ｒｙｇｅｎ

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ｉ ｓ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 ｎｍａｎｙ
ｃａｎｃｅｒｓ

［
Ｊ
］

．Ｅ ｌ ｉ ｆｅ
，
２０ １ ７

？
６

［
１ ４ １

］Ｋｎｏｅｄ ｌ ｅｒＪＲ
，ＤｅｎｖｅｒＲＪ ．ＫｒＯｐｐｅ ｌ

－

ｌ ｉｋ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ｒｅｅ ｆｆ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 ｉｇｎａ
ｌｍｇ ［

Ｊ
］

－ＧｅｎＣｏｍｐ
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

，
２０ １ ４

，
２０３

（
４９－５９

）
．

［
１ ４２

］
Ｍ ｉｚｕｓｈ ｉｍ ａＮ

，Ｌｅｖ ｉｎｅＢ
，ＣｕｅｒｖｏＡＭ

，Ｋ ｌ ｉｏｎ ｓｋｙ
ＤＪ ．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ｆｉｇｈ ｔｓｄ ｉ ｓｅａｓｅｔｈ ｒｏｕｇｈ

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ｓｅ ｌｆ
－ｄ ｉ

ｇｅｓｔ
ｉｏｎ

［
Ｊ
］

． Ｎａｔｕ ｒｅ
，
２００８

，
４５ １

（
７ １ ８２

）
：  １ ０６９

－

１ ０７５ ．

［
１ ４３

］
Ｍｕｋｈｏｐａ

ｄｈｙａｙ
Ｓ

，
ＰａｎｄａＰＫ

，Ｓ ｉｎｈａＮｅ ｔａｌＡｕｔｏ
ｐ
ｈａｇｙ

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ｗｈｅｒｅｄｏｔｈｅ
ｙ

ｍ ｅｅｔ？
［
Ｊ
］

． 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２０ １ ４

，１ ９
（
４
）

： ５ ５ ５
－

５６６ ．

［
１ ４４

］
ＷｕＨ

？
ＣｈｅＸ

７
Ｚｈ ｅｎｇＱ 

ｅ ｔ ａｌＣ ａｓ
ｐ
ａｓｅｓ ：ａｍｏ ｌ ｅｃｕ ｌａｒｓｗ ｉｔｃｈｎｏｄ ｅ ｉｎｔｈｅｃｒｏｓ ｓｔａ ｌｋ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Ｊ
］

．Ｉｎ ｔ ＪＢ ｉ ｏ ｌＳ ｃ ｉ
？
２０ １ ４

？
１ ０

（
９
）

： ］ ０７２ －

１ ０８３ ，

［
１ ４ ５

］
ＸｕｅＬ

，
Ｆ ｌｅｔｃｈｅｒＧＣ

７
Ｔｏ ｌ ｋｏｖｓｋｙ

ＡＭ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 ｓ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ｄｂｙ

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ｃｓ ｉｇｎａ ｌ ｌ ｉｎｇ
ｉｎ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 ｉ ｃ ｎｅｕｒｏｎ ｓ ： ａｎａ ｌｔｅｒｎａｔ ｉｖｅ ｍ ｅｃ 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ｄｅａｔｈｅｘｅｃｕｔ ｉｏｎ
［
Ｊ
］

． Ｍｏ ｌ Ｃ ｅ ｌ ｌ Ｎｅｕｒｏｓｃ ｉ
，１ ９９９

，

１ ４
（
３

）
： １ ８０－

１ ９８ ．

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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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４６

］
Ｗａ ｌ ｔｈｅｒ ＴＣ

，
Ｃ ｈｕｎｇ 

Ｊ
，
Ｆａｒｅｓｅ ＲＶ

， 
Ｊ ｒ．Ｌ ｉｐ ｉｄｄｒｏｐ

ｌ ｅｔ ｂ ｉｏｇｅｎ ｅｓ ｉ ｓ
［
Ｊ
］

． Ａ ｎｎｕＲｅｖＣｅ ｌ ｌ ＤｅｖＢ ｉ ｏ ｌ
，

２０ １ ７ ，３ ３
（
４９ １

－

５ １ ０
）

．

［
１ ４７

］
Ｔａｕｃｈ ｉ

－ＳａｔｏＫ
，Ｏｚｅｋ ｉＳ

，Ｈｏｕ
ｊ
ｏｕＴｅ ｔａｈＴｈ 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  ｌ ｉｐ ｉ ｄｄ ｒｏｐ ｌｅｔ ｓ ｉ ｓａ

ｐｈｏｓｐ
ｈｏ ｌ ｉｐ ｉ ｄ

ｍ ｏｎｏ ｌ ａｙｅｒｗ ｉ ｔｈａｕｎ ｉ

ｑ
ｕｅｆａｔｔｙ

ａｃ ｉｄ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 ］

．ＪＢ ｉｏ ｌＣｈ ｅｍ
３
２００２

，
２７７

（
４６

）
：４４５ ０７ －４４５ １ ２ ．

［
１ ４８

］Ｅｚａｋ ｉＪ
，Ｍ ａｔｓｕｍｏ ｔｏＮ

，Ｔａｋｅｄａ
－Ｅｚａｋ ｉＭｅ ｔａｌＬ ｉｖｅｒ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ｃｏｎ ｔｒ ｉ ｂｕｔｅｓｔｏｔｈｅ

ｍ ａ ｉｎ ｔｅｎ ａｎｃｅｏｆ ｂ ｌｏｏｄ
ｇ ｌｕ ｃｏｓｅａｎｄａｍ ｉｎｏａｃ ｉ ｄ ｌ ｅｖｅ ｌ ｓ

［
Ｊ
］

． 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２０ １ １

，
７
（
７

）
：７２７－

７３ ６ ．

［
１ ４９

］
Ｍ ａ ｌ ｌ ｅｔ ｔｅＬＥ

，
Ｅｘ ｔｏｎＪＨ

，
Ｐａ 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ｇ ｌｕｃａｇｏｎｏｎａｍ ｉ ｎｏａｃ ｉ ｄｔｒａｎ ｓｐｏ ｒｔａｎｄｕ ｔ ｉ ｌ ｉｚａ ｔ ｉ ｏｎ

ｉｎｔｈｅ
ｐｅｒ

ｆｕ ｓｅｄｒａｔ ｌ ｉｖ ｅ ｒ
［
Ｊ
］

．ＪＢ ｉｏ ｌＣ ｈｅｍ
，

１ ９６９
，
２４４

（
２０

）
： ５ ７２４－

５ ７２８ ．

［
１ ５０

］Ｎａｒｄ ｉＪＢ
，ＢｅｅＣＭ

，Ｗａ ｌ ｌ ａｃｅＣＬ ．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 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ｂｄｏｍ ｉｎａ ｌｅｐ ｉ ｔｈｅ ｌ ｉ ａ ｌｍ ｏｎｏ ｌ ａｙｅｒ

ｄｕ ｒ ｉ ｎｇ
ｔｈ ｅ ｌ ａｒｖａ－

ｐｕｐａ
－

ａｄｕ ｌ 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Ｍａｎｄｕｃａ
［
ｌ
＼

．Ｄｅｖ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８

，
４３ ８

（
１

）
：  １ ０ －２２ ．

［
１ ５ １

］
Ａ ｓｈ ｃｒｏｆｔＦＭ

？
Ｒｏｒｓｍ ａｎＰ．Ｄ ｉ ａｂｅｔｅｓｍｅ ｌ ｌ ｉ ｔｕ 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ｔａｃｅ ｌ ｌ ：ｔｈｅ ｌａｓ ｔｔ ｅｎ

ｙｅａｒｓ
［

Ｊ
］

．Ｃｅ ｌ ｌ

，

２０ １ ２
， １ ４８

（
６

）
： １ １ ６０

－

１ １ ７ １ ．

［

１ ５２
］
Ｐａｔ ｉ ｌＭＤ

，
Ｂｈ ａｕｍ ｉｋ Ｊ

５
Ｂａｂｙｋｕｔｔｙ

Ｓｅ ｔ ａｌＡｒｇ ｉｎ ｉｎ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 ｃｅｏｆ ｔｕｍ ｏｒ ｃｅ ｌ ｌ 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ｉ ｎｇ
ａ

ｃｈ ｉ ｎｋ ｉｎｃａｎ ｃｅ ｒ

＇

ｓａｒｍｏｒ
［
Ｊ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
２０ １ ６

，
３ ５

（
３ ８

）
：４９ ５７－４９７２ ．

［
１ ５３

］
Ｔｏｍ ｅＤ ．ＴＴｉ ｅｒｏ ｌ ｅｓｏｆ ｄ ｉｅｔａｒｙｇ ｌｕｔａｍ ａｔｅｉｎｔｈ ｅ ｉ ｎｔｅｓ ｔ ｉｎｅ

［
Ｊ
］

，ＡｎｎＮ ｕ ｔｒＭ ｅ ｔａｂ ．２０ １ ８ ．７３

Ｓ ｕｐｐ ｌ５
（

１ ５ －２０
）

．

［

１ ５４
］
ＡｗＳＳ

，
Ｌ ｉｍＩＫＨ

，
Ｔａｎｇ

ＭＸＭ
３
ＣｏｈｅｎＳＭ ． Ａ

ｇ
ｌ ｉ ｏ

－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ｖｅｒｏ ｌ ｅｏｆ ｍ ｉ ｒ
－２６３ ａｂｙ

ｔｕｎ ｉｎ
ｇ

ｓｅｎ ｓ ｉｔ ｉｖ ｉ ｔｙ
ｔｏ

ｇ Ｉ ｕｔａｍ ａｔｅ
［
Ｊ
］

．Ｃ ｅ ｌ ｌＲｅｐ ，
２０ １ ７

， １ ９
（
９
）

： １ ７８ ３
－

１ ７９３ ．

［
１ ５ ５

］
Ｌｅｇｅｎ ｄｒｅＦ，

ＭａｃＬｅａｎＡ
，
ＡｐｐａｎｎａＶＰ

，

Ａ
ｐｐａｎｎａＶＤ ．Ｂ ｉ ｏｃｈｅｍ ｉｃａ ｌ

ｐ
ａｔｈｗａｙｓｔｏａ ｌ

ｐ
ｈａ

－

ｋｅｔｏｇ ｌｕｔａｒａｔｅ
，ａｍｕ ｌ ｔ ｉ

－ｆａｃｅｔｅｄ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ｔｅ
［
Ｊ
］

．Ｗｏｒ ｌｄＪＭ ｉ ｃｒｏｂ ｉｏ ｌＢ ｉｏｔｅｃｈｎｏ ｌ

，
２０２０

，
３ ６

（
８
）

： １ ２ ３ ．

［
１ ５ ６

］Ｃ ｈｏｅＳ Ｓ
？ＨｕｈＪＹ

；ＨｗａｎｇＩＪｅ ｔａｌ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 ｓ ｓｕｅ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 ｉ ｔｓｒｏ ｌ ｅ ｉ ｎｅｎ ｅｒｇｙ

ｍ 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ａｎｄｍ 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ｃｄ ｉ ｓｏｒｄｅｒｓ
［
Ｊ
］

．Ｆｒｏｎ ｔ 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

（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 ，
２０ １ ６

？
７

（
３ ０

）
．

［
１ ５ ７

］
Ｇ ｏｎ ｃｈａｒｏｖａ ＥＡ ． ｍＴＯＲ ａｎｄ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 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ｉｎ ｌｕｎｇ 

ｄ ｉ ｓｅａｓｅｓ ： ｃｕｒｒｅｎ ｔ ｃｈａ ｌ 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ｐｅｕ ｔ ｉｃ
ｐｒｏｓ

ｐ
ｅｃ ｔｓ

［
Ｊ

］
．ＦＡ ＳＥＢ Ｊ

，
２０ １ ３

，
２７

（
５
）

：  １ ７９６－ １ ８０７ ．

［
１ ５ ８

］Ｔ ｉ ａｎＬ
，ＧｕｏＥ

？ＷａｎｇＳｅ ｔａ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ｌ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ｇ ｌｙｃｏ ｌ ｙｓ ｉ ｓｂｙ２０
－

ｈｙｄ 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ａｎｄ
ｊ
ｕｖｅｎ ｉ ｌ ｅｈｏ ｒｍｏｎｅ ｉｎ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ｔ ｉ ｓｓｕｅｓｏｆ ｔｈｅｓ ｉ ｌｋｗｏｒｍ
，
Ｂｏｍｂｙｘ Ｊ

．

Ｍｏ ｌ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
，
２０ １ ０

，
２

（
５
）

：２５５ －２６３ ．

［
１ ５ ９

］
Ａｇｕ ｉ ｌ ａＪＲ

，ＳｕｓｚｋｏＪ ，Ｇ ｉｂｂｓＡＧ
？Ｈｏ ｓｈ ｉｚａｋ ｉＤＫ ．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ｌ ａｒｖａ ｌｆａｔｃｅ ｌ ｌ ｓ ｉ ｎａｄｕ ｌ ｔ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
Ｓ
］

．ＪＥｘｐ
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７

，
２ １ ０

（
Ｐｔ６

）
：９５ ６－９６３ ，

［
１ ６０

］
Ｈｏ

ｐｐ
ＡＫ

，Ｇ ｒｕｔｅｒＰ
，Ｈｏｔｔ ｉｇｅｒＭＯ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ｇ
ｌｕｃｏｓｅ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ｂｙ

ＮＡＤ
（
＋

）
ａｎｄ

ＡＤＰ－

ｒ ｉｂｏｓｙ ｌ ａｔ ｉｏｎ卩 ］
． Ｃｅ ｌ ｌ ｓ

，

２０ １ ９
，
８

（
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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