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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肥胖诱发很多代谢性疾病 ， 已成为威胁人类公共卫生健康的重大隐患 。 脂肪组

织在人体代谢和能量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一

旦脂肪代谢异常即可诱发肥胖 。 人体

内主要含有 ２ 类脂肪组织 ： 白色脂肪组织以游离脂肪酸的形式储存脂质 ， 棕色脂肪

组织利用葡萄糖和脂肪酸通过非颤栗产热为机体抵御寒冷 ， 脂肪组织通过储存脂肪

并将其代谢产生热量供给生命活动 ， 可以消耗异常蓄积的脂肪 ， 由此可见 ， 保证脂

肪正常代谢可 以抑制肥胖发生。 已有研宄报道 了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ｌｎｃＲＮＡｓ ） 能够

抑制脂肪蓄积 ， 这些 ｌｎｃＲＮＡｓ 可能成为肥胖治疗的新靶标 。

ＩｎｃＲＮＡｓ 是
一

类不编码蛋 白质 的基因转录产物 ， 可通过与 ＤＮＡ／ＲＮＡ／蛋 白质相

互作用调控细胞发育和多种疾病过程。 最近的转录组测序研宄发现了 白色脂肪和棕

色脂肪组织中存在 ＩｎｃＲＮＡｓ 特异性表达 ， 这些 ＩｎｃＲＮＡｓ 调控脂肪代谢的作用机制

尚不清楚 。 研究基于脂肪组织注释的 ＩｎｃＲＮＡ 数据集 ， 发现了基因编码
一

个富含于棕色脂肪组织的 ＩｎｃＲＮＡ ， 将其命名为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 对其开展了调控脂肪代

谢的作用机制研宄 ， 实施研究方法和结果如下 ：

１ ． 基于生物信息学方法确认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棕色和 白色脂肪组织中为高表达状

态 。 然后利用 ＣＲＩＳＰＲ／ ＣＡＳ９ 技术成功培育 了基因敲除 Ｃ５ ７ＢＬ／６Ｊ 小 鼠 。

对野生型和基因敲除的小 鼠 ， 分别用正常词料喂养 ８ 周 以及高脂喂养 １ ２ 周 ， 对 比

每种词养方式小 鼠的生理功能差异 ， 发现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 鼠代谢水平和脂肪

组织发育造成显著影响 ， 出现如下表型 ： 正常词养条件下表现出皮下脂肪细胞扩张 、

胰岛素抵抗等 ； 高脂饲料饲养条件下肝脏出现了严重的脂质蓄积 ； 两种词养条件都

有脂肪细胞线粒体的质量和结构被严重破坏 ， 导致产热能力受损现象 。 表 明

ｌｎｃＲＮＡ ｌ１ 是保持小 鼠脂肪组织正常发育和代谢必不可少的分子。

２ ． 利用转录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发现了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诱发小 鼠脂肪代

谢紊乱的机制 。 ＬｎｃＲＮＡ ｌ１ 缺陷诱发棕色脂肪组织中产热和脂肪酸代谢通路被抑制 ，

同时 白色脂肪组织 Ｐ Ｉ３Ｋ－Ａｋｔ 等代谢通路被激活 ， 由此导致脂肪代谢紊乱 。 另外发

现 白色脂肪组织中与转录产生 ｍＲＮＡ 过程相关的基因表达量下调 ， 而后利用 ＲＮＡ

免疫沉淀和高分辨质谱分析方法 ， 发现了与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形成复合体的蛋 白质 ： 异质

核核糖核蛋 白 （ ｈｎＲＮＰＡ ｌ ） ， 它是
一

种调控 ＲＮＡ 发挥其功能的蛋 白质 。

３ ． 开展了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体在脂肪细胞诱导分化成熟过程中 的作用

机制研宄 。 发现在前脂肪细胞 ３Ｔ３
－Ｌ １ 中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诱发了促进脂肪细胞成熟

化相关基因 的表达上调 ， 明显降低了细胞 内脂质蓄积量 。 转录组学研宄结果也显示

ｈｎ＿Ａ ｌ 蛋 白过表达促进了与线粒体再生相关基因的表达 ， 激活 了细胞的产热和

３





ｍｍ


氧化磷酸化等代谢通路 。 利用 Ｃｏ－

ＩＰ 和高分辨质谱发现 了与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形成复合体

的蛋 白质 ： 丙酮酸激酶 Ｍ （ ＰＫＭ ） 。 已知 ＰＫＭ 是丙酮酸激酶的同工酶 ， 作为糖酵

解过程中的关键限速酶 ， 促进线粒体中 的葡萄糖代谢 。 因此 ，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物通过诱导 ＰＫＭ 的表达 ， 促进脂肪组织中线粒体内 的糖酵解 ， 满足了产热蛋

白 ＵＣＰ １ 解偶联进程中对 ＡＴＰ 的需求量 ， 从而减少 ＲＯＳ 的产生而实现保护线粒体

结构和产热代谢功能正常 。

总之 ， 本研宄首次发现了基因的转录产物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新功能 ， 它与

ｈｎ＿Ａ ｌ 形成复合体 ， 该复合体通过与 ＰＫＭ 形成三元复合体 ， 抑制 了脂肪细胞线

粒体生物功能紊乱而维持 了脂肪的正常代谢 。 因此 ， 维持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脂肪组织中

含量正常是创制治疗肥胖药物的新思路 。

关键词 ：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 棕色脂肪组织 ， 胰岛素抵抗 ， 线粒体 ， 丙酮酸激酶 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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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ａｉｎ ｓｔｗｏｍａ ｉｎｔｙｐｅｓｏｆ 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 ｓｓｕｅ ：Ｗｈ ｉ ｔｅ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ｉ ｓｓｕｅｓｔｏｒｅ ｓ ｌ ｉｐ ｉｄｓ

ｉｎｔｈｅｆｏ ｒｍｏｆｆｒｅｅｆａｔｔｙａｃ ｉｄｓ
，ｗｈ ｉ ｌｅ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ｉ ｓ ｓｕｅｂｕｍｓｏｆｆ

ｇ ｌｕｃｏｓｅａｎｄｆａｔｔｙ

ａｃ ｉｄｓｔｏｒｅｓ ｉｓｔｃｏ ｌ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ｏｎ
－

ｓｈ ｉｖｅｒ 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 ｓ ｓｕｅｃａｎｃｏｎｓｕｍ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 ｌ ｌ

ｙｓｔｏｒｅｄｆａｔ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ｈｅａｔｆｏｒｌ ｉｆｅａｃｔ ｉｖ ｉｔ ｉｅｓ
，ｔｈｕｓ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ｎｏｒｍａ ｌｆａｔ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ｃａｎ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ｏｂｅｓ ｉｔ
ｙ

．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ａｔ 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
ＩｎｃＲＮＡ ｓ

）ｃａｎ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ｆａｔ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 ｓｅＩｎｃＲＮＡｓｍａｙ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
ｔｎｅｗ ｔａｒｇｅ

ｔｓｆｏｒｏｂｅｓ ｉ ｔ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ＬｎｃＲＮＡｓａｒｅａｃ ｌａｓｓｏｆｎｏｎ－

ｐｒｏ
ｔｅ ｉｎ＿

ｃｏｄ 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ａｎ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ｃｅ ｌ ｌ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ｄ ｉ 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ＮＡ／ＲＮＡ／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ｓ ．

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ｃｒｉ
ｐ
ｔｏ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ｈａｖｅｆｏｕｎｄｓｐｅｃ ｉｆｉｃ ＩｎｃＲＮＡｓｉｎｗｈ ｉｔｅａｄ ｉｐｏｓｅ

ｔ ｉ ｓｓｕｅａｎｄ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 ｓ ｓｕｅ
，ｂｕｔ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ｏｆｔｈｅ ｓｅＩｎｃＲＮＡ ｓ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ｔ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ｒｅｍａｉｎｓｕｎｃ ｌｅａｒ ．Ｂ 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ＲＮ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ｎｏ ｔａｔｅｄｂｙ
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 ｓ

，
ｗｅ

ｆｏｕｎｄＧＭ４４３８６ｅｎｃｏｄｅｓａＩｎｃＲＮＡ
，ｗｈ ｉｃｈｉｓｒ ｉｃｈ ｉｎ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ｓ ．Ｗｅｎａｍｅｄ ｉｔ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ｔｓ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 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ｎｇ
ｆａｔ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ｒｅｓｕ ｌｔｓａｒｅａｓｆｏ ｌ ｌｏｗｓ ：

１ ．Ｗ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ｅｈｉ
ｇｈ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ＲＮＡ ｌ１ ｉｎ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 ｉ ｓ ｓｕ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ｂ ｉ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ｃ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ｎ
，ｗｅｂｒｅｄＧＭ４４３８６ｋｎｏｃｋｏｕｔＣ５７ＢＬ／６Ｊ

ｍ ｉｃｅｕｓ ｉｎｇ
ＣＲＩＳＰＲ７ＣＡＳ９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Ｗ ｉ ｌｄ－

ｔｙｐｅａｎｄｋｎｏｃｋｏｕｔｍ ｉｃｅｗｅｒｅｆｅｄｎｏｒｍａｌ

ｄ ｉｅｔｆｏｒ８ｗｅｅｋｓａｎｄｈ ｉｇｈ
－ｆａｔｄ ｉｅｔｆｏｒ １ ２ｗｅｅｋ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 ｌｙ ．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ｃｈ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ｍｏｄｅｍ ｉｃｅ

，ｗ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ｌｅｖｅ ｌａｎｄ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 ｓ ｓｕ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ｍ ｉｃｅ

，

ｓｈｏｗ ｉｎｇｔｈｅ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ｄ ｉ ｌａｔ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ｉｎｍ ｉｃｅｗ 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ｐａｔ ｉｃ ｌ ｉｐ ｉｄ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ｈ ｉｇｈ
－ｆａｔｄ ｉｅｔｍ ｉｃｅ ．Ｔｈｅ

ｑｕａ ｌ ｉｔｙ
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ｗｅｒｅ

ｓｅｒ ｉｏｕｓ ｌｙｄａｍａｇｅ
ｄ

，ｒｅｓｕ ｌｔｉｎｇｉｎ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 ．Ｔｈｅｓｅ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ｅｄ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ｏｆ ｍ ｉｃｅ ．

２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ｏｆｌ ｉｐ ｉ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ｄ ｉ 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ｎ

ｍ ｉｃｅｗａｓｄ ｉ 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 ｉｃｓａｎｄｂ ｉ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ｄｅｆｅｃｔｓ

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ｉｎｈ ｉｂ ｉ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ａｎｄｆａｔｔｙａｃ ｉ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ｉｎｂｒｏｗｎ

ａｄ ｉｐｏ ｓｅｔｉｓｓｕｅ
，
ｗｈ ｉ ｌｅｔｈｅＰＩ３Ｋ－Ａｋ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ｉｎｗｈ ｉｔｅ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

ｗ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
ｔｈｅｓｅｅｖｅｔｕａ ｌ ｌｙ

ｒｅ ｓｕ ｌ ｔｅｄ ｉｎ ｌ ｉｐ ｉ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ｄ ｉ 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ｍ ｉｃｅ ．Ｉｎａｄｄ ｉｔ ｉｏｎ
，

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ｔｅ ｉｎｓ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ＲＮＡ

ｐｒｏｃｅ ｓ ｓ ｉｎｇ
ｉｎｗｈ ｉｔｅａｄ 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 ｓｕｅｗａｓｄｏｗｎ－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ｎ
，ＲＮＡｉｍｍｕｎｏｐｒｅｃｉｐ 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ｅｓ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ｍａｓ 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ｉｄｅｎｔ ｉｆｙａｐｒｏｔｅ ｉｎｔｈａｔｆｏｒｍ ｓａｃｏｍｐ ｌｅｘｗ ｉｔｈ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ｎｕｃ ｌｅａｒｒ ｉｂｏｎｕｃ ｌｅｏｐｒｏｔｅ ｉｎＡ １（ｈｎＲＮＰＡ ｌ
） ，ａｐｒｏｔｅ ｉｎｔｈａｔ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Ｒ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
ａｎｄ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

３ ．Ｗｅｃａｒｒ ｉｅｄ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ｃｏｍｐ ｌｅｘ ｉｎ

ａｄｉｐｏｃｙ
ｔｅｓ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ａｔ ｉｏｎ ．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ｈｎＲＮＰＡ ｌｉｎ

３Ｔ３ －Ｌ １ｐｒｅ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ｓｕｐ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ｇ

ｅｎｅｓ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

ｍａｔｕｒ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ｌ ｉｐ ｉｄ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ｏｍ ｉｃ

ａｓ ｓａｙ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ｈｎＲＮＰＡ ｌ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 ｔｅ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ｇｅｎｅ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

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 ｓ ｉｓａｎｄ

ｏｘ ｉｄａｔ ｉｖ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 ｉｎｇ

ｗｉｔｈＣｏ－

ＩＰａｎｄｈ ｉｇｈｒｅｓ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ｗｅ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ｅｄａｐｒｏｔｅ ｉｎｐｙｒｕｖａｔｅｋ ｉｎａｓｅＭ（
ＰＫＭ

） ，
ｗｈ ｉｃｈｆｏｒｍｓａｃｏｍｐ ｌｅｘｗ ｉｔｈ

ｈｎＲＮＰＡ ｌ ．ＰＫＭｉｓｋｎｏｗｎｔｏｂｅａｎｉ ｓｏｅｎｚｙｍｅｏｆ
ｐｙｒｕｖａｔｅｋｉｎａｓｅ

，ａｎｄｉ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ｇ ｌｕｃｏｓｅ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ｉｎ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ａｓａｋｅｙｒａｔｅ
－

ｌ ｉｍ ｉｔ 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ｄｕｒｉｎｇｇ
ｌｙｃｏ ｌｙｓ ｉｓ ．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

ＩｎｃＲＮＡ 
１ １

－ｈｎＲＮＰＡ 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ｇ ｌｙｃｏ ｌｙｓ ｉ ｓｉｎ

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 ｓｓｕｅｂｙ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ＰＫＭ

，ａｎｄｔｈ ｉｓ
ｐｒｏｖ

ｉｄｅｓＡＴＰｆｏｒＵＣＰ Ｉ

ｕｎｃｏｕｐ ｌ 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ＲＯＳ

，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ａｌ 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 ｉｃ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

Ｉｎｃｏ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
，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ｔ ｉｍ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ｎｅｗ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 ｒ ｉｐ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ｏｆＧＭ４４３８６
ｇｅｎｅ ．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ｔ ｉｃａｌ ｌｙ ，ｗ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ｆｏｒｍｓａｔｅｒｒａ－

ｃｏｍｐ ｌｅｘｗ ｉ ｔｈｈｎＲＮＰＡ ｌａｎｄＰＫＭ．Ｔｈ ｉ ｓｃｏｍｐ ｌｅｘｃａｎｉｎｈｉｂ ｉｔ ｔｈｅｂ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ｏｆ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ａｎｄｍａ ｉｎｔａ ｉｎｔｈｅｎｏｎｎａ ｌ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ｏｆｆａ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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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目

肥胖己成为全球流行性疾病 ， 是引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险因素 。 世界卫生组织调

查发现从 １ ９７５ 年到 ２０ １ ６ 年 ， 全球 ５ －

１ ９ 岁儿童和青少年中超重或肥胖的患病率从

４％增加到 １ ８％ ， 增加 了 四倍多 ［
ｗ

］

。 在我国 ， 儿童 、 青少年 以及成人中 的超重和肥

胖率呈现迅速增加趋势 ， 《 中 国居 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 ２０２０ 年 ） 》 公布了我

国成年人的超重和肥胖率为 ５ ０ ．７％ ， 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率达到 １ ９％ ，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 ， 我国超重和肥胖人数将超 ２ ．６５ 亿 ［
５

］

。 超重和肥胖是导致如心血管疾病 、 二型糖

尿病 、 骨关节炎 、 某些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 ［
６
＿９

］

， 为了保障人民健康 ，

探明肥胖发生机制和发现防治方法是迫切需要开展的研宄课题 。

目 前治疗肥胖的方法主要有改变生活方式 （饮食和运动 ） 和药物治疗 。 已上市

药物大多数是通过靶向作用于进食回路的外周和神经中枢系统 ， 从而抑制机体的摄

食欲望或者抑制肠道对于脂肪酸的吸收 ， 此类药物可能诱发神经系统信号传递紊乱

导致情绪障碍等不 良反应 ， 治疗效果不佳 ［
１ （ ）

］

。 因此要实现创制肥胖的特效新药 ， 首

先要发现新的药物作用靶点 。

肥胖表现为异常或过量的脂肪积累 ，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身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

超过 ２５ 为超重 ， 超过 ３ ０ 为肥胖 。 脂肪组织是储存脂质的主要场所 ， 人体 内主要含

有 ２ 类脂肪组织 ： 白色脂肪组织 （ＷＡＴ ） 和棕色脂肪组织 （ ＢＡＴ ） 。 ＷＡＴ 存在于

不同 的解剖部位 ， 具有不同的代谢功能 。 内脏 ＷＡＴ 主要用于储存过量脂肪 ， 皮下

ＷＡＴ 除 了储存脂质还是
一

种 内分泌器官 ， 正常情况下可分泌瘦素 、 脂联素等脂肪

因子以及羟基脂肪酸支链脂肪酸酯 （ ＦＡＨＦＡｓ ） 等活性脂质分子 ， 功能紊乱失调时

则分泌更多 的促炎因子和胰岛素拮抗分子 ， 如 白细胞介素 －６（ ＩＬ －

６ ） 、 白细胞介素

－８（ ＩＬ －８ ） 、 视黄醇结合蛋 白 ４（ ＲＢＰ４ ） ［
ｎ

］

。 研宄发现 ＲＢＰ４ 表达量升高可诱导单

核细胞 、 树突状细胞 、 巨噬细胞中的炎症导致抗原呈递和免疫系统的激活 ， 诱发胰

岛素抵抗 ［
１ ２

］

。

ＷＡＴ 具有
一

定的扩张能力 ， 体 内过度蓄积的脂质可导致脂肪细胞扩大 （肥大

性肥胖 ） 或新的脂肪细胞数量代偿性增加 （增生性肥胖 ） ， 肥大性肥胖被认为与炎

症 、 胰岛素抵抗和 ２ 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发展密切相关 ［
１ ３

］

， 而增生性肥胖中皮

下脂肪组织的扩张可以有效地预防高热量膳食引起的代谢并发症Ｍ。 研宄发现 内脏

脂肪组织扩张的肥胖者比 同样肥胖但是偏重于皮下脂肪组织扩张的人患糖尿病和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大 ［
１ ５

］

。 因此认为在高热量饮食摄入后 ， 促进皮下脂肪组织的发

育对于抵抗肥胖和相关代谢性疾病有关键意义 。 另外 ， ＷＡＴ 具有很高的生理可塑

性 ， 研宄表明寒冷或Ｐ
－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可以增强脂肪细胞中的脂肪分解 ， 导

致
“

棕色样
”

脂肪细胞的 出现 ， 这些脂肪细胞中解偶联蛋 白 １（ＵＣＰ １ ） 含量较高 ， 表

７



Ｕ ，  ｉ＿

 ｜
０ ５


现出 与棕色脂肪细胞相似的代谢特征 ， 这对于能量代谢是有益的Ｍ 。

棕色脂肪组织 （ ＢＡＴ ） 在成年人体 内含量极少 ， 在新生儿和冬眠动物体 内较多 。

正 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 ＰＥＴ／ＣＴ ） 扫描证实在成人锁骨 、 腋窝 、 子宫颈和锥体

旁都分布着棕色脂肪组织 。 与 ＷＡＴ 相 比 ， ＢＡＴ 中毛细血管丰富 ， 细胞中含有大量

线粒体 ， 线粒体通过高表达解偶联蛋 白 １（ ＵＣ Ｐ １ ） ， 解偶联 ＡＴＰ 生成 中 的氧化磷

酸化产热 ， 脂质在棕色脂肪 中主要用作线粒体氧化碡酸化和产热的燃料 ， 这
一

过程

取决于 ＵＣＰ １ 活性 ， 是哺乳动物非颤栗性产热的重要方式 ［
１ ７

］

。

从能量代谢的角度看 ， 肥胖是 由 于能量的摄入超过能量的消耗 ， 增加能量消耗

己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减肥方式％ １ ９
１

。 机体摄入的能量除 了
一

部分用于生理需要 ，

大部分用 于代谢过程或在产热过程中丧失 ， 机体饮食或响应环境温度变化而耗散的

能量定 义为适应性产热 ， 这种适应性产热主要发生在骨骼肌和棕色脂肪组织 （ ＢＡＴ ）

的线粒体中 ， 受到精细调节 ［
２＼ 骨骼肌主要是通过颤栗产热 ， 而棕色脂肪组织是非

颤栗产热的主要方式 ， 在啮齿动物 中 ， ＢＡＴ 的产热潜力极大 ， 体重为 ３ ５ ０ －４００
ｇ 的

冷适应大 鼠 ， ３
ｇ

ＢＡＴ 的耗氧量大约是基础代谢率的 ２ 倍 在小 鼠 中诱导棕色脂

肪组织产热可 以保护小 鼠免于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 ［
２ ２

］

。 研宄发现 ， 成年人的棕色脂

肪含量少 ， 但是具有潜在活性 ， 活性 ＢＡＴ 的量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 ， 在 ６４ 岁 以上

的超重成人 中很少观察到 ， 这表明年龄相关性肥胖可能与 ＢＡＴ 活性的降低有关

因此 ， 从棕色脂肪组织的调控网络 中 ， 有望发现治疗肥胖症的新靶点 。

目 前 ， 大量研究 已经揭示脂肪的发育和产热过程是
一

个 由转录级联反应控制 的

复杂过程 ，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７（ ＰＰＡＲｙ ） 和 ＣＣＡＡＴ 增强子结合蛋 白 ａ

（ ＣＥＢ Ｐ ｃＯ 被认为是成脂过程的关键调控 因子 ， ＰＰＡＲｙ的功能是诱导数百个参与脂

质 和葡 萄糖代谢 的靶基 因表达包括线粒体生物合成和脂肪 因子分泌相关基 因 ，

Ｃ ＲＢＰ ｃｃ的功能是维持 ＰＰＡＲ
Ｙ的表达以及调节脂肪细胞基因亚群 ， 后者调节包括脂联

素分泌 、 胰 岛素依赖性葡萄糖摄取等过程＾ ２ ６
］

。 目 前使用 的抗糖尿病药物噻唑烷二

酮类 （ ＴＺＤ ｓ ） 的部分作用机制正是基于此 ， 通过 内源性激活 ＰＰＡＲｙ促进脂肪分化 ，

从而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胰 岛素敏感性和血糖控制能力 （ 其副作用 如骨折风险增加等

限制其使用 ， 需要开发新的胰 岛素增敏剂 ）
１

２ ７
１

。 另 外研宄发现强效 Ｐ ＰＡＲ
ｙ配体如罗

格列酮可 以诱导 白色脂肪细胞棕色化 ， 表现为线粒体中 ＵＣ Ｐ １ 表达量升高 ， 氧消耗

和脂质氧化显著增加 ， 该过程可能是 由于 ＰＰＡＲＹ配体相关的线粒体基因被诱导表达 ，

包括解偶联蛋 白 １（ ｔ／ｃｐｉ ） 、 细胞色素 Ｃ 氧化酶亚基 ８Ａ（ Ｃｏｘ％ ） 、 细胞色素 Ｃ 氧

化酶亚基 ７Ｂ（ Ｃｏｘ ７６ ） 等 ［
２ ８

】

。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Ｉ ｎ ｃＲＮＡ ） 是特定基因 的转录产物 ， 不能在核糖体中 实现编

码合成蛋 白质 。 ＩｎｃＲＮＡ ｓ 的表达受到多水平调节因素影响 ， 包括染色质重排 、 转录

调节和翻译调节 ， 并且 以不 同 的方式介导转录调节 ， 包括信号转导 、 蛋 白 质 －蛋 白质

相互作用支架 、 分子诱饵 以及基因组或转录组 中靶元件的 向导等 ［

２ ９
］

。 目 前 ， Ｉｎ ｃＲＮＡ 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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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证明参与脂肪形成 、 分化等不同阶段 ， 如在脂肪形成分化的早期阶段 ，
ＩｎｃＲＮＡｓ

被发现影响有丝分裂克隆扩增期 （ＭＣＥ ） 相关蛋 白和早期调节因子 ＣＥＢＰ
ｐ
／ａ的表达

［
３ Ｑ

］

。 在晚期阶段 ， ＩｎｃＲＮＡｓ 在多个水平上影响成脂转录因子 ＰＰＡＲ
Ｙ的表达 ， 如 Ｐ ｌｎｃ ｌ

通过抑制 ＤＮＡ 甲基化直接调节 ＰＰＡＲｙ
［
３ １

］

， ＮＥＡＴ １ 诱导 ＰＰＡＲｙ的 ｍＲＮＡ 剪接 ， 导

致其 ｍＲＮＡ 降解 ［
３２

】

。 研宄 己经将 ＩｎｃＲＮＡｓ 与肥胖表型和肥胖模型相关联 ， 如 Ｘｕ

等人证明 ＳＲＡ 基因敲除小 鼠能够抵抗高脂诱导的肥胖表型 ， 表现为脂肪含量减少 ，

脂肪肝和葡萄糖耐量改善 ［
３３

１

。 另外 ， ＲＮＡ 测序等高通量技术通过筛选肥胖患者和

瘦型患者脂肪组织 中 的全基因转录组 ， 已鉴定 出 多种脂肪发育代谢特异性相关

ＩｎｃＲＮＡｓ
！
３４

！

〇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根据脂肪组织注释的 ＩｎｃＲＮＡ 数据集发现了在棕色脂肪组织

中特异性高表达的
一

种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Ｍ
， 并将其命名为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 其作用机制 尚不清楚 ，

于是开展了其调控脂肪代谢作用机制研究 。 通过敲除 ＧＭＭ３Ｓ６ 基因构建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探宄小 鼠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失对脂肪组织和代谢表型的影响 ， 并对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和正常小 鼠的脂肪组织进行转录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 从转录组水平

上探宄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调控脂肪代谢机制 ； 而后通过 ＲＮＡ 免疫沉淀实验结合高分辨质

谱技术 ， 发现了与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相互作用 的蛋 白质 ： 异质核核糖核蛋 白 Ａ ｌ （ ｈｎＲＮＰＡ ｌ ） ，

在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内研宄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物调控脂肪细胞成熟化进

程中 的作用机制 ， 发现 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抑制脂肪代谢紊乱的新机制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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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组织分布及与原代脂肪细胞分化相关性

引言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是
一

类独特的转录物 ， 由 于缺乏功能性开放阅读框 ， 多数不

具有编码蛋 白质 的能力 ， 但其通过与 ＤＮＡ 、 ＲＮＡ 或蛋 白 质相互作用 ， 具有非常重

要的调控功能 ｜

２ ９
１

。 大量研 究证实 ， Ｉ ｎ ｃＲＮＡ ｓ 参与 了细胞发育和 多种疾病的调控过程

如心血管疾病 、 肝脏疾病 、 肾脏疾病 以及肥胖等代谢性疾病 ［

３ ６
】

。

研究表 明 Ｉ ｎｃＲＮＡ ｓ 在各类组织中 的表达具有组织特异性 ， 说明其与组织的功能

特异性密切相关 ［

３ ７
］

。 特别是围绕其在脂肪组织发育和功能调控中 的研宄近期有许多

新 的发现 。 Ｓ ｕｎＬｅ ｉ 等人利 用转录组测序 （ ＲＮＡ－

ｓｅｑ
） 和染色 质 免疫共沉淀测序

（ ＣＨ ＩＰ －

ｓｅ
ｑ

） 技术在棕色脂肪组织 （ ＢＡＴ ） 、 腹股沟 白色脂肪组织 （ ｉＷＡＴ ） 、 附

睾 白色脂肪组织 （ ｅＷＡＴ ） 中鉴定 了约 １ ５ ００ 个 Ｉ ｎｃＲＮＡ ｓ ， 包括 １ ２ ７ 个在 ＢＡＴ 分化

过程中特异性诱导表达的 Ｉ ｎｃＲＮＡ ｓ ， 其 中 ， Ｌｎ ｃ ＢＡＴＥ ｌ 被发现通过与异质核核糖核

蛋 白 Ｕ（ ｈｎＲＮＰＵ ） 结合调控棕色脂肪的发育和产热功能 ｔ％
。 另外 ， Ｚｈａｏ ｘｕｙｕｎ 等

定义 了
一

种新的棕色脂肪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Ｂ ｌｎｃ ｌ ） ， 发现 Ｂ ｌｎｃ ｌ 与 内源性蛋 白 ＥＢＦ２ 在

细胞中形成核糖核蛋 白转录复合物协同诱导脂肪组织中 ＵＣＰ １ 等产热程序的表达 ［
３ ９

］

。

Ｘ ｉ ｏｎ
ｇ ｙａｎ 等人报道 了ＩｎｃＲＮＡ（ ＡＫ ０７９ ９ １ ２ ） 富含于棕色脂肪组织且调控脂肪组织

线粒体功能和脂肪产热代谢过程 ， 在皮下脂肪中 的异位表达能激发皮下脂肪细胞 中

产热核心蛋 白 ＵＣＰ １ 的表达 。 这些研究揭示 了 ＩｎｃＲＮＡ ｓ 在脂肪发育和产热代谢中 的

重要调控作用 目 前除少数脂肪组织特异性 ＩｎｃＲＮＡ ｓ 的功能 比较明确 ， 大部分

ＩｎｃＲＮＡ ｓ 在脂肪细胞分化和产热 中 的功能和调控机制都未知 ， 值得深入研宄 。

本研究基于 已发表的脂肪组织注释 ＩｎｃＲＮＡ ｓ 数据集 ， 发现 你 基因 的转

录产物是
一

种 Ｉ ｎ ｃＲＮＡ ， 将其命名为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 本章节探究 了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二月 龄

小 鼠不 同组织中 的分布情况 ， 以及其在脂肪原代细胞分化成熟过程中 的表达情况 。

１ 实验材料

１ ． １ 实验动物

２ 月 龄 Ｓ ＰＦ 级雄性 Ｃ ５ ７Ｂ Ｌ／６ Ｊ 小 鼠 ， 体重 ： １ ８
－

２２
ｇ ， 购 自 北京维通利华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证号 ： ＳＣＸＫ（ 京 ） ２０２０ － ００ １ ０ 】 。 所有实验动物操作程序均

按照 中 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动物伦理委员会标准进行 ， 伦理审查编号 ：

ＳＬＸＤ
－ ２０２ １ １ ２２２ ０ １ ７ 。

１ ．２ 实验仪器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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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１ 实验仪器设备


名称


ｒｕ


ＰＣＲ 仪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Ｍａｓｔｅｒｃｙｃ ｌｅｒ？ Ｘ５０

荧光定量ＰＣＲ仪 Ｒｏｃｈｅ Ｌｉｇｈｔｃｙｃ ｌｅｒ？ ９６

微量分光光度计 Ｔｈｅｒｍｏ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２０００

高速台式冷冻离心机湖南湘仪 ＴＧＬ－

１ ６

涡旋振荡器海门市其林贝尔 ＱＬ
－９０ １

双人单面超净工作 台苏州净化 ＳＷ－ＣＪ
－２Ｄ 型

细胞培养箱 Ｔｈｅｒｍｏ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 ３ １ １

精密 电子分析天平上海海康 电子仪器厂 ＦＡ２ １ ４

立式蒸汽灭菌锅合肥华泰医疗设备 ＬＸ－Ｃ５ ０Ｌ 型

恒温水浴锅力辰科技ＨＨ－

１

电动离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厂 ＬＤＺ４ －０ ． ８



电子显微镜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ＣＫＸ３ １



１ ． ３ 实验试剂



表 １
－２ 实验试剂




ｒｍ


ＲＮＡｉｓｏＰ ｌｕｓ宝 日 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９ １ ０９

异丙醇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８０ １ ０９２ １ ８

三氯甲烷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 ０００６８ １ ８

乙醇 （分析纯 ）天津北联 ２０２２０４ １ ０

Ｐｒ ｉｍ ｅＳｃｒｉｐｔ

？
ＲＴ Ｍａｓｔｅｒ宝 日 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ＲＲ０３６Ａ

ＴＢ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ｅｍ ｉｘ Ｅｘ Ｔａｑ 

ＩＩ宝 日 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ＲＲ４２０Ａ

ＰＢＳ（ ｌ
ｘ

）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ＮＯ ．Ｐ １ ０２０

ＤＭＥＭ高糖培养基 Ｇ ｉｂｃｏ Ｃ １ １ ９９５ ５００ＢＴ

青霉素链霉素溶液ＨｙＣ ｌｏｎｅ ＳＶ３００ １ ０

０ ．２５％胰酶 ＨｙＣｌｏｎｅ ＳＨ３ ００４２ ．０ １

胎牛血清 Ｇ ｉｂｃｏ １ ００９ １ １ ４８

胶原酶 ＳＩＧＭＡ －ＡＬＤＲＩＣＨ Ｃ－０ １ ３ ０

３
－

ｉｓｏｂｕｔｙｌ
－

ｌ
－ｍｅｔｈｙ ｌｘａｎｔｈｉｎｅ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１ ７０ １ ８

Ｄｅｘａｍ ｅｔｈａｓｏｎｅ Ｓ 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Ｄ １ ７５６

重组人胰岛素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ＩＲ １ ４９０

Ｔｒ ｉ ｉｏｄｏｔｈｙｒｏｎｉｎｅ Ｓ 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Ｔ２８７７



ＤＭＳＯ


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Ｄ８３ ７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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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培养基配制 ： 每 ５０ｍＬ 高糖培养基加入 ５ ００
ｊ

ｘＬ 双抗 ， 备用 。

细胞完全培养基配制 ： 每 ４５ｍＬ 高糖培养基加入 ５ｍＬ 血清 、 ５ ００ 叫 双抗 ， 备

用 。

诱导液配制 ： ＩＢＭＸ 粉末用 ＤＭＳＯ 溶解为 ５ ８ ｍｇ／ｍＬ 的储存液 ； ＤＥＸＡ 粉末用

乙醇溶解为 ２ ．２ｍｇ／ｍＬ 的储存液 ， 利用不完全培养基稀释成 ４４
ｎｇ／ｍＬ 的储存液 ； 人

源胰岛素粉末用 ＨＣＬ（ ０ ．０２ ｍｏ ｌ／Ｌ ） 稀释成 １ｍｇ／ｍＬ 的储存液 。 在完全培养基中加

入诱导因子 ＩＢＭＸ 、 ＤＥＸＡ 、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储存液 ， 混匀 ， 最终配成各诱导因子 ＩＢＭＸ 、

ＤＥＸＡ 、 Ｉｎｓｕ ｌ ｉｎ终浓度为
０ ．５ｍＭ 、 Ｉ

ｊ

ｊＭ 、 １ ０ｍｇ／ｍＬ的诱导液 。

分化液配制 ： Ｔ３ 粉末用 ＮａＯＨ（ １ｍｏ Ｉ／Ｌ ） 溶解成 １ｍｇ
／ｍＬ 的储存液 。 在完全

培养基中加入分化因子 Ｔ３ 、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储存液 ， 混勾 ， 配制成分化因子 Ｔ３ 、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终

浓度为 Ｏ ． ｌ ｎＭ 、 ５ ｐｇ／ｍＬ 的分化液 。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ＲＴ－

ｑＰＣＲ 检测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在 Ｃ ５７ＢＬ／６Ｊ 小鼠各组织中的表达水平

２ ． １ １Ｃ５７ＢＬ／６Ｊ 小鼠各组织分离取材

Ｃ５７ＢＬ／６Ｊ 小 鼠适应性饲养
一

周 （饲养室温度 ： ２０

°

Ｃ ， 饲养室湿度 ： ４５±１ ５％ ，

昼夜明暗交替 ： １ ２ｈ／ １ ２ ｈ ， 自 由饮水 、 饮食 ） ， 适应性饲养结束后 ， 将小 鼠脱颈椎

处死 ， 酒精喷洒消毒 ， 剖开小 鼠腹腔 ， 快速剪取小鼠体内脾 、 肝 、 肺 、 肾 、 心组织 、

骨豁肌、 腹股沟脂肪组织 、 肩胛处的棕色脂肪组织和脑组织 ， 放入提前标记的去酶

管 ， 液氮中速冻 ， 存放于－ ８０

°

Ｃ冰箱待用 。

２ ． １ ２ ＲＮＡ提取

称取大约 ０ ． １
ｇ 各组织置于 １ ． ５ ｍＬ 去酶离心管中 ， 每管 中加入 １ｍＬ Ｔｒｉｚｏ ｌ 试剂 ，

冰上剪碎研磨 ， 每管加 ２００
ｐ
Ｌ 氯仿提取 ＲＮＡ ， 涡旋 、 静置、 离心 ， 转移水相 ， 加

入等体积异丙醇沉淀 ＲＮＡ ， 颠倒 、 静置 、 离心 ， 去上清液 ， 加入 ７ ５％乙醇 （ 乙醇 ：

ＤＥＰＣ 水 ＝

３ ： １ ） ， 洗涤 ＲＮＡ ２－

３ 次 、 离心 、 弃废液 、 倒置 、 晾干 ， 每管加入 ＤＥＰＣ

水溶解 ＲＮＡ 。 利用超微量分光光度计检测 ＲＮＡ 浓度 。

２ ． １ ３ＲＮＡ 反转录

采用 ２０
 ｆ
ｘＬ 反应体系 ， 在标记的 ０ ． １ｍＬ 去酶管 中加入 ４

 ｊ

ｘＬ５ ｘＰｒｉｍｅ ｓｃｒｉｐｔＲＴ

Ｍａｓｔｅｒ 和 １ ６
 ｆ
ｉＬ ＲＮＡ－ＤＥＰＣ 水 ， 保证每管中 ＲＮＡ 质量为 ２０００ｎｇ ， 混匀反应体系 ，

放入 ＰＣＲ仪中反转录 （反应程序 ： ３ ７
°

Ｃ １ ５ ｍ ｉｎ ，８５
°

Ｃ ５ ｓ ，４
°

Ｃ ５ ｍ ｉｎ ） ， 结束待

ｃＤＮＡ 样品冷却至室温 ， 每管加入 ６〇 Ｍ
Ｌ ｄｄ Ｈ２０ 稀释。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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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１ ４ＲＴ－

ｑ
ＰＣＲ 检测基因表达水平 ：

首先在八连排管中配制反应溶液 ， 基因 引物序列如表 １
－

３ ， 反应体系如表 １
－４ ：



表 １
－

３ 基因 引物序列


Ｇｅｎ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５

’

－

３
’

）


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５＾３

？

）


１８ｓＣＡＴＧＣＡＧＡＡＣＣＣＡＣＧＡＣＡＧＴＡＣＣＴＣＡＣＧＣＡＧＣＴＴＧＴＴＧＴＣＴＡ

ＧＭ４４３８６ＧＧＡＣＡＡＧＴＴＧＣＴＣＣＴＴＣＣＴＴＣＡＧＡＡＧＧＣＴＴＧＴＧＴＧＴＣＡＧＡ

Ｕｃｐｌ



ＡＧＧＣＴＴＣＣＡＧＴＡＣＣＡＴＴＡＧＧＴＣＴＧＡＧＴＧＡＧＧＣＡＡＡＧＣＴＧＡＴＴＴ



表 １
－４ 荧光定量 ＰＣＲ 反应体系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Ｖｏ ｌｕｍｅ
（ ＼

ｉＬ
）


ＴＢＧｒｅｅｎＰｒｅｍ ｉｘＥｘＴａｑ 

３３ ６ ．２５

Ｆｏｒｍｅｒ ０ ．２５

Ｐｒｉｍｅｒ ０ ．２５

ｃＤＮＡ ３

ｄｄ Ｈ２０ ２ ． ７５

Ｔｏｔａ ｌ １ ２ ． ５

混匀 ＰＣＲ 反应体系 ， 置于荧光定量 ＰＣＲ 仪中 ， 设置反应程序 ， 如下 ：



表 １
－

５ 荧光定量 ＰＣＲ 反应程序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ｅｐ


Ｃｙｃ ｌｅ

Ｐｒｅ ｉｎｃｕｂａｔ ｉｏｎ ９５

°

Ｃｆｏｒ ３ ０ｓ １

９５

°

Ｃｆｏｒ１ ０ｓ

３Ｓ ｔｅｐ 
Ａｍｐ ｌ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 ５５

°

Ｃｆｏｒ ３ ０ｓ ４０

７２

°

Ｃｆｏｒ１ ５ｓ

９５

°

Ｃｆｏｒ１ ０ｓ

Ｍｅｌｔ ｉｎｇ ６５
０

Ｃｆｏｒ ６０ｓ １



９７

°

Ｃｆｏｒ１ｓ



２ ．２ 检测 Ｃ ５ ７ ＢＬ／６Ｊ 小鼠脂肪原代细胞诱导分化过程中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

２ ．２ １ 取 Ｃ ５７ＢＬ／６Ｊ 小鼠脂肪原代细胞

十二孔板每孔加入 ｌ ｍＬ ＰＢＳ（ １％ Ｐ／Ｓ ） ， 小 鼠脱颈椎处死 ， 浸入 ７ ５％酒精消

毒 ， 用无菌剪小心分离剪取棕色脂肪组织和腹股沟 白色脂肪组织 ， 在十二孔板的

ＰＢＳ 液中清洗后放至纸 巾上吸干水分 ， 转移至 １ ． ５ｍＬ 无菌离心管 中剪碎至无明显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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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状 ， 再转移至 １ ５ｍＬ 离心管 ， 每管加入 ３ｍ ｌ 胶原酶溶液 （ １ ． ５ｍｇ／ｍＬ ） ， 混匀 ，

３ ７

°

Ｃ水浴 ， 消化 １ ３ｍ ｉｎ ， 完全培养基终止消化 ，
１ 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５ｍ ｉｎ ， 转移底部细

胞沉淀至新的无菌离心管 ， 加完全培养基 ， 吹散 ， 接种至十二孔板 ， 放入细胞培养

箱培养 （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 ） ，２４ｈ 后换上新鲜培养基 ， 每隔 ４８ｈ 更换
一

次培养基 。

２ ．２２ 脂肪原代细胞诱导分化

待细胞生长状态 良好 ， 密度达到 ３０％－４０％时 ， 更换新鲜配制诱导液 ， ４８ｈ 后继

续更换第二次诱导液 ， 诱导 ４ 天 ， 更换新鲜配制分化液 ， 分化 ４ 天 ， 显微镜下观察

到细胞内部含有大量脂滴 ， 表明脂肪原代细胞分化成熟 。

２ ．２３ 检测脂肪原代细胞中相关基因表达水平

从脂肪原代细胞进入诱导分化过程开始 ， 收集 ０ 、 ２ 、 ４ 、 ６ 、 ８ 天的细胞 ， 十二

孔板每孔加入 ５００
ｐ
Ｌ Ｔｒｉｚｏ ｌ 试剂 ， 冰上孵育 ５ｍｉｎ ， 吹散细胞 ， 收集到 １ ． ５ｍＬ 去酶

管中 ， 每管加入 １ ００ 叫 氯仿 ， 按照 ３ ． １ ２－３ ． １ ４ 方法提取细胞中总 ＲＮＡ ， 检测原代细

胞在诱导分化第 ０ 、 ２ 、 ４ 、 ６ 、 ８ 天时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 ＵＣＰ １ 的转录水平 。

２ ． ３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 ｉｓｍ６ ．０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表示为 Ｍｅａｎ土

ＳＥＭ 。 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组间 ｒ检验 。 Ｐ ＜０ ．０ ５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３ 实验结果

３ ． １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棕色脂肪组织中特异性高表达

利用 ＲＴ－

ｑＰＣＲ 检测手段检测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在普通 ２ 月龄 Ｃ５７ＢＬ／６Ｊ 小 鼠各组织器

官中 的表达水平 ， 结果显示该基因在脑 、 肾 、 心 、 肌肉 、 脂肪组织中广泛表达 ， 以

在脾中 的表达量为标准 ，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肝脏中 的表达量是脾中 的 ３ ．２６ 倍 ， 在肺中的

表达量是脾中 的 ３ ．４ 倍 ， 在脑中的表达量是脾中的 １ ５ 倍 ， 在肾脏中的表达量是脾中

的 １ １ ５ 倍 ， 在肌肉中的表达量是脾中的 ２ １ ２ 倍 ， 在心脏中 的表达量是脾中的 ７３ ８ 倍 ，

在棕色脂肪中的表达量是脾中的 １ ５００ 倍 ， 在皮下脂肪中的表达量是脾中 的 ４０ 倍 ，

结果表明其在棕色脂肪组织中表达量最高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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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２ ００ ０ 
－

．１ Ｔ
Ｓ １ ５０ ０ 

－

广
０ ＞

＜ ＊ ＊ ＊

ｉ ｌ ｏｏ ｏ
－

｜—
３ ５０ ０

－

＊ ＊ ＊■

０
＾￣

Ｉ



１



１



Ｔ

图 １
－

ｌ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在 ２ 月 龄 Ｃ ５ ７ ＢＬ／ ６ Ｊ 小 鼠各组织器官中 的表达水平 。 ｎ

＝

６ 。

…

尸 ＜ ０ ． ０ ０ １ ， 以

脾脏中 的表达水平为参照 。

３ ．２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表达量与脂肪细胞分化相关

本研究取 Ｃ ５ ７ＢＬ／６ Ｊ 幼 鼠脂肪原代细胞诱导分化成成熟脂肪细胞 ， 收集诱导分

化第 ０ 、 ２ 、 ４ 、 ６ 和 ８ 天的细胞 ， 检测细胞中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和关键产热蛋 白 ＵＣ Ｐ １ 的转

录水平 。 结果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转录水平随着脂肪原代细胞分化过程逐渐升高 ， 其

在棕色脂肪原代细胞分化末期 的转录水平为分化第 ０ 天的 ２ ． ６６ 倍 ， 在皮下脂肪原代

细胞分化末期 的转录水平为分化第 ０ 天的 １ ．７４ 倍 。 同 时分化过程中关键产热蛋 白

（ＪＣＰ １ 的转录水平也显著升高 ， ＵＣ Ｐ １ 在棕色脂肪原代细胞分化末期的转录水平为分

化第 ０ 天的 ２０ ． ６ 倍 ， 在皮下脂肪原代细胞分化末期的转录水平为分化第 ０ 天的 ２ ． １ ６

倍 。 这表明 ，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的表达水平与脂肪细胞的分化相关 。

Ａ Ｂ
ＢＡＴ—ＵＣＰ １ ｉ ＶＶＡＴ ＵＣＰ １

Ｉ
２ ５

－

１
？ＬｎｃＲＮ

＾
Ｈ—Ｌｎ ｃＲ ＮＡ １ １

１ Ｔ ５
２ － ５

ｌ
“

Ｉ２ ０
－ Ａ Ｉ

ｓ／ ｇ
２ ０

．

／

＼

＂

Ｉ／｜ ， ５
．^

ｎ—４＾ｉ

：

〇
Ｊ

，



．



，



．

＾〇 ． 〇
Ｊ￣

．



．



１



．



１

—

０ ２ ４ ６ ０ ２ ４ ６ ８

Ｄａ
ｙｓ

Ｄ ａｙｓ

图 ｌ
－２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和 ＵＣＰ ｌ 随脂肪细胞分化过程的表达变化趋势 。 （ Ａ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１ 和 ＵＣ Ｐ １ 随

棕色脂肪原代细胞分化过程的表达水平 。 （ Ｂ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１ 和 ＵＣ Ｐ １ 随腹股沟 白 色脂肪原代细胞

分化过程的表达水平 。 ｎ 

＝

６ 。

＊ ＊

Ｆ ＜ ０ ． ０ １ ，
＿

Ｐ ＜ ０ ． ００ １ ， 分化天数 ｖ ｓ ． 分化 ０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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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过量的脂肪积累是肥胖诱发糖尿病 、 心脑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等严重疾病的重

要因素 。 目 前在转录层面对脂肪组织的形成和代谢进行 了充分研究 ， 脂肪形成是
一

个 由转录级联反应控制 的复杂过程 ， 其 中 ＰＰＡＲｙ和 ＣＥＢＰａ是脂肪分化调控网络中

的关键转录因子 ｔ

２６
，
４ １

］

。 ＬｎｃＲＮＡ ｓ 是近年来发现的
一

类新兴调控因子 ， 能够与转录因

子结合从表观遗传学层面调控脂肪组织发育和产热功能￥ １

。 研宄证 明存在棕色脂肪

组织特异性表达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ｓ ， 如 Ｂ ｌｎ ｃ ｌ 、 ｌ ｎｃ
－ＢＡＴＥ ｌ ， 调控棕色脂肪发育和产热功能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是通过转录组测序技术鉴定 出 的在棕色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的

Ｉｎ ｃＲＮＡ ， 它是否 同样在棕色脂肪组织中发挥相似的调控作用 尚未可知 。

本章研宄首先通过 ＲＴ －

ｑ
ＰＣＲ 技术检测 Ｉｎ ｃＲＮＡ ｌ１ 在二月 龄 Ｃ ５ ７ＢＬ／６ Ｊ 小 鼠不 同

组织中 的转录水平 ， 验证 了转录组测序结果 ， 数据显示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脑 、 肾 、 心 、

肌肉 、 脂肪组织中均有表达 ， 特别是在心肌 、 骨骼肌 以及棕色脂肪组织 中 的表达水

平显著高于其它组织 。 提取小 鼠脂肪原代细胞诱导分化成熟 ， 检测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这

个过程 中 的表达水平变化 ， 结果发现随着细胞分化 ，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伴随脂肪细胞 中

ＵＣＰ １ 蛋 白表达量逐渐升高 。 ＵＣＰ １ 是
一

类在棕色脂肪细胞和部分类棕色脂肪细胞 中

特异性表达的解偶联蛋 白 ， 脂肪细胞在 ＵＣＰ １ 介导的产热基因程序作用 下将葡萄糖

和脂质 中 的化学能转化为热能？ 。 研究发现健康人身体中含有大量 ＵＣＰ １ 高表达脂

肪细胞 ， 而在肥胖患者和老年人体 内 ＵＣＰ １ 表达活性较低 ， 激活脂肪细胞 中 ＵＣＰ １

介导的产热基因程序表达可 以增加全身能量消耗 ，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口 ，

４ ３＾
１

。 因此

探索促进脂肪细胞发育和 ＵＣＰ １ 产热基因程序表达的调控因子对于肥胖患者改善过

度脂肪蓄积有重要意义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心肌 、 骨骼肌和棕色脂肪组织 中 高表达 ， 而

这些组织均富含线粒体 ， 尤其是棕色脂肪组织含有丰富 的线粒体 ， 而线粒体是 ＵＣＰ １

表达和产热的主要场所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是否参与调控脂肪组织发育和产热功能有待

进
一

步探究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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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鼠代谢及脂肪组织的影响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肥胖是指体 内 出现异常或过度脂肪堆积 ， 其判断指标为 ＢＭＩ

之 ３０ ｋｇ／ｍ
２

， 针对亚洲人群 ， 肥胖临界点为 ＢＭ Ｉ
＝

２８ ｋｇ／ｍ
２

。 事实上 ， 肥胖症是
一

种

代谢紊乱疾病 ， 传统观点认为肥胖的发生主要原因是能量稳态失调 ， 多余的能量储

存在脂肪细胞中 ， 导致脂肪组织病理性扩张 ［
４６

］

， 脂肪细胞储存脂质超载 ， 容易造成

脂类物质异位积聚在组织或器官中 引发局部炎症或组织代谢功能受损 ， 导致肥胖症

者 出现与代谢失调相关的其它合并症 ， 如肥胖引发胰岛素抵抗导致胰岛功能恶化诱

发二型糖尿病 ， 更严重的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 脂肪性肝炎 、 肾小球硬化 、 胆结

石等 ［
４７

］

。

脂肪组织是
一

个分布在全身的动态器官 ， 与肥胖等代谢紊乱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密切相关 。 研宄表明哺乳动物体内至少含有两类主要的脂肪组织 ．

？ 棕色脂肪组织和

白色脂肪组织 。 棕色脂肪组织主要参与能量消耗 ， 其含有丰富的线粒体 ， 高表达解

偶联蛋 白 １（ＵＣＰ １ ） ， 发生线粒体呼吸与 ＡＴＰ 合成解偶联 ， 将呼吸链电子传递过

程中 的 Ｈ
＋

电位差转换成热能 ， 提供产热维持机体核心体温 ［
４５

］

。 白色脂肪组织主要

以甘油三酯 （ ＴＧ ） 的形式储存脂质 ， 可以通过脂肪细胞扩大和细胞增殖分化储存多

余能量 ［
１ ４

］

。 脂肪细胞扩大与炎症 、 代谢紊乱密切相关 ， 相反 ， 促进脂肪组织分化发

育有利于抵抗肥胖和相关代谢疾病 。 另外 ， 皮下脂肪组织具有高度可塑性 ， 在肾上

腺素 、 冷刺激 、 运动等作用下可转分化为类棕色脂肪细胞 （米色脂肪细胞 ） ， 表现

为 ＵＣＰ １ 表达量升高 ， 产热活性增加 ， 称为棕色化％ 
４９

］

。 棕色脂肪组织和米色脂肪

组织在体内 的代谢特征相似 ， 都能摄取葡萄糖和脂肪酸 ， 参与调节全身糖脂代谢过

程 ， 这类脂肪组织可以清除甘油三酯 、 释放细胞因子和减轻胰岛素抵抗 ， 表现出对

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改善作用 ［
４ ８

］

。 因此 ， 了解棕色脂肪组织耗能产热和 白

色脂肪组织发育分化的生物学过程并寻找相关的调控基因 ， 有利于设计新的靶点和

治疗策略对抗肥胖及其诱发的代谢紊乱相关疾病 。

前期实验研宄 己经确定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棕色脂肪组织中特异性高表达 ， 且其表达

水平随着脂肪原代细胞分化而逐渐升高 。 为进
一

步探宄其是否参与调控脂肪组织分

化和代谢过程 ， 本章研究中构建了基因敲除小 鼠 ， 选取同 窝野生型小 鼠

和基因敲除小 鼠 ， 分别用正常饲料喂养 ８ 周 以及高脂喂养 １ ２ 周 ， 对比每种饲养方

式小 鼠的生理功能差异 ， 通过检测小 鼠的相关代谢指标系统研宄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

小 鼠脂肪组织和代谢功能的影响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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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构建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鼠模型

１ 实验材料

１ ． １ 实验动物

基因敲除小 鼠 由北京唯 尚立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构建 【 合 同编号 ：

ＦＷ２０ １ ７０ ８ ０ ５ －０ １ ＺＥＤ 】 ， 和生产 【合格证号 ： ＳＣＸＫ（ 京 ） ２０２０ －

０ ０ １ ０ 】 。 所有实验

动物操作程序均按照 中 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动物伦理委员会标准进行 ， 伦

理审查编号 ： ＳＬＸＤ －２０２ １ ０３ １ ４０ １ ７ 。

１ ． ２ 实验试剂



表 ２ －

１ 实验试剂


 

ＥＤＴＡ国药集 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Ｈ２２ ４ １ ９２ ６

Ｎ ａＯＨ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 ０ ０ １ ９ ７ ６２

Ｍ ｉｇｈ ｔｙＡｍ ｐ

？
Ｇ ｅｎｏ ｔｙｐ ｉｎｇ

Ｋ ｉ ｔ宝 日 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Ｒ０７４Ａ

Ｔｒ ｉ ｓ
－ＨＣ ｌ索莱宝科技有限公 司 Ｔ８２３ ０

西班牙琼脂糖贝 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ＢＹ －Ｒ０ １ ０ ０

５ 〇 ｘ ＴＡＥ博奧拓达科技有限公司 Ｔｏ
ｐ０ ７ ５ １

核酸染料博奥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ＢＨ） ７０ ０ １

ＤＮＡＬｏａｄ 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 ｒＮｏｖｏｐｒｏ ｔｅ ｉ ｎＮ 〇 ：ＤＭ ０ ９９



ＤＮＡｍ ａ ｒｋｅ ｒ



博奥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ＢＤ ＩＴ０Ｑ３ ９

碱液配制 ： 称取 ５ ０
ｇ
Ｎ ａＯＨ ， 加入 ２０ｍＬＥＤＴＡ 溶液 （ ０ ． ５ｍｏ ｌ／Ｌ ） ， 再加入 １Ｌ

ｄｄ Ｈ ２０ ， 混匀 。

中和液配制 ： 称取 ３ １ ５ ． ２
ｇ
Ｔｒ ｉ ｓ

－ＨＣ ｌ 粉末 ， 加入 ｌ Ｌ ｄｄ Ｈ ２０ ， 混匀 ， 调 ｐ
Ｈ 值为

５ ． ０ 〇

１ ． ３ 实验仪器



表 ２ －２ 实验仪器设备


 

恒温金属浴 ＬＥＯ ＰＡＲＤ Ｇ １ ２ ０ ０

ＰＣＲ
仪 Ｅ

ｐ ｐ
ｅｎｄｏ ｒ ｆＭａ ｓ ｔｅ ｒｃｙｃ

ｌ ｅ ｒ？ Ｘ ５ ０

水平 电泳槽 美 国 伯乐 １ ７０４４ ８ ６



紫外分析仪


其林 贝尔


ＧＬ －

３ １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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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鼠的构建

根据 ＧＭ／４３恥 基因 的基因组序列结构 ， 设计 Ｃ Ｒ Ｉ Ｓ ＰＲ 靶点 ： 如下 图 ， 货６

基因具有两个外显子 ， 将 ｅｘｏｎ ｌ
－２删除后 ，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失去功能 。 因此在 ｌ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２０ １

的 ｅｘｏｎ ｌ
－２ 两边的两端设计 ｃ ａ ｓ９ 靶点 ， 实现将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２０ 丨 敲除 。 根据 抛

基 因组序列 设计靶点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
－Ｌ －

ｇ
２（ ５

’

－ＴＡＴＴＴＧＡＴＴＧＡＴＴＡＴＣＣＣＴＧＧ －

３
，

） 和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Ｒ －

ｇ
２（ ５

，

－ＧＧＡＴＣＡＴＣＣＡＴＧＧＴＧＴＴＡＡＧＧ －

３
’

） 。 将ｇ
ＲＮＡ与ｓｐＣ ａｓ ９蛋

白
一

起显微注射小 鼠受精卵 ， 对 出生后 ２ 周龄小 鼠进行基因型分析 、 鉴定和基因测

序 ， 获得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片段敲除的小 鼠 。

基 因 型 检测ＰＣＲ引 物ＧＭＷ３Ｓ６－Ｆ ：５

’

－ＧＡＡＧＡＴＡＣＣＣＣＴＣＣＣＣＡＡＴＣ －

３
’

，

ＧＭ４４３８６－Ｒ ＼ ：５ 

＇

－ＧＡＧＣＴＴＧＧＧＡＴＣＣＣＴＣＡＴＴＧ －

３
５

 ，ＧＭ４４３８６－Ｒ２ ：

５
’

－ＣＡＴＡＡＴＡＧＣＧＡＧＣＣＴＧＴＣＴ－３
’

。 发生片段敲 除 后 预 期 ＰＣ Ｒ 片 段大 小 为 ４００

ｂ
ｐ

－

５ ００ｂ
ｐ
左右 ， 测序 引 物选择本Ｏ你－Ｆ２ ：５

’

－ＣＡＧＣＣＴＧＧＡＣＴＡＡＧＡＡＧＡＡ－

３

’

，

ＧＭ４４３ ？＾－Ｒ２ ：５

’

－ＧＣＡＡＴＴＡＣＡＧＧＣＡＴＧＡＧＴＣ －

３

’

。 将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缺陷小 鼠与野生

型小 鼠交配 ， 出生的小 鼠两周龄后进行基因 型鉴定 ， 建立稳定遗传的 Ｆ １ 代小 鼠 。



－



－

 Ｆ
ｇ
ｆ ｗ ａ ｒ ａ

＾＾
ｔ

ｒ ａ ｒ ａ
ｊ^

Ｃ
－

£ Ｊ Ｃ ；  Ｃ Ｃ Ｃ ￡ ｔ ， ５ Ｇ ？ ｅ 〇 Ｃ ０ ＜

：， ５ １ Ｃ Ｃ Ｃ Ｃ Ｓ －

；  Ｚ ｌ ： Ｃ
－

£ ５ １ ； ： ： Ｃ Ｇ Ｓ ５ １

－

５ Ｃ Ｃ Ｃ Ｃ Ｃ ； ； ： ！
； Ｃ Ｓ ｈ ５ ； ； Ｃ ；

＾

Ｇｅ ｎ ｅ ｓ ＇

（
Ｃｏｍｐ ｒ ｅｈ ｅｎ ｓ ｉ ｖ ｅ  ｓｅ ｔ ． 

Ｉ

ｔ

ａ

Ｉ

１

？

ＣＣｐｍ ｐ ｒ ｅｈ ｅｎ ， ｉ ｙ ｅ  ９ｅ ｔ ． ． ．

 Ｉ ｎＳ ｆｆｆ
３ ０６

＇

２ ° ｌ

．

Ｒ 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ｏ ｒ ｙ 
Ｂ ｕ ｉ

ｌ
ｄ ＩＷＷＢＢＷｉ ＼ＷＷＭＭＢＷＢＷｉ

Ｓ６ ５ ０ ５ ．
ＣＣＯＭ ． ５ ０ ７

．
５ ００ ８ ６

．
３ １ ０ ． ０００ ８ ６ ３ １ ２ ． ５ ００ Ｑ ６ ５ １ ５ ．

０００ Ｓ ６ ３ １ ７ ． ３ ０ ０ ８６ ． ５ ２ ０ ． ０ＣＯ ８６ ． ５ ２ ２ ． ３００ Ｓ ６ ． ５ ２ ５ ． ０００

ｉ ｔ ｒ ａｒｃ  ２ ２ ３８  ｋ ｔ


１

图 ２ －

１ 基因组序列结构

２ ． ２ＰＣＲ 鉴定小鼠基因型

剪取 １ 到 ２ 周龄小 鼠 的耳朵或指 甲 于标记的 １ ． ５ｍＬ 去酶离心管中 ， 每管加入

７ ５
ｐＬ 预先配制 的碱液 ， 置于金属浴 中 １ ００

°

Ｃ加热 ３ ０ 分钟 ， 取出 ， 晾至室温 ， 每管

继续加入 ７ ５预先配制 的 中和液 ， 振荡 ， 离心取上清液 ， 得到 ＤＮＡ 样品 。

在标记 ８ 连排中配制 ＤＮＡ 扩增溶液 ， 体系如下表 ：



表 ２ －

３ＤＮＡ 扩增体系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Ｖ ｏ ｌ ｕｍ ｅ
（ ｜

ｉＬ
）


ＤＮＡ样品 １ ． ２ ５

Ｅｎｚｙｍ ｅ ０ ． ５

Ｐｒ ｉｍ ｅ ｒ（ Ｆ＋Ｒ ） １ ． ５



２ ｘ ＰＣＲＢｕ ｆｆｅ ｒ



１ Ｚ ５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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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ＴＰ ５

ｄｄＨ ２０ ４ ． ２ ５



Ｔｏ ｔａ ｌ



２ ５



将混匀体系置于 ＰＣＲ 仪中 ， 设定反应程序如下表 ：



表 ２ －

４ＰＣＲ 反应扩増程序




Ｐ ｒｏｇｒａｍ


Ｓ ｔｅ ｐ


Ｃｙｃ ｌ ｅ


Ｓ ｔａｇｅ
 １ ９４

０

Ｃｆｏ ｒ２ｍ ｉｎ １

９ ８
°

Ｃｆｏ ｒ １ ０ｓ

Ｓ ｔａｇｅ２ ６０

°

Ｃｆｏｒ３ ０ｓ ３ ５

６ ８
°

Ｃｆｏ ｒ２０ｓ

Ｓ ｔａｇｅ
３ ６ ８

°

Ｃｆｏ ｒ１ ０ｍ ｉｎ １

１ ６
°

Ｃｆｏ ｒ５ｍ ｉｎ

扩增反应结束后 ， 取 出样 品 ， 每管加入 ６ ． １ ２ ５
ｐＬＬｏ ａｄ ｉｎｇ

Ｄｙｅ（ ５ ＞０ ， 用 移液

枪吹匀 ， ４

°

Ｃ存放待用 。

取锥形瓶配制琼脂糖凝胶溶液 （ ０ ． ９ ｇ 琼脂糖加入 ９ ０ ｍＬ ｌ
ｘＴＡＥ 溶液 ） ， 混匀 ，

微波 中高火加热 ２ 分钟 ， 溶解后取 出 ， 加入 ９
ｎＬ 核酸染料 ， 晃匀 ， 倒入模具 中 ， 静

置 ２ ０ 分钟 ， 待其凝固 ， 凝胶放入电泳槽中 ， 每孔加入 １ ０
ｐ
Ｌ ＤＮＡ 样品 ， 边缘孔加

入 ４
 ｆ

ｉＬ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 ｒ ， 将仪器连接电源 ， 设置 １ ３ ０ｖ ，２０ 分钟 ， 电泳结束后 ， 取 出凝

胶 ， 放于紫外分析仪中检测 ， 记录实验结果 。

２ ． ３ＲＴ－

ｑ
ＰＣＲ 检测基因敲除小鼠脂肪组织中 的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转录水平

取野生型 （ ＷＴ ） 和敲除型 （ ＫＯ ） 小 鼠 ， 禁食
一

夜 ， 脱颈椎处死 ， 快速剪取小

鼠的 ＢＡＴ 、 ｉＷＡＴ 、 ｅＷＡＴ 组织 ， 置于标记的去酶管中 ， 按照第
一

章 ３ ． １ ２ －

３ ． １ ４ 方法

检测脂肪组织 中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１ 和 ＵＣ Ｐ １ 的转录水平 。

２ ． 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Ｇｒａｐ
ｈ
ｐａｄ

Ｐ ｒ ｉ ｓｍ６ ． ０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表示 为 Ｍｅａｎ土

ＳＥＭ 。 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组间 ｒ检验 。 尸 ＜０ ． ０ ５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３ 实验结果

３ ． １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鼠的鉴定

利用 ２ 对 引物对 鼠尾基因进行扩增 ， 核酸 电泳鉴定小 鼠 的基因型 ， 发生片段敲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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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后预期 ＰＣＲ 片段大小为 ４０ ０ －

５ ００ｂ
ｐ 左右 ， 如 图 ］ ． １ 所示 ， 编号 ２ １ 、 ２２ 、 ２ ５ 、 ２ ７

号为 基因片段敲除小 鼠 ， 编号 ２ ３ 、 ２４ 、 ２ ６ 号为野生型小 鼠 。 通过突变型

小 鼠的测序峰 图分析 ， 突变型 的 ＤＮＡ 序列在 Ａ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ＡＴＧ 前缺失 ２ ５ ６ ０ｂｐ ，

出现片段删除 。

ＡＭ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２ ４ ２ ５ ２ ６ ２ ７

？ ＞
ＰＩ

＿＿颺７５０

■
＂

■■ｌ ｌ ｌ ｉ ｉ ｌ
Ｂ

１ １ ０ １ ２ ０ １ ３ ０

Ｃ Ｔ Ｔ Ｇ Ｃ Ａ Ｔ ４ Ｇ ｉ ７ ４ Ｔ Ｔ Ｔ Ｇ Ａ Ｃ Ａ Ｃ Ｃ ＞ Ｔ Ｇ ＧＡＴＧ

Ｕ ＾ ：

＊ ■

Ｃ Ｔ Ｔ ＧＣ Ａ Ｔ Ａ Ｃｌ Ａ Ｔ Ａ Ｔ Ｔ Ｔ Ｇ －２ｎ６ ０ｂ ｐＡ Ｃ Ａ Ｃ Ｃ Ａ Ｔ Ｃ ； Ｇ Ａ Ｔ Ｇ

图 ２ －２ 通过 ？０１
－核酸 电泳鉴定小 鼠基因型 。 （ 八 ） ？ １ 代小 鼠 ０灿《 ３５６ 基因 的 ？０１ 胶图 。 （ ８ ）

突变型基因序列 的测序峰图显示小 鼠基因片段敲除 。

３ ．２ 基因敲除小鼠脂肪组织中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 ＵＣＰ １ 转录水平

利 用 ＲＴ－

ｑ
ＰＣＲ 检测手段检测野生型和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 陷 小 鼠体 内 脂肪组织 中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 ＵＣＰ １ 的转录水平 ， 结果表明在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脂肪组织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转录水平极低 ， 符合基因敲除的 目 标 。 同时检测脂肪组织关键产热蛋 白 ＵＣＰ １ 的转

录水平 ，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脂肪组织中 ＵＣＰ １ 的转录水平相 比野生型显著降低 。

Ａ Ｂ
Ｌ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ＵＣ Ｐ １

＝
１ ， ５

１□ＷＴ ｜

１ ， ５

１ ！＝□ＷＴ
＇

ｌｍＫＯ Ｓ■Ｋ〇

ｇ ｔ

１ ．０
－——— １ ． ０

－—

ｊ
ｉ

—

ｊ
—

＜ ｓ：

＾ ｙ＊＊＊

＾０
． ５

－３
０ ． ５

－

＊＊＊＊＊＊

Ｉ ＊＊＊
 ＊ ＊＊ｉ＿Ａ由

＾
０ ， ０

１ １＾
＿Ｌ＾Ｏｍ＿Ｌｉ

 ｓ
〇 ． 〇 ！

，

■ ＩｐＷ
ＢＡＴ ｉＷＡＴ ｅＷＡＴ ＢＡＴ ｉＷＡＴ ｅＷＡＴ

图 ２ －

３ 基因敲除小 鼠体 内 脂肪组织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 ＵＣ Ｐ １ 转录水平 。 （ Ａ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１ 转录水平

（ ｎ

＝

６ ） 。 （ Ｂ ）ＵＣＰ １转录水平 。 ｎ
＝

６ 。

…

尸＜ ０ ． ００ １ ，

“

尸＜ ０ ． ０ １ ，
＊

尸＜ ０ ． ０ ５ ， 野生型小 鼠 （ ＷＴ ）

ｖ ｓ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缺陷小 鼠 （ ＫＯ ）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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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鼠脂肪组织和代谢水平的影响

在本章第
一

节 中 ， 成功培育 了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并利用 ＲＴ－

ｑ
ＰＣＲ 技术验证

小 鼠脂肪组织 中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表达缺失 。 本节选取 同 窝野生型和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测定其体重 、 体脂 、 ＧＴＴ 、 ＩＴＴ 和呼吸代谢水平等相关表型 ， 评估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

对小 鼠脂肪代谢的影响 。

１ 实验材料

１ ． １ 实验动物

８ 周龄同 窝野生型和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所有实验动物操作程序均按照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北 京 协 和 医 学 院 动 物 伦 理 委 员 会 标 准 进 行 ， 伦 理 审 查 编 号 ：

ＳＬＸＤ －２０２２０４２ ６０ １ ４ 。

１ ． ２ 实验试剂



表 ２ － ５ 实验试齐 丨

Ｊ





ｒｍ


线粒体压力试剂盒 Ａｇ
ｉ ｌｅｎｔ 公司 １ ０ ３ ０ １ ５

－

１ ０ ０

４％组织细胞固定液索莱宝 Ｎｏ ． Ｐ ｌ  １ １ ０

ＳＤ Ｓ
－ＰＡＧＥ 凝胶试剂盒康为世纪 ＣＷ００２２Ｓ

蛋 白 酶抑制剂大连美仑生物ＭＢ ２ ６７ ８

Ｒ Ｉ ＰＡ 裂解液 碧云天 Ｐ００ １ ３Ｂ

５ ｘ Ｌｏａｄ 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 ｒ康为世纪 ＣＷ０ ０ ２ ８

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Ｍ ａ ｒｋｅ ｒ金斯瑞生物科技Ｍ００ ６２４ －２ ５ ０

电泳缓冲液 康为世纪 ＣＷ００４ ５ Ｓ

转膜缓冲液康为世纪 ＣＷ００４４ Ｓ

封 闭液 碧云天 Ｐ０２ ５ ２

ＴＢＳＴ 康为世纪 ＣＷ００４ ３ Ｓ

丽春红染液 碧云天Ｒ ）０２ ２

ＥＣＬ 发光液大连美仑生物ＭＡ ０ １ ８ ６
－

１

抗ＧＡＰＤＨ抗体 Ａｂｅａｍ Ａｂ９４ ８ ５

抗ＵＣＰ １抗体 Ａｂｅａｍ Ａ ｂ  １ ０９ ８ ３

抗ＦＡＢＰ４抗体 Ａｂｅａｍ Ａｂ９２ ５ ０ １

抗ＣＥＢＰａ抗体 Ａｂｅａｍ Ａｂ４ ０７６４



抗 Ｐ
－ａｃ ｔ ｉｎ 抗体


易科拜德


ＥＸＰ００４ １ Ｆ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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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Ｐ 羊抗 鼠二抗柏奥易杰 ＢＥ０ １ ０２



ＨＲＰ 鼠抗兔二抗


柏奥易杰


ＢＥ０ １ ０ １



１ ． ３ 实验仪器



表 ２－６ 实验仪器设备




ｒｍ
ｇｉ

体脂仪 Ｂｒｕｋｅｒ ＬＦ５ ０／９０

血糖仪鱼跃 ５ ８０

Ｓｅａｈｏｒｓｅ 代谢仪 Ａｇｉ ｌｅｎｔ Ｓｅａｈｏｒｓｅ ＸＦｅ２４

动物代谢分析系统 Ｐａｎｌａｂ Ｏｘｙ ｌｅｔ Ｐｒｏ

Ｌｅｉｃａ 切片机强生 ＲＭ２ １ ３ ５

Ｌｅｉｃａ 包埋机 强生 ＥＧ １ １ ６０

全景扫描仪 Ａｐｅｒ ｉｏ 公司 ＣＳ２

透射电子显微镜 日 本电子株式会社 ＪＥＭ－

１ ４００ｐ ｌｕ ｓ

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ＫＱ
－

５ ０Ｂ

连续波长酶标仪 Ｔｅｃａｎ 公司 Ｉｎｆｉｎ ｉｔｅＭ １ ０００

荧光倒置显微镜Ｎ ｉｋｏｎ Ｔｓ２Ｒ

垂直电泳仪 Ｂ ｉｏ－

ｒａｄ １ ６５ ８００ １

转印槽 Ｂ ｉｏ －

ｒａｄ １ ７０３９３ ０

翘摆摇床 Ｋｙｌ ｉｎ－Ｂｅｌ ｌ ＴＳ－８

水平脱色摇床北京市六
一

仪器厂ＷＤ－９４０５Ｂ



多功能成像分析系统


上海琴翔


Ｇｅｎｏｓｅｎｓ１ ５００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鼠脂肪原代细胞的呼吸代谢水平检测

利用 Ｓｅａｈｏｒｓｅ 能量代谢仪检测基因敲除小 鼠脂肪原代细胞的呼吸代谢水平 。

脂肪原代细胞提取 ： 按照第
一

章实验方法 ２ ．２ １ 分别提取基因敲除小 鼠和野生型

小 鼠的棕色脂肪原代细胞 、 腹股沟 白色脂肪原代细胞 ， 接种至十二孔板 ， 于细胞培

养箱培养 （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 ） 。 细胞长至 ７０％密度时 ， 加入胰酶消化细胞 ， 停止消

化后离心 ， 加入培养基重悬并计数 ， 细胞终密度稀释为 ６ｘ ｌ 〇
４个／ｍＬ 。 将细胞接种

至 ＸＦ２４ 板中 ， 留 出 ４ 个背景孔不加液体 ， ＸＦ２４ 板于细胞培养箱 （ ３ ７
°

Ｃ ， ５％ Ｃ０２ ）

培养过夜 ， 使细胞贴壁 。

水化探针板 ： 探针板相同位置留 出 ４ 个背景孔 ， 剩余每孔加入 ｌ ｍＬ 校正缓冲

液 ， 放于培养箱 （ ３７

°
Ｃ ， 无 Ｃ０ ２ ） 中水化过夜。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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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分析培养基 ： 利用分析基础培养基加入 Ｌ－谷氨酰胺 、 丙酮酸钠 、 葡萄糖配

制成分析工作培养基 ， 含 Ｌ－谷氨酰胺 ２ｍｍｏ ｌ／Ｌ 、 丙酮酸钠 １ｍｍｏ ｌ／Ｌ 、 葡萄糖 ２５

ｍｍｏ ｌ／Ｌ ， 调 ｐＨ 值为 ７ ．４ ，４
°

Ｃ避光保存 。

细胞呼吸代谢水平测定 ： 隔天从细胞培养箱中取出细胞贴壁 ＸＦ２４ 板 ， 吸除原

培养基 ， 并用分析培养基洗涤细胞孔 ２ 次 ， 培养基更换为 ３７

°
Ｃ预热的分析工作培

养基 。 继续放入 ３７
°

Ｃ 、 无 Ｃ０２培养箱 中平衡 ｌ ｈ 。 同时配制 Ａ 、 Ｂ 、 Ｃ 药液 ， 预实

验后确定 Ａ 、 Ｂ 、 Ｃ 工作液浓度为 ： Ａ 液 Ｂ 液 ｌ Ｏ
ｊ
ｉｍ／Ｌ 、 Ｃ 液 ５ ｎｍ／Ｌ 。 拿

出水化探针板 ， Ａ 孔加入 ５０
ｎＬ Ａ 液 ， Ｂ 孔加入 ６２

ｐＬ Ｂ 液 ， Ｃ 孔加入 ６９
ｕＬ Ｃ 液 ，

放入仪器平衡 ２５ｍ ｉｎ ， 平衡完毕后放入细胞贴壁 ＸＦ２４ 板 ， 操作程序测定细胞的呼

吸代谢水平 。

２ ．２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鼠的呼吸代谢水平检测

利用动物代谢分析系统检测小 鼠 的呼吸代谢水平 ， 首先将小 鼠放置于 Ｏｘｙ ｌｅｔ

Ｐｒｏ －代谢笼中 ， 适应 ２４ｈ ， 自 由饮水饮食 ， １ ２ｈ／ １ ２ ｈ 明暗循环 。 适应期结束后 ， 连

续 ２４ ｈ 实时监测小 鼠的呼吸熵 ， 气体变化 （氧气 、 二氧化碳 、 水蒸汽 ） ， 以及小 鼠

的进食量 、 饮水量、 运动情况 。 实验结束后对小 鼠的基础耗氧量和二氧化碳生成量

进行统计分析 。

２ ． ３ 小鼠葡萄糖耐量检测

正式实验前
一

周对小 鼠进行掐尾适应训练 ， 避免小 鼠在实验过程中 出现应激性

高血糖 。 实验前
一

天换上干净垫料 ， 小鼠饥饿 １ ４ｈ 。 实验当天 ， 剪尾取血 ， 测定小

鼠血糖 （ Ｏ ｍ ｉｎ ） ， 随后立即给小 鼠灌 胃葡萄糖溶液 （ ０ ．２ ｇ／ｍＬ ） ， 剂量为 ２ ｇ／ｋｇ ，

随后计时并记录小 鼠灌 胃葡萄糖后 １ ５ 、 ３０ 、 ４５ 、 ６０ 、 ９０ 、 １ ２０ ｍ ｉｎ 时小 鼠的血糖值 。

２ ．４ 小鼠胰岛素耐量检测

正式实验前
一

周对小 鼠进行掐尾适应训练 ， 避免小 鼠在实验过程中 出现应激性

高血糖 。 实验前
一

天换上干净垫料 ， 小 鼠饥饿 １ ４ ｈ 。 实验当天 ， 剪尾取血 ， 测定小

鼠血糖 （ Ｏ ｍ ｉｎ ） ， 随后给小 鼠灌 胃葡萄糖溶液 （ ０ ．２ ｇ／ｍＬ ） ， 剂量为 ２ ｇ／ｋｇ ， 再立

即对小 鼠腹腔注射胰岛素 （ ０ ．７５Ｕ／ｋｇ ） ， 计时并记录小 鼠灌 胃葡萄糖后 １ ５ 、 ３０ 、 ４５ 、

６０ 、 ９０ 、 １ ２０ｍ ｉｎ 时小 鼠的血糖值 。

２ ． ５ 小鼠体脂率检测

提前
一

晚打开体脂仪 ， 预热过夜 。 开机平衡仪器后 ， 将小 鼠放入测定笼具桶中 ，

利用调节杆卡住小 鼠 ， 使其不能 自 由移动 ， 将测定桶放置到仪器中 ， 操作控制面板

程序 ， 利用核磁共振原理测定小 鼠体成分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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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６ 小鼠组织分离取材

２ 周龄同 窝小 鼠进行基因型鉴定后 ， 分开饲养于标准 鼠笼中 ， 每周记录小 鼠体

重 ， 称重前小 鼠禁食不禁水 １ ２ｈ 。 ６ 周后 ， 处死小 鼠 ， 快速剪取小 鼠体内脾 、 肝 、

肺 、 肾 、 心组织 、 骨骼肌 、 脑组织 、 腹股沟 白色脂肪组织和肩胛处的棕色脂肪组织

称重记录 ， 脂肪样本取
一

小部分切成 ２ －

５ｍｍ
２大小放入电镜固定液中 ， 剩下的取

一

半固定在 ４％ 多聚 甲醛溶液中 ，

一

半置于去酶管中冻存于－８０

°
Ｃ冰箱 。

２ ．７ 小鼠脂肪组织 ＨＥ 染色

脂肪组织在 ４％ 多聚甲醛中 固定 ４８ｈ ， 冲洗掉组织固定液后 ， 石蜡包埋切片 ，

二 甲苯脱蜡 ， 梯度乙醇溶液水洗 ， 苏木素染细胞核 ５ｍ ｉｍ 水洗后 ， 氨水返蓝 ， 自

来水冲洗 ， 伊红染细胞质 ３ｍ ｉｎ ， 梯度 乙醇洗脱 ， 二 甲苯脱水透明化 ， 中性树胶封

片 ， 即可在显微镜下观察 ， 采集分析图像 。

２ ． ８ 小鼠脂肪组织 ＵＣＰ １ 免疫组化染色

脂肪组织石蜡包埋切片 ， 烤片脱蜡后 ， 水洗 ， 封闭 ， 透化 ， 微波抗原修复 ， 放

入湿盒 内 ， 免疫组化笔在组织周 围画上疏水屏障 ， Ｂ ＳＡ 封闭 ３ ０ｍ ｉｎ（ ３ ７

°

Ｃ ） ，ＰＢ Ｓ

洗 ３ 次 ，

一

抗孵育过夜 （ ４

°

Ｃ ） ， ＰＢＳ 洗 ３ 次 ，
二抗孵育 ２ｈ（ ３ ７

°

Ｃ ）
，
ＰＢ Ｓ 洗 ３ 次 ，

利用 ＤＡＢ 溶液显色 ｌ Ｏ ｍ ｉｎ ， 苏木素复染 ， 水洗 ， 二 甲苯脱水透明化 ， 封片 ， 显微

镜下观察 ， 采集分析图像 。

２ ．９ 透射电镜观察小鼠脂肪组织线粒体结构

脂肪组织室温避光固定 ７２ｈ ， 去固定液 ， ＰＢ Ｓ 漂洗 ３ 次 ， １％的渗透酸溶液固定

ｌ ｈ ， 去固定液 ， ＰＢＳ 漂洗 ３ 次 ， 梯度脱水处理 ， 包埋剂渗透包埋 ， 加热聚合过夜 ，

超薄切片 ， 染色 ， 透射电镜下观察 ， 采集分析图像 。

２ ． １ ０ＲＴ－

ｑ
ＰＣＲ 检测小鼠脂肪组织产热基因的转录水平

实验操作同第
一

章 ３ ． １ ２ －

３ ． １ ４ ， 弓 丨 物序列如下表 ：



表 ２－７ 基因 引物序列


Ｇｅｎ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５

５

－

３

５

）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５

’

－

３
’

）

１ ８ｓＣＡＴＧＣＡＧＡＡＣＣＣＡＣＧＡＣＡＧＴＡＣＣＴＣＡＣＧＣＡＧＣＴＴＧＴＴＧＴＣＴＡ

Ｕｃｐ ｌＡＧＧＣＴＴＣＣＡＧＴＡＣＣＡＴＴＡＧＧＴＣＴＧＡＧＴＧＡＧＧＣＡＡＡＧＣＴＧＡＴＴＴ

Ｐｒｄｍ ｌ ６ＣＣＡＡＧＧＣＡＡＧＧＧＣＧＡＡＧＡＡＡＧＴＣＴＧＧＴＧＧＧＡＴＴＧＧＡＡＴＧＴ

ＰｐａｒｇＴＣＧＣＴＧＡＴＧＣＡＣＴＧＣＣＴＡＴＧＧＡＧＡＧＧＴＣＣＡＣＡＧＡＧＣＴＧＡＴＴ

Ｐｐａｒｇｃ ｌａＴＡＴＧＧＡＧＴＧＡＣＡＴＡＧＡＧＴＧＴＧＣＴＣＣＡＣＴＴＣＡＡＴＣＣＡＣＣＣＡＧＡＡＡＧ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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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ｉｏ２ＡＡＴＴＡＴＧＣＣＴＣＧＧＡＧＡＡＧＡＣＣＧＧＧＣＡＧＴＴＧＣＣＴＡＧＴＧＡＡＡＧＧＴ

ＣｉｄｅａＴＧＡＣＡＴＴＣＡＴＧＧＧＡＴＴＧＣＡＧＡＣＧＧＣＣＡＧＴＴＧＴＧＡＴＧＡＣＴＡＡＧＡＣ

ａＰ２ＡＡＧＧＴＧＡＡＧＡＧＣＡＴＣＡＴＡＡＣＣＣＴＴＣＡＣＧＣＣＴＴＴＣＡＴＡＡＣＡＣＡＴＴＣＣ

Ｃｏｘ５ａＧＣＣＧＣＴＧＴＣＴＧＴＴＣＣＡＴＴＣＧＣＡＴＣＡＡＴＧＴＣＴＧＧＣＴＴＧＴＴＧＡＡ

Ｃｏｘ ７ｂＴＴＧＣＣＣＴＴＡＧＣＣＡＡＡＡＡＣＧＣＴＣＡＴＧＧＡＡＡ ＣＴＡＧＧＴＧＣＣＣＴＣ

Ｃｏｘ８ｂＴＧＴＧＧＧＧＡＴＣＴＣＡＧＣＣＡＴＡＧＴＡＧＴＧＧＧＣＴＡＡＧＡＣＣＣＡＴＣＣＴＧ

Ｅｌｏ ｖ ｌ３ＴＴＣＴＣＡＣＧＣＧＧＧＴＴＡＡＡＡＡＴＧＧＧＡＧＣＡＡＣＡＧＡＴＡＧＡＣＧＡＣＣＡＣ

２ ． １ １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 检测小鼠脂肪组织相关产热蛋 白 的表达

利用蛋 白 印迹法检测 基因敲除对小 鼠脂肪组织相关产热蛋 白 ： ＵＣ Ｐ １ 、

ＦＡＢＰ４ 、 ＣＥＢＰａ表达水平的影响 。

提取脂肪组织总蛋 白 ： 脂肪组织切取 ０ ． １
ｇ 左右 ， 置于标记的去酶管 中 ， 加入

５ ００
ｐ
Ｌ 裂解液 （ Ｒ Ｉ ＰＡ ： 蛋 白酶抑制剂 ＝

１ ００ ：１ ） ， 冰上剪碎研磨 ， 冰水 中超声 ４ ５

ｍ ｉｎ ，４
°

Ｃ ， １ ２ ０ ０ ０ ｒｐｍ ， 离心 ５ ｍ ｉｎ ， 转移上清液到新的离心管中 ， 利用 ＢＣＡ 试剂

盒按照说明 书进行蛋 白 质浓度定量 ， 剩余部分加入 ５ ｘ
ｌ 〇ａｄ ｉ ｎ

ｇ
ｂｕｆｆｅｒ ， 金属浴 １ ００

°

Ｃ

加热 ５ｍ ｉｎ ， 取 出放凉至室温 ， ５ ０００ｒ
ｐ
ｍ 离心 ，

－２０
°

Ｃ储存 。

制胶 ： 清洗配胶模具 ， 按照制胶试剂盒说明书 ， 配制 １ ０％分离胶溶液 ， 异丙醇

压线 ， 室温凝固 ４ ５ｍ ｉｎ ， 弃去异丙醇 ， 配制上层浓缩胶溶液 ， 插入梳子 ， 室温凝固

３ ０ｍ ｉｎ ， 即可使用 。

ＳＤ Ｓ 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 ： 将玻璃板卡入电泳槽中 ， 加入 ｌ
ｘ 电泳缓冲液 ， 拔 出

梳子 ， 依次在胶孔中加入 ４
 （

ｊＬＭ ａｒｋｅ ｒ ， １ ０
 ｊ

ｊＬ 蛋 白样品 ， ８ ０ｖ 恒压 电泳 ３ ０ｍ ｉ ｎ ， 观

察到样品刚至分离胶 ， 改为 １ ００ｖ 恒压 电泳约 ８ ０ｍ ｉｎ ， 观察到溴酚蓝至胶底部后 ，

停止 电泳 。

转膜 ： 准备转膜工具 ， 配制转膜缓冲液 （ ｌ 〇 ｘ转膜液 ： 甲醇 ： 蒸馏水 ＝
７ ：２ ： １ ） ，

将 ＰＶＤＦ 膜预先放入 甲醇中活化 ３ ０ｓ ， 裁出分离胶 ， 与滤纸 、 海绵 、 ＰＶＤＦ 膜于转

膜液中平衡 ３ｍ ｉ ｎ ， 转膜夹黑板上依次放上海绵 、 滤棉 、 滤纸 、 胶 、 ＰＶＤＦ 膜 、 滤纸 、

滤棉 、 海绵 ， 排除气泡 ， 盖上转膜夹 白板 ， 固定 ， 放于转膜槽 中 ， 加入 ｌ
ｘ转膜液 ，

将转膜盒放在冰水中 ， 连接仪器正负极 ， 开始转膜 ， ３ ００ｍＡ 恒流转膜 ５ ５ｍ ｉ ｎ 。

丽春红染色 ： 取出 ＰＶＤ Ｆ 膜 ， 剪去左上角标记 ， 将膜置于 ＴＢ ＳＴ 溶液中漂洗后 ，

加入丽春红染液 ， 放在平板摇床上 ， 染色 ３ｍ ｉｎ 。 利用清水重复漂洗 ， 膜上 出现清

晰的蛋 白 印迹条带 ， 表 明转膜成功 。 回收丽春红染液 ， ＴＢ ＳＴ 漂洗至染色褪去 。

封闭 ： ＰＶＤＦ 膜放入抗体 ｆｐ？育盒 中加入快速封闭液浸没 ， 放置于平板摇床上室

温孵育 １ ５ｍ ｉｎ 。

免疫杂交 ： 回收封闭液 ， 加入 目 标蛋 白 的
一

抗溶液 ， ４

°

Ｃ摇晃孵育过夜 。 回收

一

抗 ， ＴＢ ＳＴ 振荡漂洗 ３ 次 ， 加入与
一

抗同
一

属性的二抗溶液 ， 室温摇晃孵育 ｌ ｈ ，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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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二抗 ， ＴＢ ＳＴ 振荡漂洗 ３ 次 。

显影 ： 配制发光液 （ Ａ 液 ： Ｂ 液 ＝
１ ： １ ） ， 提前打开相机预冷到 －

３ ０

°

Ｃ ， 将膜

放置在防护板上 ， 保持贴合无气泡 ， 轻轻滴加发光液 ， 均匀覆盖整张膜 ， 将防护板

放入暗箱 中 ， 运行图像采集分析软件 ， 曝光显影 ， 保存图片 ， ｉｍ ａｇｅＪ 软件扫描灰度 ，

进行定量分析 。

２ ． １ ２ 统计学分析

利 用 Ｇ ｒａｐ
ｈ
ｐ
ａｄＰｒ ｉ ｓｍ６ ． ０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表示为 Ｍ ｅａｎ土

ＳＥＭ 。 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组间 ｒ检验 。 户 ＜０ ． ０ ５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３ 实验结果

３ ． １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鼠体重 、 体脂 、 脏器系数的影响

为 了探宄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对小 鼠代谢的影响 ， 本章研宄构建 了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对刚 出生的 同 窝野生型和 ｌ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进行正常饲料饲养 ８ 周 ， 测定其体重 、

体脂和组织重量 ， 结果显示野生型和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的体重和体脂率没有显著

差别 ， 而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的 ＢＡＴ 重量相 比野生型显著降低 ， 是野生型小 鼠 ＢＡＴ

的 ０ ． ７ ９ 倍 ， ｉＷＡＴ 重量显著升高 ， 是野生型小 鼠 中 ｉＷＡＴ 重量的 １ ． ３ ８ 倍 。 这提示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可能影响棕色脂肪组织的发育 ， 并且诱导皮下脂肪堆积 。

Ａ Ｂ

ｍＶＶＴ■＼ＶＴ

２
ＣＯＫＯ ０

、
□ ！＜〇

５ ２ ０

＿ 门ｉ ｉ 〇 ． ６ｍｎ

ｔ
： ：

｜ｉ ｎｆ
－Ｉ

４ ＩＩ
Ｊ

，

１ １ Ｉ

ＧＭ ａ ｌ ｅＦ ｅｍ ａ ｌ ｅ Ｆａ ｔＬ ｅ ａ ｎ

ｆ 

２ ＊°

１■ＷＴ

ｆ ＊ＯＫＯ

Ｃｌ ，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Ｗ

 ＇卜＃％
〇
ｖ

Ｖ’ ｚ

图 ２４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 鼠体重 、 体脂率和脏器系数 的影响 。 （ Ａ ） 体重 。 （ Ｂ ） 体脂 。 （ Ｃ ）

脏器系数 。 ｎ

＝

５ 。

＊

Ｖ ＜ ０ ． ０ １ ，Ｔ＾ Ｏ ． Ｏ Ｓ ， 野生型小 鼠 （ ＷＴ ）ｖ ｓ ．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缺陷小 鼠 （ ＫＯ ）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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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鼠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

通过 口 服葡荀糖糖耐量检测和胰岛素耐量检测对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的葡萄糖

代谢能力进行 了评价 。 如图 ２ －５ －Ａ 所示 ， 小 鼠灌 胃 葡萄糖后 ， 立即检测 ２ｈ 内血糖

变化情况 ， 发现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的血糖升高速度显著高于野生型小 鼠 ， 葡萄糖

耐量水平相对野生型小 鼠降低 。 小 鼠注射等量胰岛素立即检测 ２ｈ 内 血糖变化情况 ，

发现野生型小 鼠 的血糖在各时 间节点均低于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表现 出更好的胰

岛素抵抗能力 ， 上述结果表 明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导致小 鼠的胰岛素敏感性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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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５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的胰 岛素敏感性下降 。 （ Ａ ）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结果 。 （ Ｂ ） 曲线

下面积 。 （ Ｃ ） 胰岛素耐量实验结果 。 （ Ｄ ） 曲线下面积 。 ｎ

＝

７ 。

…

Ｐ ｃ Ｏ ． ＯＯ ｌ ，
＊ ＊

尸 ＜ ０ ． ０ １ ，

＊

尸 ＜

０ ． ０ ５ ， 野生型小 鼠 （ ＷＴ ）ｖｓ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Ｋ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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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３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鼠呼吸代谢水平的影响

利用小动物代谢分析系统检测小 鼠在室温条件下消耗的 ０ ２ 量和生成 ｃｏ ２ 量评

估小 鼠的呼吸代谢水平 。 实验数据显示 ，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白 天的 ０ ２ 消耗速率为

９ ． ８２ｍＬ ／ｍ ｉ ｎ／ｋｇ ， Ｃ０ ２ 生成速率 为 ９ ． １ ５ｍＬ／ｍ ｉ ｎ ／ｋ
ｇ ， 晚 上 的 ０ ２ 消 耗速 率为 ９ ． ５ ７

ｍＬ／ｍ ｉｎ／ｋｇ ， Ｃ０ ２生成速率为 ９ ． ２ ９ｍＬ／ｍ ｉ ｎ／ｋ
ｇ ； 野生型小 鼠 白天的 ０ ２ 消耗速率为 １ １ ． ９４

ｍＬ／ｍ ｉｎ／ｋ
ｇ ， Ｃ０ ２生成速率为１ ０ ．２ ３ｍＬ／ｍ ｉ ｎ／ｋｇ ， 晚上的０ ２ 消耗速率为１ ２ ． ５ ７ｍＬ ／ｍ ｉ ｎ ／ｋｇ ，

Ｃ０ ２ 生成速率为 １ １ ． ４ ｍＬ／ｍ ｉｎ／ｋｇ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白天和黑夜的氧气消耗速率

和 Ｃ０ ２ 生成速率都显著低于野生型小 鼠 ， 说明 Ｉｎ ｃＲＮＡ ｌ 丨 缺陷小 鼠的呼吸代谢水平

相 比正常小 鼠显著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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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６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的呼吸代谢水平下降 。 （ Ａ ） 氧气消耗速率 （ Ｖ０２ ） 。 （ Ｂ ） 二氧化

碳释放速率 （ Ｖｃ〇２ ） 。 ｎ 

＝

５ 。

Ｗ

Ｐ ＜ ０ ．００ １ ，

＊ ＊

尸 ＜ ０ ＿ ０ １ ， 野生型小 鼠 （ＷＴ ）ｖｓ．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缺

陷小 鼠 （ Ｋ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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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ＬｎｃＲＮＡ ｌ１ 缺陷对小鼠脂肪组织的影响

剪取野生型和 Ｉ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的脂肪组织观察 、 称重 ， 发现 Ｉ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

陷小 鼠相 比于野生型小 鼠 ， 皮下脂肪和棕色脂肪的颜色变浅 ， 且皮下脂肪质量升高 ，

棕色脂肪质量下降 。 利用 Ｈ＆Ｅ 染色和 ＵＣＰ １ 免疫组化染色进
一

步探究基因敲除对

小 鼠脂肪组织的影响 。 Ｈ＆Ｅ 染色观察和半定量分析结果显示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导致小

鼠棕色脂肪细胞和腹股沟 白色脂肪细胞的体积均显著增大 ， ＵＣＰ １ 免疫组化染色观

察和半定量分析结果显示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皮下脂肪中 ＵＣＰ １ 蛋 白表达量相 比野

生型显著减少 ， 棕色脂肪 中 的 ＵＣ Ｐ １ 蛋 白表达量无显著变化 。 结果表 明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影响棕色脂肪组织的发育 ， 同时降低 ｉＷＡＴ 中关键产热蛋 白 ＵＣＰ １ 的表达量 ，

削弱 了其产热能力 ， 增加 了 ｉＷＡＴ 中 的脂质堆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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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７Ｌ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对小 鼠脂肪组织的影响 。 （ Ａ ） 脂肪组织 自然光下观察拍照 。 （ Ｂ ）ＨＥ

染色和半定量分析 。 （ Ｃ ） ＵＣＰ １ 免疫组化染色和半定量分析 。 Ｓｃａ ｌｅ ｂａ ｒ ：５ ０ ｐｍ ， ｎ

＝

３ 。

０ ． ００ １ ，

”

尸＜ ０ ． ０ １ ， 野生型小 鼠 （ ＷＴ ）ｖｓ ．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缺陷小 鼠 （ Ｋ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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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５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鼠相关产热蛋 白转录水平的影响

利用 ＲＴ－

ｑ
ＰＣＲ 技术检测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小 鼠脂肪组织中产热相关基因的转录水

平表达情况 。 查阅文献 ， 选取关键产热蛋 白 ： 脂肪酸结合蛋 白 （ ＦＡＢ Ｐ４ ） 、 诱导细

胞死亡的 ＤＦＦＡ 样效应子 （ Ｃ ＩＤＥＡ ） 和 丨 Ｉ 型脱碘酶 （ Ｄ ｉ ｏ２ ）
； 产热基因调控因子 ：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７（ ＰＰＡＲｙ ） 、 Ｐ ＰＡＲｙ共激活因子 ｌ ａ（ ＰＧＣ ｌ ａ ） 、 ＰＲ

结构域蛋 白 １ ６（ ＰＲＤＭ １ ６ ） 。 结果显示 ， 在基因敲除小 鼠的 白色脂肪组织中 ， 包括

ＵＣＰ １ 在 内 的产热标志蛋 白转录水平均显著下降 ， 而棕色脂肪组织中 ， ＵＣ Ｐ １ 等产热

关键 蛋 白 及 ＰＰＡＲ
丫等 脂 肪分化转 录 因 子 的 表 达 均 显 著 下 降 。 以 上 结 果表 明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在转录水平上降低 了脂肪组织中分化和产热相关基因 的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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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８Ｌ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对小 鼠脂肪组织中产热相关基因转录水平的影响 。 （ Ａ ） 棕色脂肪组织中

的产热相关基因转录水平 。 （ Ｂ ） 皮下脂肪组织中 的产热相关基因转录水平 。 ｎ

＝

５ 。

…

Ｐ ＜０ ． ００ １ ，

“

Ｐ ＜０ ．０ １ ，７
＊

＜ ０ ．０５ ， 野生型小 鼠 （ＷＴ ）ｖｓ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缺陷小 鼠 （ Ｋ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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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６ＬｎｃＲＮＡ Ｕ 缺陷对小鼠脂肪 中产热相关蛋 白表达量的影响

利用 Ｗ 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 ｏｔ 技术检测小 鼠脂肪 中代谢功能标志性蛋 白 ＵＣＰ １ 、 ＣＥＢＰ ｃｕ

ＦＡＢ Ｐ４ 的表达水平 。 解偶联蛋 白 １（ ＵＣＰ １ ） 是掠色脂肪的核心广热蛋 白 ， 通过解

偶联 ＡＴＰ 生成 ， 使化学能 以热能形式释放 ， 是哺乳动物非颤栗性产热的重要方式 。

ＣＣＡＡＴ／增强子结合蛋 白 （ ＣＥＢＰｏｔ ） 是脂肪组织形成过程中 的转录级联调控因子 ，

其功能是维持 ＰＰＡＲ
ｙ的表达 以及调节脂肪细胞基因亚群 ， 后者调节包括脂联素分泌 、

胰岛素依赖性葡萄糖摄取等过程 ［
２６

】

。 脂肪酸结合蛋 白 ４（ ＦＡＢ Ｐ４ ） 属于脂肪酸代谢

相关的 ＦＡＢ Ｐ ｓ 家族 ， 是
一

种典型的胞 内脂质伴侣 ， 负责促进脂质储存 、 分布 、 运输 、

分解 、 代谢过程 ， 研究表明其主要在分化的脂肪细胞和 巨噬细胞中表达 ， 介导炎症

反应和胆固醇蓄积 ， 与代谢性疾病 的发展密切相关 ［
５ Ｑ

】

。 结果显示 ， 这些代谢功能相

关蛋 白在 丨 ｎ 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小 鼠皮下脂肪 中 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野生型 ， 在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小 鼠棕色脂肪组织中 的表达水平也出现下降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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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９Ｌｎ ｃＲＮＡ ｌ 丨 缺陷对小 鼠脂肪组织中产热蛋 白 ＵＣＰ ｌ 、 ＣＥＢＰ ｏｔ 、 ＦＡＢ Ｐ４ 表达水平的影响 。

（Ａ ） 棕色脂肪组织的 蛋 白 印迹图 。 （ Ｂ ） 棕色脂肪组织的蛋 白 相对表达量统计分析 。 （ Ｃ ） 皮

下脂肪组织 中 的蛋 白 印迹图 。 （ Ｄ ） 皮下脂肪组织的蛋 白相对表达量统计分析 。 ｎ
＝

３ 。 ０ ． ０ ５ ，

野生型小 鼠 （ＷＴ ）ｖ ｓ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Ｋ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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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７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鼠 ＢＡＴ 中线粒体结构和关键基因的转录水平

前述结果表 明基因敲除小 鼠 的呼吸代谢水平和脂肪组织的产热蛋 白表达水平

相 比野生型小 鼠均显著下降 ， 而线粒体是脂肪细胞中脂肪酸氧化和代谢产热的关键

场所 。本实验利用透射电镜观察 ＢＡＴ 中线粒体的超微结构 ， 电镜结果显示 Ｉｎ ｃＲＮＡ ｌ１

缺陷小 鼠体 内 ＢＡＴ 中线粒体数量减少 、 结构上 出现 自 溶且线粒体嵴消失的现象 ，

而野生型小 鼠线粒体结构完整清晰 。

利用 ＲＴ －

ｑ
ＰＣＲ 技术检测 ＢＡＴ 中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关键基因 的表达情况 ， 结果

显示 ＩｎｃＲＮＡ ｌ１ 缺陷小 鼠 ＢＡＴ 中细胞色素 Ｃ 氧化酶亚基蛋 白 （ Ｃ０Ｘ ５Ａ 、 Ｃ０Ｘ ７Ｂ 、

Ｃ０Ｘ ８Ｂ ） 的 ｍＲＮＡ 水平相 比野生型均 出现下 降趋势 。 上述结果表明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

陷导致小 鼠脂肪组织中 的线粒体结构损伤和氧化磷酸化关键基因表达下降 。

、

驟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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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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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Ｌｍ
Ｃ Ｏ Ｘ ５Ａ Ｃ ＯＸ ７ Ｂ Ｃ Ｏ Ｘ ８ Ｉ Ｊ

图 ２
－

１ ０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损伤小 鼠棕色脂肪线粒体的结构和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功能关键基因表达 。

（ Ａ ） 透射 电镜观察线粒体结构 图 ， ｓｃ ａ ｌ ｅｂ ａ ｒ ：０ ． ５
ｎｍ（ ｎ

＝

３ ）？（ Ｂ ） 线粒体氧化憐酸化功能

关键蛋 白 ＣＯＸ ５Ａ 、 ＣＯＸ ７Ｂ 、 ＣＯＸ ８Ｂ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 ｎ 

＝

５ ） 。

＊

尸 ＜ ０ ． ０ ５ ， 野生型小 鼠 （ ＷＴ ）

ｖｓ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缺陷小 鼠 （ Ｋ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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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８Ｓ ｅ ａｈｏ ｒｓｅ 实验发现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抑制脂肪原代细胞氧化磷酸化水平

氧化磷酸化是脂肪细胞中线粒体产生能量的主要途径 ， 为研究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

对小 鼠脂肪线粒体功能的影响 ， 提取野生型小 鼠和基因敲除小 鼠脂肪原代细胞 ， 体

外培养 ， 利用 Ｓｅａｈｏ ｒｓｅＸＦ 能量代谢仪直接测定脂肪原代细胞的细胞耗氧率 （ ＯＣＲ ）

评估细胞 内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水平 ， 表征线粒体功能 。 测试过程中依次加入线粒

体 电子传递链 的靶 向 药物 ， 在测定细胞基础呼吸后加入 ＡＴＰ 合酶抑制剂寡霉素

（ Ｏ ｌ ｉ ｇｏｍｙｃ ｉｎ ） ， 降低线粒体呼吸水平 ； 加入解偶联剂 （ ＦＣＣＰ ） ， 电子传递链中 的

复合物 ＩＶ耗氧量达到最大 ， 刺激线粒体耗氧量达到最大水平 ； 加入抗霉素 Ａ ／鱼藤酮

复合物 ， 分别抑制 电子传递链中 的复合物 ＩＩＩ和复合物 Ｉ ， 关闭线粒体呼吸 。 研宄结

果显示 ，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棕色脂肪原代细胞的基础呼吸水平显著降低 ， 皮下脂

肪原代细胞的基础呼吸水平也呈下 降趋势 ， 表明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导致小 鼠脂肪组织

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功能受损 。

Ａ Ｂ

Ｂ ＡＴ Ｂａ ｓａ ｉ ｒｅｓ
ｐ

ｉ ｒ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ｎ ｔ ｉ ｍ ｖ ｃ ｉ ｎ Ａ

１ ５ ０ ０
－

１０ ｌ ｉ Ｒ
° ｍ ｖ ｃ ｉ ｎＦＣＣ Ｐ＆ Ｒ ｏ ｌ ｃ ｎ ｏ ｎ ｃ

… ＫＯ一 １ ５００ ０

Ｉ
＿ ？

 ；ｋ ｉ
？ｗｔ

ｊ女

１９ ００
－

 ￥＿＊＿Ｌ ｊ

ＡｖＪ ｉ １ ０ ０ ０ ０丁

＾６００
－

 ｉ／＼Ｕ

？．

ｉＷ 丨

＼＿
。
彌

■ 隱
０

＇

 Ｉ Ｉ ■ Ｉ ■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ｑ 

＞—

 ｜
—

１ １ ０ １ ９２ ８３ ７４５５ ４６３７ ２８ １９ ０９ ８
＼Ｖ  ＩＫ （Ｊ

Ｍ ｉ ｎ ｕ ｔ ｅ ｓ

Ｃ Ｄ

Ａ丁 Ｂ ａ ｓ ａ ｌ ｒｅ ｓｐ
ｉ ｒ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ｎ ｔ ｉ ｍ ｖ ｃ ｉ ｎ Ａ

１ ５ ００
－

，Ｏ ， ＇

８
ｏ ｍ

＞
ｃ ｉ ｎ ＦＣＣ Ｐ＆ Ｒ ｏ ｔ ｅ？ 〇 〇 ｅ

^
ＫＯ ８ ０ ０ ０ １

ｃ １ ２０ ０
－

 ； ； ！
—ＷＴ

 ^

Ｉ ： ：ｆ
—ｊｉ Ｅ６０ ００

ｉ
９ 〇 °

－

 ｉ＾■ 工
Ｊ
－

 ，

４°° ° ．

■ 画
°３ ００

－ ！
＊—ｌ— ４ 〇２ ００ ０

〇
丨

丨 ｉ ｉ － （ ｜

Ｌ＾Ｈ
＿＿

，



１ １ ０ １ ９２ ８３ ７４５５４６３７ ２８ １９ ０９８
＇ ＇

Ｍ ｉ ｎ ｕ ｔ ｅｓＷＴＫＯ

图 ２ －

１ １Ｓｅ ａｈｏｒ ｓ ｅ 实验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抑制脂肪原代细胞氧化磷酸化水平 。 （ Ａ ） 棕色脂肪

原代细胞的细胞耗氧速率 。 （ Ｂ ） 棕色脂肪原代细胞的基础呼吸水平 。 （ Ｃ ） 皮下脂肪原代细胞

的细胞耗氧速率 。 （ Ｄ ） 皮下脂肪原代细胞的基础呼吸水平 。 ｎ 

＝

５ 。

…

Ｐ ＜０ ． ００ １ ，０ ． ０ １ ，

０ ． ０ ５ ， 野生型小 鼠脂肪原代细胞 （ＷＴ ）ｖ ｓ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脂肪原代细胞 （ Ｋ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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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高脂饮食诱导小鼠脂质代谢的影响

上
一

节研宄对野生型和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小 鼠正常饲料喂养 ８ 周 ， 通过测定小 鼠

体重 、 体脂 、 ＧＴＴ 、 ＩＴＴ 、 呼吸代谢水平等相关表型 ， 探究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 鼠

代谢和脂肪组织的影响 。 本节研宄利用高脂饲料喂养野生型和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１ ２ 周 ， 探究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高脂饮食诱导小 鼠脂肪代谢的影响 。

１ 实验材料

１ ． １ 实验动物

同窝野生型和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高脂饲料喂养 １ ２ 周 ， 所有实验动物操作程

序均按照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动物伦理委员会标准进行 ， 伦理审查编号 ：

ＳＬＸＤ－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０ １ ９ 。

１ ．２ 实验试剂

同第二章第二节 １ ．２ 。

１ ． ３ 实验仪器

同第二章第二节 １ ． ３ 。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ＧＴＴ 检测高脂诱导小鼠糖耐量

按照第二章第二节实验方法 ２ ．２ 步骤操作 。

２ ．２ 油红 ０ 染色检测高脂诱导小鼠肝脏脂质蓄积情况

按照第二章第二节实验方法 ２ ． ５ 步骤操作对小 鼠肝脏组织进行分离取材 ， 然后

按照该节 ２ ．６ 步骤对固定的肝组织进行脱水 、 透化 、 石蜡包埋 ， 制成石蜡切片 ， 用

油红 ０ 染色 。

２ ． ３ 透射电镜观察高脂诱导小鼠脂肪组织线粒体结构

按照第二章第二节实验方法 ２ ． ８ 步骤操作 。

２ ．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 ｉ ｓｍ６ ．０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表示为 Ｍｅａｎ土

ＳＥＭ 。 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组间 检验 。 ／
＞ ＜０ ．０５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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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

３ ． １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高脂诱导小鼠体重变化的景多响

为 了检测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是否加重高脂诱导小 鼠的超重 ， 研究跟踪记录 了小 鼠

９ 周 的体重情况 。 实验结果显示基因敲除小 鼠的体重增加量显著低于野生型小 鼠的

体重增加量 。

Ａ ３， Ｂ

ＫＯ－Ｍ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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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４５ ６ ７ ８ ９择］ＷＴ －

ＦＫＯ －ＦＷＴ －ＭＫＯ －Ｍ

图 ２ －

１ ２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高脂喂养小 鼠体重的影响 。 （ Ａ ） 体重 。 （ Ｂ ） 体重增加量 。 ｎ

＝

６ 。

…

户

＜ ０ ． ０ ０ １ ， 雌性野生型小 鼠 （ＷＴ －Ｆ ）ｖｓ ． 雌性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ＫＯ －Ｆ ） ， 汐 ＜ ０ ． ０ ５ ， 雄性

野生型小 鼠 （ＷＴ－Ｍ ）ｖ ｓ ． 雄性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ＫＯ －Ｍ ） 。

３ ． ２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加重高脂诱导小鼠糖耐量受损

通过 口 服葡萄糖检测 小 鼠糖耐量 ， 计算血糖 曲 线 下面积 ， ＯＧＴＴ 结果显示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在灌 胃葡萄糖后血糖升高速度与野生型小 鼠无明显差别 ， 但下

降速度更慢 ， 且最终血糖水平显著高于野生型小 鼠 。 结果表明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加重

了高脂饲料喂养诱导的小 鼠糖耐量受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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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ＫＯ
Ｍ ｉ ｎ ｕ ｔ ｅ ｓ

图 ２ －

１ ３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加重高脂诱导小 鼠糖耐量受损 。 （ Ａ ）口 服葡萄糖耐量实验结果 。 （ Ｂ ）

曲线下面积 。 ｎ
＝

 １ ０ 。

…

尸＜ ０ ． ００ １ ，
＊ ＊

Ｐ ＜０ ． ０ １ ，
＊

Ｐ ＜０ ． ０ ５ ， 野生型小 鼠 （ＷＴ ）ｖｓ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Ｋ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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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３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诱导高脂喂养小鼠肝脏脂质蓄积

高脂饮食诱导小 鼠超重往往伴随着体 内脂质代谢紊乱的情况 ， 肝脏分解脂肪酸

和甘油三酯的能力很强 ， 参与脂肪酸 Ｐ氧化 ， 是进行脂肪代谢的重要场所 。 对小 鼠

的肝脏切片进行油红 ０ 染色观察 ， 结果显示野生型小 鼠体 内 的肝脏呈现较为正常状

态 ， 而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体 内 的肝脏中 出现大量细小红色脂滴 ， 表 明 Ｉ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诱导高脂喂养小 鼠体 内脂质代谢紊乱 ， 导致肝脏 出现明显 的脂质蓄积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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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１ ４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诱导高脂喂养小 鼠肝脏脂质 蓄积 。 ｎ

＝

３ 。 野生型小 鼠 （ ＷＴ ）ｖｓ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缺陷小 鼠 （ Ｋ０ ） 。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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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导致高脂诱导小鼠脂肪组织中线粒体结构破坏和数量减少

脂肪组织线粒体是小 鼠能量代谢的关键场所 。 利用透射电镜观察脂肪组织 中 的

线粒体状况 ， 电镜结果显示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的 ＢＡＴ 中线粒体体积减小 ， 线粒体

嵴密度降低 ， 且 出现 自 溶 、 边界模糊 的现象 ， 野生型小 鼠线粒体较大 ， 结构完整清

晰 。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皮下脂肪组织中 的线粒体质量和数量相 比野生型小 鼠也 明

显降低 。 表明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导致高脂喂养小 鼠脂肪组织中线粒体结构破坏和数量

减少 。

Ｂ 、Ｔ ｉＷＡＴ

／
．ｌ

ｒ
．

為ｇＨ＼八ｒ＾—

图 ２ －

１ ５Ｌ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损伤小 鼠脂肪组织 中线粒体的结构和数量 。 ｎ 

＝

３ 。 野生型小 鼠 （ＷＴ ）ｖ ｓ ．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缺陷小 鼠 （ Ｋ０ ） 。

３ ８



北京协和 医学院 ＆中 国 医学科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讨论

脂肪组织是
一

种分布在全身 的动态器官 ， 哺乳动物体 内主要含有棕色脂肪和 白

色脂肪两种类型的成熟脂肪组织 。 棕色脂肪首次在冬眠动物和婴儿中发现 ， 通过非

颤栗性产热帮助维持适当的核心体温 。 最近有临床证据表 明在成人体 内 发现的活性

ＢＡＴ 量 ， 与成人体重指数 、 体脂量 、 血糖水平和糖尿病状态呈负相关 ［
５ １

］

。 实验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Ｉ 缺陷小 鼠的棕色脂肪组织重量相 比野生型显著降低 ， 提示 Ｉｎ ｃＲＮＡ ｌ １ 缺

陷影响棕色脂肪组织的发育 ， 而 Ｋ０ 小 鼠的胰岛素敏感性相对于野生型也显著降低 ，

并且小 鼠呼吸代谢水平下 降 。

棕色脂肪的主要功能是在适应性产热中将线粒体能量转化为热量 ， 这源于其独

有的特征 。 不 同于 ＷＡＴ ， 形态学上 ＢＡＴ 包含多个小 的 （ 多室的 ） 细胞质脂滴 、 中

央核和大量线粒体 ， 其产热功能主要依赖于细胞 中 含有 的大量线粒体和产热蛋 白

ＵＣＰ １ ， 棕色脂肪细胞 中 的主要产热蛋 白还包括 Ｃ ＩＤ ＥＡ ⑴ＣＰ １ 的调节剂 ） 、 Ｄ Ｉ０２

（ 在组织 内将 Ｔ４ 局部转化为活性 Ｔ３ 的酶 ）等 ［
５ ２

】

， 此外 ， 转录因子 ＰＲＤＭ 丨 ６ 、 ＰＧＣ ｌ ｏｕ

ＰＰＡＲＹ等在脂肪组织发育与生热程序 的表达中 发挥调控作用 研究发现 Ｋ０

小 鼠脂肪组织中 的这些关键基因和转录因子的转录水平表达量均下降 ， 而关键产热

蛋 白 ＵＣＰ １ 、 ＦＡＢ Ｐ４ 、 ＣＥＢＰ ｃｘ的含量也下 降 ， 表 明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可能影响脂肪组

织的产热代谢能力 。

棕色脂肪 中 的线粒体是动态细胞器 ， 可通过调节其数量 、 超微结构和生化指标

满足生物体的产热需求 。 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 明线粒体在脂肪细胞分化和脂肪细胞代

谢稳态 中 的重要作用 ， 由 于成熟脂肪细胞是代谢完全活跃的细胞 ， 需要大量 ＡＴＰ

调节细胞 内 ＴＧ 平衡 （ 即脂肪酸合成 、 脂肪酸 Ｐ
－氧化和脂解 ） ， 因此高度活跃的线

粒体对脂肪细胞功能至关重要 ［
４ ５

］

。 脂肪线粒体功能的损伤会导致脂肪细胞的稳态失

调 ， 最终导致大量代谢疾病 ， 如胰岛素抵抗 、 Ｔ２ＤＭ 和心血管疾病 ［
５ ５

－

５ ７
］

。 值得注意

的是 ， Ｋ０ 小 鼠棕色脂肪组织 中 的线粒体数量和质量显著下降 ， 线粒体氧化磷酸化

关键基因表达量显著降低 ， 利用 Ｓ ｅａｈｏ ｒｓｅ 仪检测基因敲除小 鼠脂肪原代细胞的耗氧

率 ， 发现基因敲除小 鼠线粒体耗氧率显著 降低 ， 表明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功能受到损

害 ， 这也是加剧 Ｋ０ 小 鼠胰岛素抵抗等代谢紊乱发生的关键原因 。

皮下脂肪组织是 目 前 己知最大的脂肪储存库 ， 主要 由成熟的 白色脂肪细胞组成 ，

其含有单个胞质脂滴 （ 单室 ） 和位于外周 的细胞核 ， 其可 以储存体 内 多余的脂质 ，

并在机体需要的时候消耗甘油三酯产热 。 皮下脂肪组织的可塑性较强 ， 研 究发现外

界环境的刺激如冷暴露 、
Ｐ

－肾上腺素刺激或或者运动激活能够导致皮 下脂肪组织 中

产热基因程序表达上调 ， 在皮下脂肪细胞中过表达 ＰＲＤＭ Ｉ ６ 可诱导线粒体生物合成 、

氧化磷酸化和脂质氧化相关基因 的表达 ， 导致棕色化表型 ［

５ ３
１

。 研宂发现 Ｋ０ 小 鼠的

腹股沟 白色脂肪细胞体积 明显增大 ， 且质量增加 ， 说 明 Ｉ ｎｃＲＮＡ Ｕ 缺陷加剧 了 小 鼠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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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脂肪组织细胞扩张和脂质蓄积 ， 另外 ， 其关键产热基因的表达量显著降低 。 表

明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影响 了皮下脂肪组织的发育和棕色化能力 。

总之 ， 本章研宄利用 ＣＲＩＳＰＲ／ ＣＡＳ９ 技术对小 鼠进行 基因全身敲除 ，

获得了稳定繁殖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利用正常词料喂养小 鼠 ８ 周 ， 对比野生型

小 鼠和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的表型 ， 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导致小 鼠 出现胰岛素敏感

性下降 ， 呼吸代谢水平降低 ， 脂质堆积等代谢紊乱现象 ， 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脂肪

细胞内 的线粒体质量与氧化磷酸化功能受损 ， 脂肪组织产热代谢功能遭到破坏 。 而

在高脂饲料诱导小 鼠超重模型上 ， 基因敲除小 鼠也表现出糖耐量受损 ， 肝脏脂质蓄

积且脂肪组织线粒体结构破坏和数量减少 。 综上 ，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是维持小 鼠脂肪正常

代谢功能的关键分子 ， 其调控机制有待进
一

步研宄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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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调控小鼠脂肪组织代谢的分子机制研究

引言

由于脂肪酸也是其他组织重要的能量底物 ， 过量的脂质也会在肝脏 、 骨骼肌 、

心脏等组织中蓄积 ， 脂肪异位蓄积与糖尿病 、 心血管疾病的发展密切相关 ， 是肥胖

相关代谢疾病的重要诱发因素 ［
６

，
７

］

。研究发现肥大性肥胖患者体 内 的脂肪前体细胞的

数量并未减少 ， 但前体细胞分化成脂肪细胞的能力受到损害 ｔ
５ ８

］

， 因此促进脂肪发育

和产热功能能够防止脂肪细胞的病理性增大和脂肪的异位蓄积 ， 维持全身能量平衡 ，

防止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 上
一

章研宄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是维持小鼠脂肪

发育和代谢正常的关键分子 ，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表现出皮下脂肪堆积 ， 胰岛素抵

抗加剧等代谢紊乱特征 ， 棕色脂肪组织 内部线粒体的结构发生严重破坏 ， 产热代谢

基因的表达能力受损 ， 而线粒体是脂肪组织中发生能量代谢的主要场所 ， 发生丙酮

酸氧化、 三羧酸循环 、 脂肪酸Ｐ氧化和氧化磷酸化等能量代谢过程
［
４５

］

。

为 了探讨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导致小 鼠体 内脂质代谢紊乱和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受损

的分子机制 ， 本章设计实验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继续进行深

入探究 ， 首先提取小 鼠脂肪组织 ＲＮＡ 进行转录组测序 ， 通过分析差异表达基因发

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影响脂肪组织的主要基因和信号通路 ， 利用 ＲＮＡ 免疫沉淀结合

高分辨质谱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相互作用蛋 白 ； 其次在体外进行靶点验证 ： 设计该蛋

白 的真核质粒 ， 转染至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中 ， 并在体外诱导分化为成熟脂肪细胞 ，

通过 ＢＯＤ ＩＰＹ 染色、 油红 ０ 染色 、 Ｅ ｌ ｉ ｓａ 、 ＲＴ－

ｑＰＣＲ 等技术检测该靶点蛋 白过表达

对脂肪细胞分化和脂质代谢的影响 ， 同时提取成熟脂肪细胞的 ＲＮＡ 进行转录组测

序研究 ， 分析该蛋 白过表达影响的主要基因和信号通路 ； 第三 ， 在工具细胞 ＮＩＨ－３Ｔ３

中过表达该蛋 白 ， 通过蛋 白免疫共沉淀进
一

步探宄其影响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 。 免

疫共沉淀实验利用抗原抗体之间特异性免疫结合的原理 ， 在细胞裂解液中加入特异

性抗体 ， 可将抗原及与抗原结合的蛋 白沉淀下来 。 免疫复合物可 以利用质谱检测抗

原的结合蛋 白成员 ， 也可以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验证抗原和其他蛋 白之间 的相互作用 ，

这种方法得到的互作蛋 白是在细胞内与诱饵蛋 白天然互作的 ， 符合体 内真实生理情

况 。

４ １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 国医学科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节 转录组学结合生物信息学方法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调控的关键

基因通路

过去几年 ， 转录组测序技术迅速发展 ， 成为在转录水平上分析差异表达基因和

ＲＮＡ 可变剪接的重要工具 。 本节利用转录组测序技术对野生型小 鼠和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

陷小 鼠的脂肪组织 ＲＮＡ 样本进行检测 ， 基于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对差异表达显著的

ｍＲＮＡ 进行分析 ， 并通过功能富集分析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影响脂肪组织的关键基

因通路 。

１ 实验材料

１ ． １ 实验动物 ：

８ 周龄野生型和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所有实验动物操作程序均按照中 国医学

科 学 院 北 京 协 和 医 学 院 动 物 伦 理 委 员 会 标 准 进 行 ， 伦 理 审 查 编 号 ：

ＳＬＸＤ－２０２２０４２６０ １ ４ 。

１ ．２ 实验试剂

同第
一

章 １ ．２ 。

１ ． ３ 实验仪器

同第
一

章 １ ．３ 。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Ｌ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小鼠脂肪组织样品制备

实验步骤同第
一

章实验方法 ３ ． １ １ 。

２ ．２ 脂肪组织 ＲＮＡ 提取

实验步骤同第
一

章实验方法 ３ ． １ ２ 。

２ ． ３Ｒ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 ｉｎｇ
检测

将从小 鼠脂肪组织中提取的总 ＲＮＡ 用干冰保存寄样 ， 委托北京诺禾致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测样 ， 检测 ＲＮＡ 样品合格后进行 ｃＤＮＡ 文库构建 ， 利用 Ｑ
－ＰＣＲ

方法对文库的有效浓度进行准确定量 ， 库检合格 ， 利用 Ｉ ｌ ｌｕｍ ｉｎａ Ｈ ｉ ｓｅｑ 进行高通量

测序 ， 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包括主成分分析 、 差异表达分析 、 ＫＥＧＧ 分析和

ＧＯ 分析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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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平方 （Ｒ２ ） 评估样品重复性和相关性 ， 利用测序序列的

ＧＣ 含量、 Ｑ２０ 、 Ｑ３ ０ 评估测序数据质量 ， 数据质量评估合格后再分析筛选差异表达

基因 。

３ 实验结果

３ ． １ 棕色脂肪组织 ＲＮＡ 测序分析结果

本研宄对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和野生型小 鼠 的棕色脂肪组织 ＲＮＡ 进行基因组

测序 ， 对其基因表达谱进行差异分析 ， 以探索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影响棕色脂肪组织的关键

信号通路 。 在野生型小 鼠和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的棕色脂肪组织中 ， 基因差异表达

倍数 ＞ ２ 倍的有 ３ ８ ８９ 个基因 ， 火山 图显示有 ２００６ 个基因上调 ， １ ８ ８３ 个基因下调 。

主成分分析表明组内样本重复性好 ， 组间样本差异性大 。 通过对差异显著基因进行

ＫＥＧＧ 分析 ， 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显著下调 了产热相关 ７２ 个基因 ， 包括 Ａｄｃｙ５ 、

ＣＰＴ ｌ ａ 、 ＣＰＴ ｌ ｂ 等 。 同时 ， 氧化磷酸化通路 （含 ４９ 个相关基因 ） 也被显著下调 ， 而

脂肪酸代谢通路 （含 ２ １ 个相关基因 ） 被上调 。 结果提示 ，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主要影响

棕色脂肪组织中 的产热和氧化磷酸化过程 。

４３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 国 医学科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Ａ Ｓ ｃｏ ｒｅ ｓ Ｐ ｌ ｏ ｔ Ｃ
二 ＫＯ Ｆａ ｔｔｙ 

ａｃ ｉ ｄ ｍ ｅ ｔ ａ ｂ ｏ ｌ ｉ ｓｍ
＊

ｔ
，

－
？ ＷＴ ｏｃｙ ｔｏｃ ｉ ｎ  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ｉ ｎｇ ｐ
ａ ｌｈ ＇Ｖａ

ｙ

寸？

ｐ
５ ３  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 ｎｇ ｐ

ａ ｔｈｗａｙ
．

＾… Ａｒｒｈｙ ｔｈｍ ｏ ａｅｎ ｉ ｃ  ｒ ｉｇｈ ｔ  ｖｅｎ ｔ ｒ ｉ ｃ ｕ ｌ ａ ｒ ｃ ａ ｒｄ ｉ ｏ
＇

． ． ．
？

加
一

咖 １ １

．

Ｂ ， ； 〇 ｕｎ ，
＾

？

Ｒ ｅ ｔ ｒｏｇ
ｒ ａ ｄｅ ｅｎｄｏｃ ａ ｎ ｎａｂ ｉ ｎ ｏ ｉ ｄ  ｓ ｉｇ

ｎａ ｌ ｉ ｈｇ
？

Ｌ 〇
． Ｂ －＼ ｃｏｕｎ ｔ

＊

Ｂ ２ ｃ ｏｕ ｎ ｔＭＡ ＰＫ  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ｉ ｎ

ｇ ｐ
ａ ｔ ｈｗａ

ｙ ？Ｃ ｏｕ

^二 ？

？广 ？４ ０

？ ．

 ． Ｂ ６ ｃｏｕ ｎ ｌ Ｐ ｒｏ ｔ ｅｏｇ ｌｙ
ｃ ａ ｎ ｓ ｍ ｃ ａｎ ｔｆｅ ｒ ？

 ．６０

占 Ｒａ
ｐ

ｌ  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ｉ ｎｇ ｐ

ａ ｔ ｈｗａｙ
？ ？８ ０

〇 Ｐ Ｉ ３ Ｋ Ａ ｋ ｔ  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ｉ ｎｇ ｐ

ａ ｔ ｈｗａｙ ？

ｐａ ｃ ｊ

ｊ

４ ？

＇

 Ｔｈ ｅ ｒｍ ｏｇｅ
ｎ ｅ Ｓ ｉ ｓ ？

＿

ｉ ． ０ ０

Ｍ ａ ｌ ａ ｒ ｉ ａ
＊

 ＾
０ － ７ ５

．

ｆ ｅ ＋〇－

５ ｅ＋０５

￣￣

０ ｅ＋ ０ ０５ ｅ 

＋
０ ５ Ａ ｌ ｚｈ ｅ ｉｍｅ ｒ ｄ ｉ ｓ ｅａｓ ｅ ？ ° － ５

？

ＰＣ １

 （
９ １

． ３ ％
） Ｐａ ｒｋ ｉ ｎ ｓｏ ｎ ｄ ｉ ｓ ｅ ａｓｅ ？ 〇 ． ２ ５

Ｃ ａ ｒｄ ｉ ａｃ ｍｕ ｓ ｃ ｌ ｅ ｃ ｏ ｎ ｔ ｒａ ｃ ｔ ｉ ｏ ｎ ？ ０ － 〇 ０

３ Ｏ ｘ ｉ ｄ ａ ｔ ｉ ｖｅ
ｐ

ｈ ｏ ｓ
ｐ
ｈ ｏ ｒ

ｙ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

一
ｖｏ ｌ ｃａ ｎ ｏ ｐ

ｌ ｏ ｔ Ｒ ｉ ｂ ｏ ｓｏｍ ｅ？

＾ ｉ ， Ｈ
ｙ ｐｅ

ｒ ｔ ｒｏ
ｐ
ｈ ｉ ｃ  ｃ ａ ｒｄ ｉ ｏｍｙ ｏ ｐ

ａ ｔｈ
ｙ  （

Ｉ ＩＣＭ
）

？

￥ 丨 丨 Ｎ ｏｎ ａ ｌ ｃｏｈｏ ｌ ｉ ｃ ｆａｔｔ
ｙ 

ｌ ｉ ｖｅ ｒ ｄ ｉ ｓｅａ ｓ ｅ
 （
ＮＡ ＦＬＤ

） ？

Ｑ ． ． ｉ ｉ ｐ
ａｄ

ｊ

＜０ ． ０５ Ｄ ｉ ｌ
ａ ｔｅｄ ｃａ ｒｄ ｉ ｏｍｙ

ｏ
ｐａ

ｔｈ
ｙ  （
ＤＣＭ

）
？

＾ ．

 ， ｉ ｌ ｏ
？

ｉ ２ Ｆｏ ｌ ｄ  ｃ ｈ ａ ｎ ｕｅ ＞
ｌ

＊

？ １ Ｉ ． Ｄｏｗｎ １ ８８ ３

＇

 ａ ｏ ： ａ〇３ ａ ． ０ ４ ａ〇 ５ ｆｆ． ０６ ａ ． 〇 ７

■

Ｓ ； Ｎ ｏ ｔ Ｓ ｉ

ｇ 
１ ９８ ９ １ Ｇ ｅｎｅＲ ａ ， １ °

ｆ ？ ｒ ｉ Ｕ ｐ 
２ ００６

：蠢ｉ
０ ５ＴＵ

̄

ｌ 〇
ｇ ［

２
］ （

ＦＣ
）

Ｌ）

Ｏ ｘ ｉ ｄ ａ ｔ ｉ ｖｅ
ｐ
ｈｏ ｓ

ｐ
ｈ ｏ ｒ

ｙ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Ｔｈ ｅｒｍ ｏｇ
ｅ ｎ ｅ ｓ ｉ ｓ Ｆａ ｔ ｔｙ 

ａｃ ｉ ｄ ｍ ｅ ｔ 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ｒｉ ｆｉ｜
ＷＴＫＯ ＫＯＷＴ ＫＯＷＴ

图 ３
－

１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棕色脂肪组织 中 的差异表达基因和 ＫＥＧＧ 分析结果 。 （ Ａ ） 样本数

据主成分分析 。 （ Ｂ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棕色脂肪组织 中上调或下调表达基因 的火山 图 。 （ Ｃ ）

差异基因 ＫＥＧＧ 分析富集通路 。 （ Ｄ ） 氧化磷酸化 （ Ｏｘ ｉ ｄ ａ ｔ ｉｖｅ
ｐ
ｈｏ ｓｐ

ｈｏｒｙ ｌ ａｔ ｉｏｎ ） 通路 、 产热

（ Ｔｈｅ ｒｍ 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 ） 通路 、 脂肪酸代谢 （ Ｆａ ｔｔｙ
ａｃ ｉｄｍ 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 通路的基因簇热 图 （ 按照基因差

异表达倍数排序展示前 ３ ０ 个基因 ， 全部差异表达显著基因 见附录
一

、 二 ） ， 蓝色和红色分别表

示下调基因和上调基因 。 ｎ 

＝

３ 。 野生型小 鼠 （ ＷＴ ）ｖ ｓ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Ｋ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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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皮下脂肪组织 ＲＮＡ 测序分析结果

对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和野生型小 鼠 的皮下脂肪组织 ＲＮＡ 进行基因组测序 ，

对其基因表达谱进行差异分析 ， 以探索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影响皮下脂肪组织的关键基因和

信号通路 。 主成分分析表明组内样本重复性好 ， 组间样本差异性大 。 火山 图显示在

野生型小 鼠和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的皮下脂肪组织中 ， 差异表达倍数 ＞ ２ 倍的基因

有 １ ７６７ 个 ， 其中有 ８２６ 个基因上调 ， ９４ １ 个基因下调 。 对差异表达显著基因进行

ＫＥＧＧ 分析 ， 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１ 缺陷显著影响磷脂酰肌醇－３
’

激酶／蛋 白激酶 Ｂ （ ＰＩ３Ｋ－Ａｋｔ ）

通路相关基因 ， 该通路被报道通过促进葡萄糖利用 、 蛋 白质合成和脂肪生成调节脂

肪组织的代谢 。 此外 ， ＡＴＰ 结合盒式蛋 白转运体 （ＡＢ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ｓ ） 通路和转化生

长因子－

Ｐ（ ＴＧＦ －

Ｐ
） 通路相关基因也被上调 。 对差异表达显著基因进行 ＧＯ 分析 ，

发现与 ｍＲＮＡ 加工相关的过程通路基因均被下调 ， 相关通路如图 ３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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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Ｌ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小 鼠皮下脂肪组织 中 的差异表达基因和 ＫＥＧＧ 分析 、 ＧＯ 分析结果 。 ＣＡ ）

样本数据主成分分析 。 （ Ｂ ）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小 鼠皮下脂肪组织中上调或下调表达基因的火 山

图 。 （ Ｃ ） 差异基因 ＫＥＧＧ 分析富集通路 。 （ Ｄ ） 憐脂酰肌醇 －

３
－激酶 ／蛋 白激酶 Ｂ（ Ｐ Ｉ ３Ｋ －Ａ ｋ ｔ ）

通路 、 转化生长因子 －

ｐ（ ＴＧＦ －

Ｐ ） 通路 、 ＡＢＣ 转运体 （ ＡＢＣｔｒａｎ ｓ
ｐ
ｏｒｔｅ ｒｓ ） 通路基因簇热图 ， 蓝

色和红色分别表示下调基因和上调基因 。 （ Ｅ ）ＧＯ 分析显示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小 鼠皮下脂肪组织

中 的显著下调通路 。 ｎ 

＝

３ 。 野生型小 鼠 （ＷＴ ）ｖｓ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丨 缺陷小 鼠 （ Ｋ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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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ＲＮＡ 免疫沉淀方法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相互作用蛋 白

ｈｎＲＮＰＡ ｌ

上
一

节研宄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主要下调 了小 鼠棕色脂肪组织中 的线粒体氧化

磷酸化和产热信号通路 ， 激活 了皮下脂肪组织中 的 Ｐ Ｉ３Ｋ －Ａｋｔ 等代谢通路 。 本节利

用 ＲＮＡ 免疫沉淀实验结合高分辨质谱技术挖掘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靶点蛋 白 ， 捕捉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互作蛋 白 ｈｎＲＮＰＡ ｌ ， 并利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技术检测 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

小 鼠脂肪组织中 ｈｎＲＮＰＡ ｌ 的表达水平 。

１ 实验材料

１ ． １ 实验试剂



表 ３
－

１ 实验试剂




ｒｍ


ｍ


ＤｒｅａｍＴａｑ
ＤＮＡ

ｐ
ｏ ｌｙｍ ｅｒａｓｅ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 ＥＰ０７０ １

ｄＮＴＰ Ｍ ｉｘ
（

１ ０ｍＭ ｅａｃｈ
）ＮＥＢ Ｒ０ １ ９２

ＭＥＧＡ ｓｈｏｒｔｓｃｒ ｉｐ ｔ

？
Ｔ７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Ｆ ｉｓｈｅｒ ＡＭ  １ ３ ５４

ＲｉｂｏＬｏｃｋＲＮａｓｅ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ｒ
（
４０ Ｕ／ｐＬ ）ＮＥＢ ＥＯ０３ ８ １

Ｂ ｉｏｔ ｉｎ－

１ ４－ＣＴＰ Ｔｈｅｒｍｏ Ｆ ｉｓｈｅｒ １ ９５ １ ９０ １ ６

Ｅ＾ｎａｂｅａｄｓ
？

Ｍ－２ ８０Ｓ ｔｒｅｐ ｔａｖｉｄ ｉｎ Ｉｎｖ ｉｔｒｏｇｅｎ １ １ ２０５Ｄ

亲水性链霉素亲和磁珠ＮＥＢ ＃Ｓ １ ４２ １ Ｓ ２－

３ｕｍ

内切酶 
ＮｏｔｌＮＥＢ ＃Ｒ０ １ ８９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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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７Ｈ ｉｇｈ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ｃｙ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Ｋ ｉｔ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Ｂ ｉｏ ｔｅｃｈ ＪＴ １ ０ １
－

０ １

２ 

ｘＴｒａｎｓＳｔａｒｔ ＦａｓｔＰｆｏ Ｆｌｙ 
ＰＣＲ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Ｂ ｉｏｔｅｃｈＡＳ２３ １ 

－０ １

Ｐ ｆｕ ＤＮＡ Ｐｏ ｌｙ
ｍｅｒａｓｅ ＰｒｏｍｅｇａＭ７７４ １

ＥａｓｙｐｕｒｅＱｕｉｃｋ Ｇｅ ｌ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ｏｎ Ｋ ｉｔ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Ｂ ｉｏｔｅｃｈ ＥＧ １ ０ １
－０２

Ｅａｓｙｐｕｒｅ ＲＮＡ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Ｋ ｉｔＴｒａｎｓＧｅｎ Ｂ ｉｏｔｅｃｈ ＥＲ７０ １
－

０ １

抗 
ｈｎＲＮＰＡ ｌ抗体 Ａｂｅａｍ Ａｂ５ ８３２



抗 ＧＡＰＤＨ 抗体


Ａｂｅａｍ


Ａｂ９４８５


１ ．２ 实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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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 实验仪器设备




ｎ


．

型号




新康血液混匀器


江苏新康


ＸＫ－０３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制备 ＩｎｃＫＮＡ ｌ Ｉ ＲＮＡ 探针

２ ． １ １ＰＣＲ 扩增 目的片段

设计扩增 你 基因 的 引 物 ， 含 Ｔ７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序列 ， 同时构建含 目 的基因

的载体质粒 ， 以该质粒为模板进行扩增 ， 扩増反应体系如下表 ：



表 ３ －

３你基因扩增体系


ＰｒｏｍｏｎｅｎｔＶｏｌｕｍｅ

ｄＮＴＰ ｍ ｉｘｔｕｒｅ １
 （

ｊＬ

ｌ Ｏ ｘＢｕｆｆｅｒ ５
 ＼

ｉＬ

Ｆ １
 ＼

ｉｈ

Ｒ １
 ｆ

ｉＬ

Ｔｅｍｐ ｌａｔｅ ０ ． ５

ＤＮＡ
ｐｏ 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１ ．２５

 ｜

ｉＬ

Ｆ ｉｎａ ｌ ｖｏ ｌｕｍ ｅ ５０

ＰＣＲ 仪反应条件设置如下表 ：



表 ３ ￣４基因扩增反应条件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ｅｐ


Ｃｙｃ ｌｅ


Ｓｔａｇｅ
１ ９４

°
Ｃｆｏｒ２ｍ ｉｎ １

９４
°

Ｃ １ ５ ｓ

Ｓｔａｇｅ２ ５ ５
°

Ｃ３０ｓ ３ ５

６８

°
Ｃ１ｍ ｉｎ

Ｓｔａｇｅ３


７２

°

Ｃ延伸５ｍ ｉｎ
１



扩增结束后 ， 按照第二章实验方法 ２ ．２ ， 进行凝胶电泳检测扩增情况 ， 电泳结

束后 ， 把凝胶放于紫外分析仪中检测 ， 条带大小符合且无杂带 ， 表明载体连接成功 ，

进行切胶回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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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１ ２ 切胶纯化 、 回收

按照胶回收试剂盒说明书 ， 切取凝胶中 的 目 的基因片段 ， 放入 １ ． ５ｍＬ 去酶离心

管中称重 ， 加入 ３ 倍体积 ＧＳＢ 溶液 ， ５ ５
°
Ｃ水浴融胶 ， 室温晾凉 ， 吸附柱中静置吸

附 ， 离心 ， 漂洗液洗脱 ， 离心 ２ 次 ， 彻底去除残留的漂洗液 ， 去离子水洗脱 ， 收集

洗脱出的 ＤＮＡ 溶液 ， 利用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２０００ 检测其浓度和纯度 。

２ ． １ ３ 线性化载体的制备

利用限制性 内切酶 Ｎｏｔｌ 对质粒进行酶切 ， 反应体系如下表 ：



表 ３ －５ 质粒酶切反应体系


ＰｒｏｍｏｎｅｎｔＶｏ ｌｕｍｅ

ｌ Ｏ ｘｂｕｆｆｅｒ ５
ｐＬ

质粒 ２
 ｊ

ｘｇ

Ｎｏｔｌ １
ｎＬ



ｄｄ ＨｚＯ


补足５０
ｎＬ


反应体系 ３ ７

°

Ｃ水浴 ２－

３ｈ ， 琼脂糖核酸电泳检测酶切效果 ， 切胶 ， 利用胶回收

试剂盒回收线性化 ＤＮＡ 片段 ， 在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下检测其浓度和纯度 。

２ ． １ ４ 体外转录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探针

取去酶离心管 ， 加入转录体系如下 ：

．

表 ３ －６ ＤＮＡ 转录反应体系


ＰｒｏｍｏｎｅｎｔＶｏ ｌｕｍｅ

１ ０ 

ｘ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 ｂｕｆｆｅｒ ２

线性化 ＤＮＡ 片段 １
ｐｇ

Ｂ ｉｏｔ ｉｎ ＲＮＡ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ｍ ｉｘ １

 ＼
ｉＬ

Ｔ７ＲＮＡ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１



ｄｄ Ｈ２Ｑ


补足 ２０ ｐ
Ｌ


３ ７

°
Ｃ孵育 ２ｈ 后取出 ， 加入 ＤＮＡ 裂解酶 ， ３ ７

°

Ｃ孵育 １ ５ｍ ｉｎ ， 除去 ＤＮＡ ， 加

入 Ｒｎａｓｅ－ｆｒｅｅ 水 ， 利用 ＲＮＡ 纯化试剂盒按照说明书提取纯化 ＲＮＡ ，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检测

其浓度和纯度 。 利用琼脂糖凝胶 电泳检测到条带大小符合要求 ， 放入－２０

°

Ｃ冰箱保

存待用 。

２ ．２ 链霉素亲和磁珠与生物素标记的 ＲＮＡ 结合

取出提前标记的 １ ． ５ｍＬ ＥＰ 管 ， 吸取重悬后的磁珠悬液 ， 加入 ５ ００ 叫 ｗａｓｈｂｕｆｆｅｒ

轻轻吹洗 ， 低速离心 ， 去除上清液 ， 重复清洗 ３ 次 ， 继续加入 ｗａｓｈｂｕｆｆｅｒ 重悬磁珠

后 ， 加入生物素标记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探针 ， ４

°

Ｃ低速旋转 ６－８ｈ ， 使其充分结合。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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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３ 磁珠复合物与蛋 白结合

剪取小 鼠棕色脂肪组织 ， 生理盐水漂洗 ３ 次后 ， 加入现配的组织裂解液 ， 在冰

上剪碎研磨 （ ４

°

Ｃ暂存 ） 。 取新的 １ ． ５ｍＬＥＰ 管加入 １ ０
ｈＬ 组织裂解液作为 ＮＧ 组 ，

－２０

°

Ｃ保存 。 吸取 １ ００
ｎ
Ｌ 组织裂解液加入磁珠－ＲＮＡ 混合物中 ， 加入 ５

ｈＬＲＮａ ｓｅ 抑

制剂 ， ４

°

Ｃ旋转过夜 。 第二天将孵育的磁珠－ＲＮＡ－蛋 白混合物低速离心 ， 使用 Ｗａ ｓｈ

Ｂ ｕｆｆｅ ｒ 冲洗 ６ 次 ， 每次 ５ ００
ｐＬ ， 低速离心 ， 吸除上清液后 ， 加入 ４０ 卟 Ｗａ ｓｈＢ ｕｆｆｅｒ

和 １ ０ 此 ５４０５ 上样缓冲液 ， ￣０ 组同此步骤 ， １ ００
°

（：变性 ５ 〇＾ ， 作为 ５０ ５ －？入０￡

凝胶 电泳的样品 。

体外转录 ｙ牛物素标 丨 ｉ：Ｍ 磁珠与生物素探针结合 ｙ４

ｉｆ 

ＩＩ）

Ｌ ｎ ｃ 丨 １ ＲＮＡ结合蛋白



图 ３ －

３ＲＮＡ 免疫沉淀实验过程图解

２ ．４ＳＤ Ｓ －ＰＡＧＥ 凝胶电泳

将实验样品进行 ＳＤ Ｓ －ＰＡＧＥ 凝胶 电泳 ， 实验步骤同第二章实验 内容 ２ ． １ １ 部分 。

２ ． ５ 考马斯亮蓝染色

将 电泳结束后的凝胶放入 ２０ｍＬ０ ．２５％考马斯亮蓝溶液 ， 室温摇晃染色半小时 ，

回收染色液 ， 加沸水 ， 放入纸 巾 ， 在摇床上室温摇动过夜脱色 ， 第二天进行观察并

拍照记录 。

２ ． ６ 高分辨质谱鉴定差异蛋 白

根据考马斯亮蓝染色的指示 ， 切取差异蛋 白 条带所在凝胶 ， 装入 １ ． ５ｍＬ ＥＰ 管

中 ， 送样 ， 委托公司进行高分辨质谱检测 。

２ ． ７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ｔ 技术检测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小鼠脂肪组织中 目标蛋 白 的表达水平 。

按照第二章第二节实验方法 ２ ． １ ０ 步骤操作 。

２ ． ８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Ｇｒａ
ｐ
ｈｐａｄＰｒ ｉ ｓｍ６ ． ０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表示为 Ｍｅａｎ土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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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 。 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组间 ｒ检验 。 尸 ＜
０ ． ０ ５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３ 实验结果

３ ． １ＲＮＡ 免疫 〉几 ；疋头验结果

本节研宄通过在体外合成生物素标记 Ｉ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 与总蛋 白提取液进行孵育 ，

利用 ＲＮＡ 与蛋 白特异性结合 ， 将 目 的条带所在的胶切下进行 ＬＣ －Ｍ Ｓ／Ｍ Ｓ 质谱检测 ，

结合参考文献 ， 确定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为 Ｉ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的相互作用蛋 白 。

Ｍ ａ ｒ ｋ ｅｒＮ －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ＮＧＡ ｉｍ 防火

Ｄｅ ｓｃ ｒ ｉ

ｐ ｔ ｉ ｏ ｎＳ ｃｏ ｒｅＰ ｅ ｐ ｔｉｄｅ ｓＭＷ
 （
ＫＤａ

）

Ｊ ９ ０ Ｋ Ｉ ）一＾ ＼ ：＿ ＿＾
ＳＴ １ Ｈ １ Ｅ７

２^４

＿
 １ ５

Ｈ Ｉ ＳＴ １ Ｈ １ Ｂ９９２ ． ５９ ７ ２２ ６

１ ４ ０Ｋ ， ）

 ｜ｆ ｌｊ ＫＲＴ １３ ３２ ７ ５ ２ ６ ６６

＊

０

ｎＷｉ＃

＇

ＩＨＭ ＨＮ Ｒ Ｎ ＰＡ １ １ ９８ ． １ ８ １ ３ ３ ３ ． １

Ｋ １—
ｎ＿ ■疆

－

ＫＲＴ １ ０

－－ －

^

６５ Ｋ Ｉ Ｊ ＫＲＴ ２ １ ５３ ． ５６



１ ８



６ ５ ． ４

５
－

１ Ｋ ｌ
）ｍｍｒｎｍ０

一 ，ＫＲＴ９ １ ０９ ６９ １ ６ ６ ２ ０

４ ２Ｋ ｜ ）ｍｍｍｒ ｜
ＷＰｆ ． Ｈ ＮＲＮＰＡ２Ｂ １ １ ０ ７

． ６ ５



１ ３



３ ７ ４

繪ｆａｔ ＡＬ Ｂ ６６

￣

ｉＴ
￣

 １ ６ ６９ ３

，
， Ｋ 〇

匕
十

」
Ｒ ＰＳ ３Ａ５６ ９ ２ ｜ １ ２ ２ ９ ９

̄

图 ３ －４ＲＮＡ 免疫沉淀实验结合质谱技术鉴定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的相互作用 蛋 白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

３ ． ２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鼠脂肪中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表达的影响

研宄利用 ＲＮＡ 免疫沉淀实验结合高分辨质谱捕捉到 ］ 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的结合蛋 白为

ｈｎＲＮＰＡ ｌ ， 为 了探究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是否影响脂肪组织中 ｈ 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表达 ， 继续利

用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 技术检测 了基因敲除小 鼠脂肪中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表达水平 ， 结果显

示 ，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显著降低 了 ｉＷＡＴ 中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表达水平 ， 而 ｅＷＡＴ 和

ＢＡＴ 中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表达水平未受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的显著影响 。

■ＷＴ

ｉＷＡＴ ｅＷＡＴＢＡＴ １ ． ５
－

１ＣＤＫＯ

ＷＴＫＯＷＴＫＯＷＴＫＯ ｜ 丁丁

ｈ ｎ議 ｉ

 ｜嫌 一 藝 — Ｍ秦
１ｓ

１ ０
＇

■
＊ ＊

■ 门 ■


ｉ
－ Ｉ ｎＩＩ

Ｑ ｐＤＨ

 丨喔 ｜■■
ｉＷＡＴ ｅＷＡＴ ＢＡＴ

图 ３
－

５Ｌ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 鼠脂肪组织中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 ｎ

＝

３ 。

“

尸 ＜ ０ ． ０ １ ，

野生型小 鼠 （ ＷＴ ）ｖ ｓ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 ＫＯ ）〇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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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过表达对脂肪细胞分化和代谢的影响

第二节研宄通过 ＲＮＡ 免疫沉淀实验发现 了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互作蛋 白异质 核核糖

核蛋 白 Ａ １（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 ，ｈｎＲＮＰＡ ｌ 是
一

种高度丰富的 ＲＮＡ 结合蛋 白 ， 研究表 明 ，

其参与到多种 ＲＮＡ 加工方式相关的细胞过程 中 ， 包括 ＲＮＡ 可变剪接调节 、 核糖体

进入位点介导翻译 、 通过结合新生前 ｍＲＮＡ 调节 ｍＲＮＡ 基因表达 、 促进成熟 ＲＮＡ

的核输 出 和翻译过程 ［
５ ９ － ６ ２

］

。 据报道 ， Ｌｎ ｃ ＳＨＧＬ 能够招募 ｈｎＲＮＰＡ ｌ ， 在翻译水平提

高钙调素 （ ＣＡ ＬＭ ）ｍ ＲＮＡ 的表达效率 ， 从而调控肝脏的糖脂代谢阳 １

。 为 了进
一

步

探宄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ｈ ｎＲＮ ＰＡ ｌ 对脂肪分化及产热功能的调控作用机制 ， 本节在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中转染真核 质粒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 对该 革Ｅ点进行确证 。

１ 实验材料

１ ． １ 细胞株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购买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胞资源 中心 。

１ ． ２ 实验试剂



表 ３
－

７ 实验试剂


 ｅｇ

质粒提取试剂盒全式金 ＥＭ １ ２ １

氨苄青霉素钠 Ｓ ＩＧＭＡ Ａ９ ５ １ ８

胰蛋 广１胨 ＯＸＯ ＩＤ ＬＰ０ ０４２

酵母提取物 ＯＸＯ ＩＤ ＬＰ０ ０２ １

ＮａＣ ｌ 北京试剂 ２ ０ １ ８０４ １ ６

Ｌ ｉ

ｐ
ｏ ｆｅ ｃ ｔａｍ ｉｎ ｅ

？
３ ０ ０ ０ 丨 ｎ ｖ ｉ ｔ ｒｏｇｅｎ
 Ｌ３ ００ ０ ０ １ ５

ＢＯＤ ＩＰＹ染色试剂 Ｉ ｎｖ ｉ ｔ ｒｏｇｅｎ Ｄ ３ ９２２

油红 ０ 试剂 索莱宝 Ｇ １ ２ ６ ３

ＴＧ 检测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 Ａ １ １ ０ －

１
－

１

ＵＣＰ １抗体 Ａｂ ｅ ａｍ Ａｂ  １ ０９ ８ ３

荧光封片剂 （含 ＤＡＰ Ｉ ）中杉金桥 ＺＬ Ｉ
－

９ ５ ５ ７



ＢＣＡ 试剂盒


康为世纪 ＣＷ ００ １ ４ Ｓ


氨苄青霉素钠溶液 ： 称取 ０ ． ０ ３ ９
ｇ 氨苄青霉素钠粉末 ， 溶于无菌 ｄｄ Ｈ ２０ ， 定容 ，

配制终浓度为 １ ００ ｍｇ／ｍＬ 。

细胞培养基 ： ＤＭＥＭ 高糖培养基＋ １ ０％ＣＣ Ｆ＋５％Ｐ ／Ｓ 。

冻存液 ： 基础培养基＋３ ０％ ｒｏ Ｓ＋ １ ０％ ＤＭ ＳＯ（细胞培养级 ） 。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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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ｎＲＮＰＡ ｌ 真核表达质粒图谱见附录三 。

１ ． ３ 实验仪器



表 ３ －

８ 实验仪器设备




？


ｒｍ
ｕ ；

梯度降温冻存盒ＮＡＬＧＥＮＥ ５ １ ００－０００ １

台式多用途高速冷冻离心机广州吉迪 ＪＩＤＩ
－２０Ｒ

振荡培养箱金坛市科析仪器ＨＺＱ 系列

电热恒温培养箱


上海
一

恒科技有限公司


ＤＨＰ－９０８２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ｈｎＲＮＰＡ ｌ 表达质粒的提取

配制 ＬＢ 培养基 ， 配方如下表 ：



表 ３ ，９ ＬＢ 培养基配方




试齐ｊ



质量


胰蛋 白胨 ５ ｇ

酵母提取物 ２ ． ５
ｇ

Ｎａｄ ５
ｇ

水 ５ ００ｍＬ

搅拌溶液至澄清透明状 ， 分装于三角培养瓶中 ， 盖上透气盖 ， 放于高压灭菌锅

中高压灭菌 ２５ｍ ｉｎ ， 结束后取出 ， 晾至 ３ ７

°
Ｃ左右 ， 加入氨苄青霉素溶液 （ １ ：１ ０００ ） ，

晃勾 ， 加入含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表达质粒的甘油菌 ，将三角培养瓶放在振荡培养箱中 ， ３７

°

Ｃ ，

１ ３ ０ｒｐｍ ， 摇晃过夜 （ １ ４－

１ ６ｈ ） ， 第二天取出培养瓶 ， 观察到瓶内培养基呈浑浊状

态 ， 分光光度计测量到 ＯＤ 值为 ２ ． ５ 。 利用质粒提取试剂盒按照说明书步骤进行质

粒提取 ， 得到转细胞级超纯质粒 ，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２０００ 中检测质粒浓度和纯度合格 ， 分

装到冻存管中 ，

－２０

°
Ｃ冰箱保存待用 。

２ ．２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的培养和冻存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的传代 ： 收到细胞后 ， 酒精擦拭瓶 口消毒 ， 显微镜下观察细

胞达到 ７０％－８０％汇合度时 ， 消化 ， 传代 ， 分瓶 ， 每 Ｔ２５ 瓶补加培养基至 ５ ｍＬ ， 每

Ｔ７５ 瓶补加至 ２０ｍＬ 。

“

十
”

字晃匀后放入培养箱中培养 。

细胞点板 ： 将待点板的细胞消化离心 （ 同前述步骤 ） ， 弃去上清液 ， 加入培养

基 ， 轻轻吹散 ， 上下颠倒混匀 ， 六孔板中每孔先加入 ｌ ｍＬ 培养基进行铺垫 ， 每孔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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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入 １ｍＬ 细胞悬液 ， 十二孔板每孔加入 ５ ００ 叫 细胞培养基进行铺垫 ， 每孔再加

入 ５００
 ｆ
ｉＬ 细胞悬液 ，

“

十
”

字晃匀后放入培养箱中培养 。

细胞冻存 ： 将待冻存的细胞消化离心 ， 加入现配制的冻存液 ， 吹散细胞 ， 颠倒

晃匀 ， 分装至 １ ． ５ｍＬ 冻存管中 ， 利用梯度降温冻存盒冻存 ， 过夜拿出 ， 将细胞冻存

至液氮中 。

２ ． ３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转染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质粒及过表达验证

质粒转染 ： 观察六孔板和十二孔板 中 的细胞生长密度 ， 细胞生长到融合度

７０％－

８０％之间时 ， 开始转染 ， 现配制转染体系 ：



表 ３
－

１ ０ 转染体系 Ａ 液




Ａ 液组分


十二孔板


六孔板


Ｏｐｔｉ
－ＭＥＭ？ Ｍｅｄｉｕｍ ５０

ｊ
ｉＬ／孔 １ ００

ｐＬ／孔

Ｌ 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 ｉｎｅ
？

３ ０００ Ｒｅａｇｅｎｔ ０ ．７５
 ｜

〇Ｌ／孔 １ ． ５
 ＼

ｉＬＲＬ

混合后室温静置 ５ｍ ｉｎ ， 同时配制转染体系 Ｂ 液 ：



表 ３
－

１ １ 转染体系 Ｂ 液




Ｂ 液组分


十二孔板


六孔板


Ｏｐｔｉ
－ＭＥＭ？ Ｍｅｄｉｕｍ ５０

叫／孔 １ ００
吣／孔

质粒 （
２００

ｎｇ／
｜
ｉ ｌ

） ４
 （

￡７孔 ８
ｎ
Ｌ／孔

Ｐ３ ０００
？

Ｒｅａｇｅｎｔ ２
 （

ｉＬ／孔 ４
ｐ
Ｌ／孔

Ａ 、 Ｂ 液混合 ， 室温静置 １ ５ｍ ｉｎ 。 细胞更换新鲜培养基 ， 滴加转染体系 ，

“

８
”

字

法晃匀 ， 加入细胞培养箱中 ， 孵育 ３６ｈ 。

ＲＴ－

ｑＰＣＲ检测细胞中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转录水平 ： 细胞转染质粒 ３ ６ｈ 后 ， 按照第
一

章

实验方法 ３ ．２３ 收集细胞样品 ， 按照第
一

章 ３ ． １ ２－３ ． １ ４ 方法提取细胞中总 ＲＮＡ ， 检测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中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基因 的转录水平 。 基因 引物序列为 ｈｎＲＮＰＡ ｌ
－Ｆ ：

５
，

－ＧＡＡＡＣＡＡＣＣＧＡＣＧＡＧＡＧＴＣＴＧ－３
，

；Ｒ ：５
，

－ＴＧＴＧＴＧＧＴＣＴＴＧＣＡＴＴＣＡＴＧＧ－３
，

〇

２ ．４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诱导分化

十二孔板或者六孔板转染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质粒 ３６ｈ ， 更换新的培养基 ， 接触抑制培

养 ２ 天 ， 更换新鲜配制诱导液 ， ４８ｈ 后继续更换第二次诱导液 ， 诱导 ４ 天 ， 更换新

鲜配制分化液 ， 分化 ４ 天 ， 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胞内部含有大量圆形脂滴 ， 表明细胞

分化成熟。

２ ． ５ＢＯＤＩＰＹ 和油红 ０ 染色检测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过表达对脂肪细胞脂质蓄积的影响

配制 ＢＯＤ ＩＰＹ 工作液 （ ＢＯＤ ＩＰＹ 染液 ： ＰＢ Ｓ
＝

１ ：５０００ ） 和油红 ０ 工作液 （油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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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０ 染液 ： 双蒸水 ＝

３ ：２ ） ， 后者需过滤至澄清透明 ， 从培养箱中取出诱导分化

的十二孔板 ， 吸除培养基 ， ＰＢ Ｓ 洗 ３ 遍 ， 多聚 甲醛固定 ３０ｍ ｉｎ ，ＰＢＳ 洗 ３ 遍 。

８０００＾ 染色 ： 每孔加入 ７５ ０ 吣 ８００ １？丫 工作液 ， ３ ７
°

（：孵育 １ ５ 〇１ 丨 １１ ， 去废液 ，

置于平板振荡器上 ＰＢＳ 洗 ３ 遍 ， ＤＡＰ Ｉ 封片 ，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 采集图像分析 。

油红 ０ 染色 ： 每孔加入 ７５０
ｎＬ 油红 ０ 工作液 ， 避光室温染色 ３ ０ｍ ｉｎ ， 去废液 ，

置于平板振荡器上 ＰＢ Ｓ 洗 ３ 遍 ， ５ｍ ｉｎ／遍 ， 即可放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 采集图像

分析 。 油红 ０ 定量 ： 十二孔板弃去 ＰＢ Ｓ ， 每孔加入 ５ ０〇 ｍＬ ＤＭＳＯ ， 锡箔纸避光 ，

放在平板摇床上摇晃 １ ０ｍ ｉｎ ， 充分溶解孔中的油红 Ｏ 染料 。 按组吸取 １ ５０
ｎＬ 染料

提取液加入透明 ９６ 孔平底板 ， 设置 ３５ ８ｒｕｎ ， 测定吸光度 。

２ ． ６ＥＬＩＳＡ 检测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过表达对脂肪细胞中 ＴＧ 合成的影响

新鲜配制蛋 白裂解液 （ ＲＩＰＡ ： 蛋 白磷酸酶抑制剂 ＝
１ ００ ：１ ） ， 取细胞诱导分

化成熟的六孔板 ， 弃去培养基 ， ＰＢＳ 洗 ２ 遍 ， 加入蛋 白裂解液 ， 冰上裂解 ３０ｍ ｉｎ ，

细胞刮刀刮取细胞 ， 收集到 １ ． ５ｍＬ ＥＰ 管中 ， 冰水浴超声 ４５ｍ ｉｎ ，４

°
Ｃ ， １ ２０００

ｇ ，

离心 １ ０ｍ ｉｎ 。 将上清液转移至新的离心管 ，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ＢＣＡ 定量 ， 绘

制标准曲线并计算蛋 白样品浓度 。 接着 ， 按照 ＴＧ 试剂盒说明书测定样品 中 ＴＧ 含

量 。

２ ．７ＲＴ－

ｑ
ＰＣＲ 检测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过表达对脂肪细胞分化相关基因的影响

取细胞诱导分化成熟的十二孔板 ， 弃去培养基 ， ＰＢ Ｓ 洗 ３ 遍 ， 收集细胞 ， 按照

第
一

章 ３ ． １ ２－３ ． １ ４ 方法提取细胞中总 ＲＮＡ ， 检测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过表达对脂肪细胞分化相

关基因的影响 。 引物序列如下 ：



表 ３ －

１２ 基因 引 物序列


Ｇｅｎ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５

，

－

３
，

）


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５

３

－３
？

）


ＰｐａｒｇＴＣＧＣＴＧＡＴＧＣＡＣＴＧＣＣＴＡＴＧＧＡＧＡＧＧＴＣＣＡＣＡＧＡＧＣＴＧＡＴＴ

ＡｃｏｘＴＡＡＣＴＴＣＣＴＣＡＣＴＣＧＡＡＧＣＣＡＡＧＴＴＣＣＡＴＧＡＣＣＣＡＴＣＴＣＴＧＴＣ

ＬｐｌＧＧＧＡＧＴＴＴＧＧＣＴＣＣＡＧＡＧＴＴＴＴＧＴＧＴＣＴＴＣＡＧＧＧＧＴＣＣＴＴＡＧ

ＣｐｔｌａＧＡＣＴＣＣＧＣＴＣＧＣＴＣＡＴＴＣＣＧＡＣＴＧＴＧＡＡＣＴＧＧＡＡＧＧＣＣＡ

Ｃｐ ｔｌｂＧＣＡＣＡＣＣＡＧＧＣＡＧＴＡＧＣＴＴＴＣＡＧＧＡＧＴＴＧＡＴＴＣＣＡＧＡＣＡＧＧＴＡ

ＡｃｃＧＣＴＧＣＴＣＧＧＡＴＣＡＣＴＡＧＴＧＡＡ


ＴＴＣＴＧＣＴＡＴＣＡＧＴＣＴＧＴＣＣＡＧ

２ ． ８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脂肪细胞 ＲＮＡ－Ｓｅｑｕｅｎｃ ｉｎｇ 检测

细胞诱导分化成熟的十二孔板 ， 弃去培养基 ， ＰＢ Ｓ 洗 ３ 遍 ， 收集细胞 ， 干冰存

放送样 ， 委托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转录组测序 ， 检测 ＲＮＡ 样品合

格后构建 ｃＤＮＡ 文库 ， 利用 Ｑ
－ＰＣＲ 方法准确定量文库的有效浓度 ， 库检合格 ， 利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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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Ｉ ｌ ｌｕｍ ｉ ｎａ Ｈ ｉ ｓ ｅｑ 平 台高通量测序 ， 获得实验结果数据并进行分析 。 利用皮尔逊相

关系数的平方 （ Ｒ２ ） 评估样品重复性和相关性 ， 利用测序序列 的 ＧＣ 含量 、 Ｑ２ ０ 、

Ｑ ３ ０ 评估测序数据质量 ， 数据质 量评估合格后再分析筛选差异表达基因 。 采用

Ｃ ｌｕ ｓ ｔｅ ｒＰ ｒｏ ｆｉ ｌ ｅ ｒ 软件基于超几何分布原理对差异基 因集进行 ＧＯ 功 能 富集分析和

ＫＥＧＧ 通路富集分析

２ ．９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Ｇ ｒａ
ｐ
ｈ
ｐａ

ｄＰ ｒ ｉ ｓｍ６ ． ０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表不为 Ｍ ｅａｎ土

ＳＥＭ 。 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组间 ｒ检验 。 Ｐ ＜０ ．０ ５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

３ 实验结果

３ ． １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过表达脂肪细胞的建立和验证

３Ｔ３
－Ｌ １ 细胞系具有 向脂肪细胞分化的特性 ， 是研宄脂肪代谢的经典细胞模型 。

通过构建带 Ｆ ｌａｇ 标签的质粒 ， 转录进 ３Ｔ 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中 ， 实现在 ３Ｔ３

－Ｌ １ 细胞中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 ＲＴ－

ｑ
ＰＣＲ 实验检测过表达 ３Ｔ３ －Ｌ １ 细胞中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基因 的

转录水平显著升高 ， 接近对照组转录水平的 １ ００ 倍 ， 实验结果验证 了ｈｎＲＮＰＡ ｌ 在

脂肪细胞中 的过表达 。

１ ５０
－

．震

〇

！Ｉ
１５ ０

－

１０
Ｊ

Ｉ

Ｃ ｏ ｎ ｔ ｒｏ ｌＯ Ｅ

图 ３
－６３Ｔ３ －Ｌ １ 脂肪细胞中 ｈｎＲＮＰＡ 丨 基因的转录水平 。 ｎ 

＝

６ 。

…

尸 ＜ ０ ．００ １ ， 对照组 （ 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ｖｓ ．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组 （ ＯＥ ） 。

３ ． ２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过表达减轻脂肪细胞脂质蓄积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在诱导分化过程中 ， 细胞 内脂质不断蓄积 ， 脂滴变大聚集为

脂滴环 ， 细胞体积也随之增大 。 为了观察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过表达对脂肪细胞分化为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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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脂肪细胞的影响 ， 研宄对分化成熟的脂肪细胞进行 ＢＯＤ ＩＰＹ 染色和油红 ０ 染

色 ， 观察细胞 内 脂滴形成的情况 。 结果发现 ， 与对照组相 比 ， 过表达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的

脂肪细胞 内仅有少量脂滴产生 ， 且脂滴小 ， 无 明 显的脂滴环 。 检测细胞 内脂质和甘

油三酯的含量水平 ， 数据显示 ，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显著降低 了３Ｔ３
－Ｌ １ 成熟脂肪细胞

内 的 脂 质 和甘油 三酯含量 。 该实验结果反映 ， 在 ３Ｔ３
－Ｌ １ 前 脂肪细胞 中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 显著抑制 了 前脂肪细胞在分化成熟过程中 的脂滴形成 ， 减少脂质

蓄积 。

Ａ剛 Ｂ〇 Ｄ Ｉ ＰＶ ＯＲＯ

■
—思刻

Ｂ０ ６

１
Ｃ １ ５

－

．

＿Ｔ ．．

Ｉ
０ ４

＇

 １ ． ０
－

 ｜

—

｜二

１

Ｌ
■

０ ． ０

Ｃ ｏ ｎ ｔ ｒｏ ｌＯ Ｅ Ｃｏ ｎ ｔ ｒｏ ｌＯＥ

图 ３
－ ７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过表达改善 ３ Ｔ３ －Ｌ １ 成熟脂肪细胞 中 的脂质 蓄积 。 （ Ａ ）ＢＯＤ ＩＰＹ 和油红 Ｏ 染

色观察拍照 ， ｓｃ ａ ｌｅｂ ａｒ ：２ ００
ｎｍ 。 （ Ｂ ） 甘油三酯水平 。 （ Ｃ ） 油红 Ｏ 染料提取液在 ＯＤ 值 ３ ５ ８ｎｍ

时 的吸光度值 。 ｎ

＝
６ 。

…

Ｐ ＜０ ． ０ ０ １ ，０ ． ０ ５ ， 对照组 （ 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ｖ ｓ ． 过表达ｈｎＲＮ ＰＡ ｌ组 （ ＯＥ ） 。

３ ． ３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过表达促进脂肪细胞分化相关基因表达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是
一

类 同 时具有增殖和分化为成熟脂肪细胞能力 的前体细

胞 ［
６４

］

， 在 ＩＢＭＸ 、 ＤＥＸ 、 丨 ｎ ｓｕ ｌ ｉｎ 等生长因子作用下 ， 细胞改变本身 的成纤维状态 ，

甘油三酯在胞质 内 聚集 ， 最终分化为成熟脂肪细胞 ， 这个过程涉及许多代谢酶基因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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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化相关基因 。 本节选取
一

些参与脂质代谢过程 、 调控脂肪细胞分化的关键基因 ，

利用 ＲＴ－

ｑ
ＰＣＲ 检测其在成熟脂肪细胞中 的表达量情况 。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

受体Ｙ
（ ＰＰＡＲｙ ） 是调节前脂肪细胞分化过程中脂肪形成相关基因表达从而启动分化

过程的主要转录因子 ［

４ ｜

】

， 乙酰辅酶 Ａ 羧化酶 （ ＡＣＣ ） 作为生物素酶 ， 在脂肪酸合成

过程中发挥限速作用＃ １

。 Ｃ ＰＴ －

１ 在线粒体外膜 中 ， 通过转移长链脂肪酸至线粒体中

发挥调节脂肪酸 Ｐ氧化的作用
［
６ ６

］

。 ＡＣＯＸ 是脂肪酸 卩氧化的关键酶 ， 通过催化脂肪酸

Ｐ
－氧化促进能量消耗 ［

６ ７
］

。 ＬＰＬ 作为脂质转运 、 代谢关键酶 ， 负责催化脂蛋 白脂解 ，

提供游离脂肪酸 （ Ｆ ＦＡ ） 用于脂质储存 Ｉ％
。 研宄表明 ， 这些关键因子和酶共同参与

脂质合成和分解的动态过程 。

通过检测成熟脂肪细胞中相关基因 的表达水平 ， 观察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过表达对

脂肪细胞分化的影响 。 数据分析显示 ， ｈ ｎＲＮ ＰＡ 丨 蛋 白过表达显著降低 了分化基因

转录调控因子 ＰＰＡＲ
ｙ以及脂肪酸合成酶 ＡＣＣ 、 转运酶 ＬＰＬ 在 ｍＲＮＡ 水平的表达 ，

脂肪酸关键代谢酶 ＣＰＴ －

〗 的 ｍＲＮＡ 水平表达显著上升 。 以上结果表明 ，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过表达抑制脂肪细胞分化 ， 促进脂质代谢过程 。

Ａ Ｂ Ｃ

Ｐ ＰＡ Ｒｙ Ｃ ＰＴ ｌ ａ Ｃ ＰＴ １
｜

５

１ ． ５
－

ｉ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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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８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过表达调节 ３ Ｔ３
－Ｌ １ 成熟脂肪细胞代谢相关基因 的表达 。 （ Ａ ）ＰＰＡＲ

丫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 （ Ｂ ）ＣＰＴ ｌ ｃ ｔ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 Ｃ ）ＣＰＴ ｌ

ｐ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 （ Ｄ ）ＡＣＣ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 （ Ｅ ）ＡＣＯＸ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 （ Ｆ ）ＬＰＬ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 ｎ
＝

６ 。

…

Ｐ

＜ ０ ． ００ １ ，

“

Ｐ ＜０ ． ０ １ ，
＊

尸＜ ０ ． ０ ５ ， 对照组 （ 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ｖｓ ． 过表达ｈｎＲＮＰＡ ｌ组 （ ＯＥ ）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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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过表达激活脂肪细胞氧化磷酸化和产热通路

本实验收集对照组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 、分化成熟的脂肪细胞 、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和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成熟脂肪细胞进行基因组测序 ，

对基因表达谱进行差异分析 ， 在分子水平上探索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对脂肪细胞

分化和代谢的影响 。 通过对 ４ 组样品 的差异表达显著基因进行 ＫＥＧＧ 分析 ， 发现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过表达显著上调了成熟脂肪细胞中 的氧化磷酸化通路 （含 ５２ 个相关

基因 ） 和产热通路 （含 ６０ 个相关基因 ） 。 ＧＯ 分析显示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成

熟脂肪细胞线粒体中 的相关生物过程通路被显著上调 ， 包括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组

装 、 ＮＡＤＨ 脱氢酶复合物组装 、 呼吸电子传递链 、 核苷三磷酸等生物过程 。 研宄结

果提示 ，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可能通过促进成熟脂肪细胞中的线粒体过程进而激

活细胞中氧化磷酸化和产热代谢过程 。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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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ｏ ｒ ｔ  ｃ ｈａ ｉ ｎ


Ｋ ｉ

ｈｏ ｓｃ
 ｐ

ｈ ｉ ｔ ｓ
ｐ
ｈ ａ ｌ ｅ ｍ ｅ ｔ ａ ｂｏ ｌ

ｉ ｃ
 ｐ

ｒｏｃｏ ＜

Ｎ ｕ ｃ ｌ ｅｏ ｓ ｉ ｄｅ  ｌ
ｒ ｉ ｐｈ ｔ？

ｐ
ｈ ａ ｉ ｃ ｍ ｃ Ｕ ｉＫ ｉ

ｌ ｉ ｃ
 ｐ
ｎＫＯ ｔ

＾

＾＾
Ｈ

Ｒ ｅｓ
ｐ

ｉ ｒａ ｔ
ｏ ｒ

ｙ 

ｃ ｌｃｃ ｌ ｒ ｔｍ  ｔ ｒ ａ ｎ ｓ
ｐ
ｏ ｒ ｔ  ｃ ｈ ａ ｉ ｎ

Ｐ ｕｒｉ ｎｅ  ｎ ｕ ｃ
ｌ ｅｏ ｔ ｉ ｄ ｅ ｍ ｅ ｔ ａ ｂｏ ｌ ｉ ｃ

 ｐ
ｒｏｃ ｅｓ ｓ

－

ｐＢＨ Ｉ

０ ２０ ４ ０ ６０ ８ ０

Ｃｏ ｕｎ ｔ

图 ３
－９３Ｔ３

－Ｌ １ 脂肪细胞分化前后的差异基因分析 。 （ Ａ ） 差异基因 ＫＥＧＧ 分析富集通路 。 （ Ｂ ）

产热 （ Ｔｈ ｅｒｍ 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 ） 通路和氧化碟酸化 （ Ｏｘ ｉ ｄ ａ ｔ ｉｖｅ
ｐ
ｈｏ ｓｐ

ｈｏｒｙ
ｌ ａ ｔ ｉｏｎ ） 通路的基因簇热 图 （ 按

照基 因差异表达倍数排序展示前 ３ ０ 个基因 ， 全部差异表达显著基因见附录四 、 五 ） ， 蓝色和红

色分别表示下调基因和上调基因 。 （ Ｃ ）ＧＯ 分析显示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丨 成熟脂肪细胞 中 的显著

上调通路 。 ｎ

＝

３ 。 Ｃｏｎｔｒｏ ｌ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组 ；

Ｃ ｏｎｔｒｏ ｌＤ ： 己分化成熟的 ３Ｔ３
－Ｌ １ 脂肪细胞

组 ；
ＯＥ ：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的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组 ；
ＯＥ Ｄ ： 过表达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的 ３Ｔ３

－Ｌ １ 成熟

脂肪细胞组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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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蛋白免疫共沉淀方法发现与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物相

互作用的蛋白质 ＰＫＭ

本章第二节通过 ＲＮＡ 免疫共沉淀实验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可招募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

第三节研宄利用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探宄 了ｈｎＲＮＰＡ ｌ 在脂肪细胞分化和产热代谢过

程中 的影响 ， 发现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过表达抑制脂肪细胞分化并促进脂肪酸分解 ， 减轻脂

肪细胞分化过程中脂质 的蓄积 。 转录组测序结果表明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可能是

通过促进成熟脂肪细胞中线粒体内 的生物学过程 ， 进而激活脂肪细胞中氧化磷酸化

和产热通路 。为 了进
一

步探宄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 相互作用影响脂肪代谢的分子机

制 ， 本节研究通过蛋 白免疫共沉淀 （ Ｃｏ－

ＩＰ ） 实验 ， 利用抗体抗原特异性结合的原理 ，

检测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影响脂肪细胞代谢的靶点蛋 白 ， 并进行验证 。

１ 实验材料

１ ． １ 细胞株

ＮＩＨ －

３Ｔ３ 细胞株获赠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宄所药理毒理中心 。

１ ．２ 实验试剂



表 ３ －

１ ３ 实验试剂




？


ｒｍ


Ｂ ｅｙｏ
Ｍａｇ
？

Ａｎｔ ｉ
－

ｆｌａｇ
Ｍａｇｎｅｔ ｉｃ Ｂｅａｄｓ碧云天Ｍ８ ８２３

３Ｘ Ｆ ｌａｇ
Ｐｅｐｔ ｉｄｅ碧云天 Ｐ９ ８０ １

ＲＩＰＡ 裂解液碧云天 Ｐ００ １ ３Ｂ

蛋 白酶抑制剂美伦生物ＭＢ２６７８

预染彩虹蛋 白 ｍａｒｋｅｒ美伦生物ＭＡ０３４２

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Ａ／Ｇ ＰＬＵＳ－Ａｇａｒｏｓｅ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Ａ０６２３

抗
ｈｎＲＮＰＡ ｌ抗体 Ａｂｅａｍ Ａｂ５ ８３ ２

抗 ＰＫＭ 抗体Ａｂ ｅａｍ Ａｂ  １ ３７７９ １

抗ｐ
－ａｃｔｉｎ 抗体易科拜德 ＥＸＰ００４ １ Ｆ

ＨＲＰ 羊抗 鼠二抗柏奥易杰 ＢＥ０ １ ０２

ＨＲＰ 鼠抗兔二抗柏奥 易杰 ＢＥ０ １ ０ １



超敏 ＥＣＬ 发光液


美伦生物


ＭＡ０ １ ８６－

１



１ ． ３ 实验仪器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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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４ 实验仪器设备


—＾ ｒｍ


型号

ｐ
Ｈ 计上海越平 ＰＨＳ －

３Ｃ

Ｄ
ｙ
ｎ ａＭ ａｇ

ｒｖ ，

－ ２ Ｔｈｅ ｒｍ ｏＦ ｉ ｓｈｅｒ １ ２ ３ ２ １ Ｄ



微型离心机


东胜创新


ＥＱ
－

６Ｋ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Ｐｕ ｌ ｌｄｏｗｎ 实验检测靶蛋 白

２ ． １ １ Ｎ １ Ｈ －

３Ｔ３ 细胞复苏 、 培养 、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Ｎ ＩＨ －

３ Ｔ３ 细胞复苏 ： 高糖完全培养基室温平衡 ， 细胞操作 台紫外灭菌 ３ ０ｍ ｉｎ ，

将细胞冻存管从液氮中取 出 ， 装入 ７ 号塑封袋后 ， 立即浸没在 ３ ７

°

Ｃ水浴中轻轻摇

晃至冻存液化开 ， 加入 ５ｍＬ 完全培养基 ， 吹散 、 晃匀 ， 离心 ， 去上清液 ， 加入 １ｍＬ

培养基 ， 吹散细胞 ， 装 Ｔ２ ５ 瓶 ， 每 Ｔ２ ５ 瓶补加培养基至 ５ ｍＬ ，
“

十
”

字晃匀 ， 放

入细胞培养箱 （ ３ ７
°

Ｃ ，５％ Ｃ０ ２ ） 。

每 日 早上观察 Ｎ １Ｈ －

３Ｔ３ 细胞生长状态 ， 细胞融合度为 ８ ０ －９０％时传代 ， 细胞传 １

至 ２ 代后 ， 换大皿 （ １ ００ｍｍ ） 培养 ， 每皿培养基为 １ ０ｍＬ ， 在皿中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３ ６ｈ ， 细胞传代与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的详细步骤见第三章第三节实验 内 容 ２ ． ２ －２ ． ３ 。

２ ． １ ２ 蛋 白样品制备

细胞过表达结束后 ， 取 出细胞培养皿 ， 吸 出培养基 ， 加入 ５ｍＬ ＰＢ Ｓ ， 轻轻晃

洗培养皿 ， 重复清洗 ３ 遍 ， 每皿加入 ５ ００
ｐＬ 细胞裂解液 （ 含 １％ 蛋 白磷酸酶抑制

剂 ） ， 冰上裂解 ３ ０ｍ ｉｎ 后 ， 收集细胞 ， 转移到 １ ． ５ｍＬ ＥＰ 管中 ， 冰水浴超声 ３ ０ｍ ｉｎ ，

离心 丨 ５ １＾ １！ （ １ ２０００ 卬 １１１ ， ４
°

（： ） ， 转移上清液至新的 １ ． ５ １１＾ １￡？ 管 中 ， 待用 。

２ ． １ ３ 磁珠准备

洗涤 Ａ ｎ ｔ ｉ

－Ｆ ｌ ａｇ 磁珠 ： 用 移液枪轻轻吹打重悬 Ａ ｎ ｔ ｉ

－ Ｆ ｌ ａｇ 磁珠溶液 ， 吸取适量

Ａｎ ｔ ｉ

－Ｆ ｌ ａｇ 磁珠至 １ ． ５ｍＬ ＥＰ 管 中 （ 每 ５ ００ 叫 蛋 白样品 需 ２ ０
ｐＬ 磁珠混悬液 ） ， 补

加 ＴＢ Ｓ 溶液至终体积为 ０ ． ５ｍ Ｌ ， 用移液枪轻轻吹打后 ， 置于磁力架上分离 １ ０ｓ ， 去

上清 ， 重复洗涤 ２ 次 ， 继续补加 ＴＢ Ｓ 溶液至初始体积 ， 重悬 Ａ ｎｔ ｉ

－Ｆ ｌ ａｇ 磁珠溶液 。

２ ． １ ４ 免疫沉淀

磁珠孵育 ： 吸取重悬后 的磁珠悬浮液加入蛋 白样品 中 （ 每 ５ ００
ｐＬ 蛋 白样品 需

２０ ｐＬ 磁珠混悬液 ） ， ４
°

Ｃ低速旋转孵育过夜 。

磁分离 ： 第二天取下 ＥＰ 管 ， 置于磁力架上分离 １ ０ｓ ， 吸除上清液 ， 加入 ＴＢ Ｓ

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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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至终体积为 ０ ．５ｍＬ ， 移液枪轻轻吹洗后 ， 置于磁力架上分离 １ ０ｓ ， 吸除上清液 ，

重复洗涤 ３ 次 ， 补加 ＴＢ Ｓ 溶液至磁珠悬浮液初始体积 。

２ ． １ ５ 蛋白洗脱

配制洗脱液 ： 吸取适量 ３ ｘｆｌａｇ 多肽 （ ５ ｍｇ／ｍＬ ） ， 加入 ｌ
ｘＴＢＳ 溶液稀释 ， 至浓

度为１ ５０
 ｜

ｉｇ／ｍＬ 。

洗脱 ： 利用 ３ ｘｆｌａｇ 多肽可竞争性结合 Ａｎｔ ｉ

－Ｆ ｌａｇ 抗体 ， 从而洗脱出与 Ａｎｔ ｉ
－Ｆ ｌａｇ

抗体结合带 ｆｌａｇ 标签的融合表达蛋 白 。 在磁珠悬浮液中加入 ３ ｘｆｌａｇ 多肽洗脱液 （ １ ：

５ ） ， 用移液枪轻轻吹匀 ， 固定于旋转仪上 ， 室温低速旋转孵育 ６０ ｍ ｉｎ 后 ， 置于磁

力架上分离 １ ０ｓ ， 转移上清至新的 ＥＰ 管中 ， 即为洗脱 出来的蛋 白样品 。

２ ． １ ６ＳＤＳ －ＰＡＧＥ 凝胶电泳

在蛋 白样品 中加入 ５ ｘ ｌ〇ａｄ 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 ， １ ００

°
Ｃ金属浴加热 ５ｍ ｉｎ ， 晾至室温。 按

照第二章实验内容 ２ ． １ １ 方法进行 ＳＤＳ －ＰＡＧＥ 凝胶电泳 ， 按照 ｍａｒｋｅｒ（ ３
ｐＬ ） 、 ｉｎｐｕｔ

组 （ ｌ 〇 ＨＬ ） 、 ｉｇＧ组 （ ｌ 〇 ｎＬ ） 、 ＩＰ组 （ ｌ 〇 ｎ
Ｌ ） 依次上样 。

２ ． １ ７ 考马斯亮蓝染色及高分辨质谱检测差异蛋白

将电泳结束后的凝胶放入 ２０ｍＬ０ ．２５％考马斯亮蓝溶液 ， 室温摇晃染色半小时 ，

回收染色液 ， 加沸水 ， 放入纸 巾 ， 在摇床上室温摇动过夜脱色 ， 第二天进行观察并

拍照记录 。 根据考马斯亮蓝染色的指示 ， 切取差异蛋 白条带所在凝胶 ， 装入 １ ． ５ｍＬ

ＥＰ 管中 ， 送样 ， 进行高分辨质谱检测 。

２ ．２Ｃｏ －

ＩＰ 实验验证 ｈ＿ＰＡ ｌ 与 ＰＫＭ 相互作用

细胞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和样品制备 ： 按照本节实验方法 ２ ． １ １ 步骤操作 ， 在

Ｎ ＩＨ－３Ｔ３ 细胞中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４８ｈ 。 按照本节实验方法 ２ ． １ ２ 操作获得蛋 白

上清液 ， 吸出 ２００作为全细胞裂解液 （ ｉｎｐｕｔ ） ， 加入 ７５
 ｜

ｉＬ５ ＞＜
ｌ〇ａｄ 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 混勾 ，

１ ００

°
Ｃ金属浴煮沸 ５ｍ ｉｎ ， 晾至室温 ， 储存于－２０

°

Ｃ冰箱待用 。 剩余蛋 白上清液储存

于 ４

°
Ｃ冰箱待用 。

配制 ＩＰｂｕｆｆｅｒ ： 按照如下配方 ， ｐＨ 调为 ８ ．０ ， 即可使用 。



表３
－

１ ５ＩＰ ｂｕｆｆｅｒ 配方




试剂


用量


ＮａＣ ｌ ４ ．４
ｇ

ＮＰ－４０ ５ｍＬ

０ ． ５ Ｍ Ｔｒｉｓ
－ＨＣ ｌ（

ｐ
Ｈ 

＝

７ ．４ ） ５０ ｍＬ



０ ． ５Ｍ ＥＤＴＡ


５０ ｍＬ


６ ３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 国医学科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蒸谐水


定容至 ５ ０ ０ｍＬ


清洗 Ｐｒｏ ｔｅ ｉ ｎＡ／Ｇｂｅａｄ ｓ ： 取罔 心管标记 丨 Ｐ 、 Ａ ｂ 、 ＮＥ 组 ， 每管加入 １ ５ ０
 ｜

ｉＬ
ｐ

ｒｏｔｅ ｉ ｎ

Ａ ／ＧＢ ｅａｄ ｓ ， 再加入 ５ ００ 叫 ＩＰｂｕｆｆｅ ｒ ， 晃匀 ， 离心 ３ ０ｓ ， 静置 １ ０ｓ ， 吸除上清液 ， 重

复清洗 ８ 次 。

？ １

＇

＜＾ 丨 １１ ＾＼／〇 ５６３ （１ ５ 与抗体结合 ： 丨 ？ 和 八 １） 组离心管 中各加入 １ ０
）

１１＾ 抗体 （ １ 略４ １１＾ ） ，

继续每管加入 １ｍＬ Ｉ Ｐｂｕｆｆｅ ｒ ， ４

°

Ｃ旋转 ２ｈ ， 保证 ｂ ｅａｄ ｓ 与抗体充分结合 。

免疫沉淀 ： 首先清洗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Ａ ／Ｇｂｅａｄ ｓ
－抗体混合物 ， 每管加入 １ｍＬ Ｉ Ｐｂｕｆｆｅ ｒ ，

晃匀 ， 离心 ３ ０ｓ ， 静置 １ ０ｓ ， 吸除上清液 ， 重复 ３ 次 。 Ｉ Ｐ 组加入 ５ ００蛋 白样 品 ，

ＮＥ 组加入 ２ ００
ｐＬ 蛋 白样品 ， Ａｂ 组加入 ３ ００

 ）

ｉＬＩＰｂｕ ｆｆｅ ｒ ，４

°

Ｃ旋转过夜 。 第二天取

出 ， ３ ０００
ｇ ，４

°

Ｃ离心 １ ０ｍ ｉｎ ， 将上清液 （ ｏ ｕ ｔ
ｐｕ

ｔ ） 转移至新的离心管 中 ， ４

°

Ｃ保存 。

沉淀物用 ＩＰｂｕ ｆｆｅｒ 清洗 ， 每管加入 ］ ｍＬＩＰｂ ｕ ｆｆｅｒ ，４

°

Ｃ旋转 １ ０ｍ ｉｎ ， 再离心 ３ ０ｓ ，

静置 ｌ 〇 ｓ ， 吸除上清液 ， 重复 ８ 次 ， 管中剩余 １ ００
ｐＬＢ ｅａｄ ｓ

－抗原 －抗体混合物 ， 每管

加入 ２ ５
ｐ
Ｌ５ ＞＜

ｌ ｏａｄ ｉｎｇ
ｂｕ ｆｆｅ ｒ 混勾 ， １ ０ ０

°

Ｃ金属浴煮沸 ５ｍ ｉｎ ， 瞭至室温 。

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 准备Ｉ Ｐ 、 Ｉｎｐｕ ｔ 、 ＮＥ组样品 ， １ ２ ０００ｒｐｍ离心 １ｍ ｉ ｎ ， 按照第二章

实验 内容 ２ ． １ １ 方法进行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ｔ 实验 ， 上样顺序 ： Ｍａｒｋｅ ｒ４
 （

ｉＬ 、 Ｉｎｐｕ ｔ 组 ４
ｐ
Ｌ 、

ＮＥ 组 ４ 吣 、 ＩＰ 组 １ ２ 此 。

３ 实验结果

３ ． １Ｐｕ ｌ ｌｄｏｗｎ 实验结合髙分辨质谱检测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 靶蛋 白 ＰＫＭ

本节研宄在 Ｎ ＩＨ －

３Ｔ３ 细胞中过表达带 Ｆ ｌａｇ 标签的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 并通过带有

ａｎ ｔ ｉ

－Ｆ ｌ ａｇ 亲和蛋 白 的磁珠对抗原抗体复合物进行亲和吸附 ， 形成三联体 ， 经洗漆去

除未结合的蛋 白 ， 利用 ３ ｘｆｌａｇ 多肽竞争性洗脱抗原抗体复合物 ， 对 目标蛋 白条带进

行 ＬＣ －Ｍ Ｓ ／Ｍ Ｓ 检测 ， 通过蛋 白得分结合文献检索 ， 确定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丨 相互

作用蛋 白为 ＰＫＭ 。

Ｍ ａ ｒ ｋ ｅ ｒ Ｉ ｎ
ｐ
ｕ ｔ ｉ

ｇ
Ｇ Ｉ Ｐ Ｍ ｉ ｉ

丨愤测蚩 「

＇

Ｉ

Ｚ－Ｚ
，麵 ：

］

Ｄｅ ｓｃｐ ｔ ｉ ｏ ｎＳｃｏｒｅ ＭＷ
（
ＫＤ ａ

）

９ ５ Ｋ Ｉ ）｜
Ｍ Ｈ ｎ ｒｎ Ｐａ １７ Ｔ ９６ １ ６ ３８ ＾ ８

６ ５ Ｋ Ｄ

 Ｈ ｎ ｒｎ
ｐ ａ

２ ｂ １ ２ ３  １ ３ ６ ３７ ４

̄

５４
￣？

＂＂＂

ｐ＾ ｋ ｌ １ ８ ５０ ５ ４４ｌ
̄

４ ２ Ｋ Ｉ ）一一 Ｈｎｍｐａ３ １ ６ ７０ ７ ３＾ ５

̄

＾ ２ ｋ ｌ ） Ｈ ｎｍ ｐ ａ ｂ １ ３ ４ ０ ４ ３０ ８

￣

ｐ ｉ＾§ ！ 〇 ５ ３ ５７８

２３ Ｋ ｌ ）Ｗｆｍ ：ｔ
￣
￣

Ｐ ｒｍ ｔ ｌ＾ ２ ３ ３ ２２ ４

̄

■ ６ ＾ ８ ５ ３ ５ Ｖ７

̄

Ｉ ｄ ｈ２ ６ ． ３ ５ ２ ５０ ９

ｉ ７ Ｋ ｉ ＞ ｐｐａ
１ ４ ０４ ２ ３２ ６

ＡｃａＭ １ ９ ２ １ ｜４４  ８

▼

妨胶送质 濟检测

图 ３ －

１ ０Ｐｕ ｌ ｌｄｏｗｎ 实验胶 图及质谱检测蛋 白结果 。

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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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免疫印迹法验证 ｈｎＲＮＰＡ ｌ 与 ＰＫＭ 相互作用

为 了证实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和 ＰＫＭ 之间 的相互作用 ， 研究利用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 Ｎ ＩＨ－３Ｔ３ 细胞裂解液进行免疫共沉淀实验 。 免疫 印迹法结果显示 ， 抗 ｈ ｎ ＲＮＰＡ ｌ

抗体能够免疫沉淀细胞裂解液中 的 ＰＫＭ 蛋 白 ， 抗 ＰＫＭ 抗体能够免疫沉淀细胞裂解

液 中 的 ｈ 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 证明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和 ＰＫＭ 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

Ａ Ｂ

１ Ｐ
（
Ｎ Ｉ Ｈ －

３Ｔ３
） Ｉ Ｐ

（
Ｎ １ Ｈ －

３Ｔ３
）

Ｉ ｎ
ｐ
ｕ ｔ Ｉ ｇＧｈ ｎＲＮ ＰＡ ｌ Ｉ ｎ ｐ

ｕ ｔ Ｉ
ｇ
ＧＰＫＭ

＿＾一

ｈ ｎ ＲＮ ＰＡ ｌ麵＿３ ８ＫＤ

Ｉ Ｂ


ＰＫＭＷ Ｗｍｍ ５ ８ＫＤ

图 ３
－

１ １ 免疫 印迹实验验证细胞 内源性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和 ＰＫＭ 的相互作用 。 （ Ａ ） 细胞裂解液与抗

ｈｎＲＮＰＡ ｌ 抗体孵育 ， 用抗 ｈ ｎＲＮ ＰＡ ｌ 抗体和抗 ＰＫＭ 抗体对共免疫沉淀进行免疫印迹分析 。 （ Ｂ ）

细胞裂解液与抗 ＰＫＭ 抗体孵育 ， 用抗 ｈ ｎＲＮＰＡ ｌ 抗体和抗 ＰＫＭ 抗体对共免疫沉淀进行免疫 印

迹分析 。

■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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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在本章 中通过对小 鼠 的脂肪组织进行转录组测序分析 ， 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棕色脂肪组织 中产热和氧化磷酸化通路均被下调 ， 解释 了第二章 中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

陷小 鼠 出现的表型 ， 棕色脂肪组织产热和代谢功能下降 ， 脂肪细胞 内 的线粒体质量

与氧化磷酸化功能受损 。 与 ＷＡＴ 相 比 ， ＢＡＴ 中 的脂质主要用作氧化磷酸化和产热

的燃料 ， 脂肪酸是产热的主要底物 ， 通过脂肪滴的脂解释放到细胞质 中 的游离脂肪

酸通过肉碱棕榈酰转移酶 Ｉ

Ｐ（ Ｃ ＰＴ １

Ｐ
） 介导 的 肉碱穿梭系统被 引 导到线粒体 ， 继而

被 Ｐ
－氧化生成 ＡＴＰ ， 而 ＵＣ Ｐ １ 位于棕色脂肪细胞的线粒体 内膜中 ， 作为跨膜蛋 白 ，

允许质子重新进入线粒体基质 ， 从而消除驱动 ＡＴＰ 合成的 电化学梯度 ， 该过程导致

大量化学能 以热的形式释放 ［
６ ９

］

。 线粒体在棕色脂肪产热提供能量的过程 中起着核心

作用 ［
？

］

。 研 究表明线粒体呼吸能力受损 同时也伴随着棕色脂肪组织 中经典产热基因

ＵＣＰ １ 和其它产热基 因程序表达的减弱 这与本研宄结果
一

致 ＝

皮下脂肪组织是
一

种能量储存器官 ， 在能量耗散 中起着稳态作用 。 研究通过转

录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显著影响 了 小 鼠皮下脂肪组织中 的

Ｐ Ｉ ３Ｋ －Ａｋｔ 通路 ， 另外 ＡＢＣ 转运体通路和 ＴＧＦ －

Ｐ通路相关基因也被上调 。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通路是
一

个重要的代谢通路 ， 其可 以促进脂质生物合成并抑制脂解 ， 调节脂肪组织

代谢 。 研宄报道脂肪肥大增加组织免疫细胞浸润 、 纤维化和脂解 ， 并减少胰岛素受

体底物 １（ ＩＲＳ －

１ ） 活化和蛋 白激酶 Ｂ（ＡＫＴ ） 诱导的葡萄糖摄取 ， 加剧胰 岛素抵抗

和二型糖尿病的发展 ［
７２

］

。 Ｐ Ｉ３Ｋ －Ａｋｔ通路受损诱发胰岛素抵抗导致肥胖和 ２ 型糖尿病 ，

而胰 岛素抵抗又加剧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通路紊乱 ， 形成恶性循环 ［
７ ３

］

。 转化生长因子 （ ＴＧＦ －

ｐ
）

及其相关因子传导的信号通路也是
一

条重要的代谢通路 ， 控制着不同类型细胞的发

育 、 生长和功能 ［

７ ４
］

。 Ｈ ａｒ ｉｏｍ Ｙａｄａｖ 等人研宄发现 ＴＧＦ －

Ｊ

３水平与肥胖呈正相关 ， 外源

性抑制 ＴＧＦ －

Ｐ信号通路上调 了 皮下脂肪组织 中线粒体生物发生并且改善线粒体功能 ，

而 ＴＧ Ｆ －

ｐ水平升高可能促进葡萄糖耐受不 良和肥胖 ［

７ ５
】

， ＴＧＦ －

ｐ通路和 Ｐ １ ３Ｋ －Ａｋｔ 通路

的激活解释 了在基 因敲除小 鼠身上观察到 的胰岛素抵抗现象 。

另外 ， ＡＴＰ 结合盒转运蛋 白 Ａ １（ ＡＢＣＡ １ ） 是调节脂肪发育和脂质生成的关键

因子 。 ＡＢＣＡ １ 在脂肪组织中高度表达 ， 作为膜蛋 白 ， 其将细胞 内胆固醇和磷脂输

出 到载脂蛋 白 ， 即高密度脂蛋 白 （ ＨＤＬ ） ， 是脂肪细胞胆固醇外排的主要机制 ， 在

动员脂肪组织胆固醇运输到肝脏中代谢过程 中起关键作用 ［
７６

］

。 Ｈｅ ｌ ｅｎＣ ｕ ｆｆｅ 等人发现

脂肪细胞中 ＡＢＣＡ １ 的缺失可 以提高脂肪组织膜胆固醇 ， 增加能量消耗 ， 防止高脂

饮食喂养的 小 鼠发生脂肪细胞肥大 ［
７ ７

］

。 研宄结果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 同 时激活 了

ＡＢＣ 转运体信号通路 ， 提高 了ＡＢＣＡ １ 等基因 的表达 ， 这可能是加剧基因敲除小 鼠

中皮下脂肪细胞病理性肥大的原因之
一

。

利 用 ＲＮＡ
ｐ

ｕ ｌ ｌｄｏｗｎ 实验在体外探 究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相互作 用 蛋 白 ， 结果发现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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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ｎＲＮＰＡ ｌ 这
一

ＲＮＡ 结合蛋 白 。 ｈ ｎＲＮ ＰＡ ｌ 是 ＨＮＲＮ Ｐ 家族的重要成员 ， 主要位于细

胞核 ， 但其可在细胞核和细胞质之间 穿梭 ， 具有多种功能 ， 包括转录控制 、 选择性

剪接 、 核质转运等 ， 研究者还发现其影响异染色质形成和非编码 ＲＮＡ（ Ｉ ｎ ｃＲＮＡ 、

ｍ ｉＲＮＡ 和 ｃ ｉ ｒｃＲＮＡ ） 与蛋 白质 的相互作用 ［

７ ８
］

。 检测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脂肪组织 中

的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表达量 ， 研究结果显示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皮下脂肪组织 中 的蛋

白表达量相 比野生型显著降低 ， 同时转录组测序结果显示皮下脂肪组织 中 与 ＲＮＡ

加工相关的过程通路基因均被下调 ， 提示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可能通过影响皮下脂肪组

织 中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 的表达影响 ＲＮＡ 加工过程的效率 。

ＲＮＡ 加工是
一

个复杂的功能级联 ， 其 中包括成熟 ＲＮＡ 的选择性剪接 、 多聚腺

苷酸化和核输 出 ［
７ ９

］

。 文献表明大约 ９ ５
－

１ ０ ０％的人类多外显子基因具有选择性剪接现

象 ， 这增加 了功能不 同 的蛋 白 质异构体的数量 ， 而异质核核糖核蛋 白 （ ＨＮＲＮＰ ｓ ）

是剪接体形成的关键蛋 白 ， 这些剪接体控制着
一

些与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相关的基因 ，

与脂肪酸和葡萄糖代谢密切相关网 。 如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与体重减轻的 人脂肪组织中胰岛

素受体基因 的剪接有关 ［

８ １

］

。 据报道 ， 肝脏和骨骼肌中 ＲＮＡ 加工基因如异质核核糖

核蛋 白 （ ＨＮＲＮＰ ｓ ） （编码 ＲＮＡ 结合蛋 白 ） 的表达降低导致 了 与肥胖相关的代谢表

型 ［

８ ２
］

， 这与前期 的研究结果相符 ，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脂肪组织 中 的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表达

下降 ， 导致 ＲＮＡ 加工过程相关基 因 下调 ， Ｐ Ｉ ３Ｋ －Ａｋｔ 、 ＴＧ Ｆ －

Ｐ等代谢关键通路激活 ，

最终小 鼠表现 出胰岛素抵抗 ， 脂肪脂质 蓄积等代谢紊乱现象 。

最近的证据表明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在调节糖脂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 ， 如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可 以

剪接糖酵解酶丙酮酸激酶 （ ＰＫ ）前体 ｍＲＮＡ ， 形成成熟的丙酮酸激酶亚型 Ｍ２ （ ＰＫＭ２ ）

ｍＲＮＡ 促进糖代谢 ［
８ ３

］

； 脂肪酸刺激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的表达 ， 而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可与 ＳＲＥＢＰ －

ｌ ａ

ｍＲＮＡ 结合 ， 增加其在 Ｈ ｅｐ
Ｇ２ 细胞 中 的翻译 ， 导致细胞脂质积累 ［

８ ４

ｈ３Ｔ３ －Ｌ １ 前脂

肪细胞是研宄脂肪细胞分化和代谢过程的经典模型 ， 研宄利用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并进行诱导分化 ， 检测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物对脂肪代

谢的影响 。 结果发现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成熟脂肪细胞中脂质生成减少 ， 脂肪

代谢相关基因表达水平升高 。 对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成熟脂肪细胞进行转录组

测序分析 ， 发现细胞 中线粒体生物发生和功能相关过程通路被显著上调 ， 包括线粒

体呼吸链复合体组装 、 ＮＡＤＨ 脱氢酶复合物组装 、 呼吸电子传递链 、 核苷三磷酸过

程等 ， 同 时伴随着细胞 内氧化磷酸化通路和产热通路的激活 。 在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 的棕色脂肪组织 中 ，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 的表达量没有 明 显变化 ， 说明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

不 影 响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 的 表达量 ， 而 过 表 达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 增 强 了 脂 肪 细 胞 中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和 ｈ 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 的结合 ， 两者形成复合物影响线粒体生物过程和功能发

挥脂代谢调控作用 。

为进
一

步探究 Ｉ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复合物发挥脂质代谢调控作用 的分子机制 ，

研宄利用 Ｃｏ －

ＩＰ 实验结合高分辨质谱技术检测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蛋 白 的相互作用 蛋 白 ， 发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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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ＰＫＭ 是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ｌ
－ｈ ｎＲＮ ＰＡ ］ 复合物作用 的潜在靶点 。 丙酮酸激酶 （ ＰＫ ） 是催化

糖酵解的 限速酶 。 ＰＫ 在哺乳动物体 内 存在 四种 同工酶 ， 包括 ＰＫＭ １ 和 ＰＫＭ２（肌

肉亚型 ） ， ＰＫＬ（ 肝脏亚型 ） ， ＰＫＲ（ 红细胞亚型 ） 。 ＰＫＬ 和 ＰＫＲ 由 同
一

个基因 （
尸妨

－

）

编码 ， 在不 同 的组织特异性启动子的控制下分别在肝脏和红细胞中表达 。 ＰＫＭ １ 和

ＰＫＭ２ 是 由 基因转录本的选择性剪接而产生的 ， 仅存在
一

个编码 ５ ６ 个氨基酸

的外显子 的差异 ， ＰＫＭ １ 包含第 ９ 外显子 ， 而 ＰＫＭ２ 包含第 １ ０ 外显子 〖
８ ５

〗

。 有研宄

发现异质 核核糖核蛋 白 （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 可与 ＰＫＭ 前体 ｍＲＮＡ 结合 ， 促进胶质瘤细胞

中 ＰＫＭ ２ 的产生 ［

８ ３
１

。

ＰＫＭ １ 和 ＰＫＭ ２ 作为丙酮酸激酶的两种异构体具有不同 的功能 。 ＰＫＭ １ 促进氧

化磷酸化 ， 在需要快速提供大量能量的组织 中表达 ， 如骨骼肌和大脑 。 ＰＫＭ２ 亚型

主要致力于有氧糖酵解 ， 在 ＢＡＴ 中表达含量最高 ［
８ ６

］

。 大多数正常细胞通过线粒体

中 的丙酮酸氧化产生能量 ， 而脂肪细胞通过解偶联蛋 白 １（ ＵＣＰ １ ） 破坏线粒体中 的

ＡＴＰ 合成 ， 使质子流经线粒体 内膜 ， 以热量的形式释放势能 。 理论上 ， 解偶联使脂

肪线粒体失去能量 ， 导致 ＡＴＰ 危机 而在解偶联过程 中脂肪酸的激活需要 ＡＴＰ ，

此时 ， 脂肪中 的线粒体主要通过糖酵解和 ＴＣＡ 循环维持 ＡＴＰ 的产生 。 ＰＫＭ ２ 作为

糖酵解酶和蛋 白激酶在糖酵解和线粒体代谢的综合调节 中发挥着双重作用 。 因此 ，

猜测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丨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复合物可能正是通过促进脂肪组织 中 ＰＫｍＲＮＡ 可变剪接 ，

诱导 ＰＫＭ２ 的表达 ， 促进线粒体 内 的糖酵解过程 ， 减少线粒体 ＲＯ Ｓ 的产生 ， 保护

线粒体的结构 ， 同时为线粒体 内 膜的 ＵＣＰ １ 解偶联过程提供大量 ＡＴＰ ， 从而促进脂

肪组织的产热代谢过程 。

总之 ， 本章研宄利用 ＩｎｃＲＮＡ ｌ１ 缺陷小 鼠和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对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调

控脂肪组织代谢的分子机制进行 了探究 。 在体 内 ， 利用 ＲＮＡ －Ｓ ｅｑｕｅｎｃ
ｉｎｇ 和 ＲＩＰ 实

验发现 ，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１ 缺陷通过降低皮下脂肪组织中 的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表达导致 ＲＮＡ 加工

过程下调 ， 影响脂质代谢通路 ， 造成代谢紊乱 ， 脂质 蓄积 。 而在小 鼠棕色脂肪组织

中 ，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主要是通过降低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ｌ 与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 的相互作用 ， 破坏

线粒体质 量和 氧化磷酸化功 能进而导致脂肪组织产热代谢障碍 。 在体外 ， 利 用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探宄 Ｉ ｎ ｃＲＮＡ ｌ １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 复合物影响脂肪代谢的分子机制 ，

本研究确证 ｈｎＲＮ ＰＡ ｌ 蛋 白在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的过表达可 以直接提高成熟脂肪细

胞 的脂质代谢 ， 减少 ＴＧ 生成 ， 利用 ＲＮＡ －

Ｓ ｅｑｕ ｅｎｃ
ｉｎｇ 和 Ｃ ｏ －

ＩＰ 技术手段 ， 确证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物的作用靶点是丙酮酸激酶 Ｍ（ ＰＫＭ ） ， 该酶在棕色脂肪

中高表达 ， 是线粒体糖酵解过程中 的关键酶 ， Ｉ ｎｃＲＮＡ ｌ １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物通过诱导

ＰＫ 的可变剪接生成 ＰＫＭ２ 亚型 ， 促进脂肪细胞中线粒体 内 的糖酵解过程 ， 减少线

粒体 ＲＯ Ｓ 的产生 ， 保护线粒体结构 ， 促进线粒体 的产热代谢功能 ， 从而维持脂肪

组织的正常代谢 。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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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展望

以脂质过度积累为特征的肥胖及其诱导的相关代谢性疾病正在成为全球范围

的流行病 ， 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健康负担 。 虽然肥胖患病率逐年上升 ， 但是 目前市

面上的抗肥胖药物种类仍然较少 ， 且效果不佳 ， 还具有不同程度的不 良反应 ， 因此

亟需开发新的治疗药物 。 近年来 ，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在脂肪组织发育和功能调控中

的作用备受关注 ， 有望成为抗肥胖药物开发的候选靶点 。 本研宄对脂肪组织中特异

性高表达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展开功能探究 ， 通过体内实验评价 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对小 鼠

脂肪组织发育与代谢的影响 ， 并基于转录组测序 、 免疫共沉淀等方法 ， 对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调控脂肪组织正常代谢的分子机制进行研究 ， 取得重要成果如下 ：

首先 ， 研宄确认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在脂肪组织中高表达 ， 并且与原代脂肪细胞分化

相关 。 通过培育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小 鼠进行体内评价 ， 确认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影响 了小

鼠脂肪组织的发育和代谢 ， 表现为关键产热基因表达下调 ， 线粒体结构质量受损 ，

最终损害小 鼠的代谢能力 。

其次研宄阐述了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ｌ 通过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调控脂肪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 。

本研宄通过 ＲＩＰ 实验结合高分辨质谱确认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相互作用蛋 白为 ｈｎＲＮＰＡ ｌ ，

其次在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中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 诱导为成熟脂肪细胞 ， 利用油红 ０

染色 、 ＴＧ 含量检测和 ＲＴ－

ｑ
ＰＣＲ 技术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物能够抑制脂

肪细胞分化 ， 减少脂质生成 ， 转录组测序结果表明其通过调控线粒体生物合成过程

和氧化磷酸化功 能发挥脂质代谢促进作用 。 研 宄继续利用 Ｃｏ－

ＩＰ 实验检测 到

ｈｎＲＮＰＡ ｌ 的靶点蛋 白 ＰＫＭ ， 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１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物通过诱导 ＰＫ 的 ｍＲＮＡ

可变剪接生成 ＰＫＭ２ 亚型 ， 促进线粒体 内 的糖酵解过程 ， 保护线粒体结构和产热代

谢功能 ， 从而改善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 。

为 了深入 了解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功能 ， 今后还需开展如下研宄 ： １ 、 本研宄通过 ＲＩＰ

实验在体外确定了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的互作蛋 白 ｈｎＲＮＰＡ ｌ ， 但缺乏对两者在体 内结合的验

证 ， 其结合方式有待进
一

步探宄 》 ２ 、 本研宄通过在 ３Ｔ３ －Ｌ １ 细胞中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确证 了ｈｎＲＮＰＡ ｌ 促进脂肪细胞脂质代谢的作用 ， 但缺乏体 内 的验证 ， 还需要补充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脂肪组织特异性过表达小鼠的体 内药效学数据 。 ３ 、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复合物如何影响 ＰＫ 前体 ｍＲＮＡ 可变剪接诱导 ＰＫＭ２ 的表达还需深入探宄 。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次发现
一

种新的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ＩｎｃＲＮＡ ｌ ｌ 〉 通过与蛋

白质 ｈｎＲＮＰＡ ｌ 形成复合体才能实现抑制脂肪蓄积 。 证明 了 丨ｎｃＲＮＡ ｌ ｌ 可 以作为抗

肥胖药物研发的新靶标 。

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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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ｔｅ ｉｎ４（
ＲＢＰ４

）ｌｅｖｅ ｌｓａｎｄ ｉｔｓｅ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ｉｎｖ ｉｓｃｅｒａ ｌａｄｉｐｏｓｅｄｅｐｏｔｓ［
Ｊ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 １ ６
？

１ ２２
（
１
）

：１ ９－２６ ．

［
１ ３

］Ｌ６ＮＮＭ
？
ＭＥＨＬＩＧＫ

３ＢＥＮＧＴＳＳＯＮＣ
，
ｅｔａｌ ．Ａｄｉ

ｐｏｃｙｔｅｓ ｉｚｅ
ｐｒｅｄ ｉｃｔｓ ｉｎｃ 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ｔｙｐｅ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ｗｏｍｅｎ［
Ｊ
］

．ＦＡＳＥＢ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ｌＢｃ ｉａｌ

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 ｉｅｔ ｉｅｓ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 ｌ 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０

，
２４

（
１
）

：３２６－３ ３ １ ．

［
１ ４

］ＫＲＯＴＫＩＥＷＳＫＩＭ
，
ＢＪ６ＲＮＴＯＲＰＰ

，ＳＪ６ＳＴＲ０Ｍ Ｌ
，ｅｔａ ｌ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ｏｎ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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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ａｄ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ｄ ｉ ｓｔｒ ｉｂｕｔ ｉｏｎ［
Ｊ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ｃｌ ｉｎｉｃａ ｌ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ｇａｔ ｉｏｎ
，１ ９ ８３

，
７２

（
３
）

： １ １ ５ ０
－

１ １ ６２ ．

［
１ ５

］ＳＩＭＲＥＺ－ＣＵＥＮＣＡＪＡ
，
ＤＥＬＡＰＥｆｉＡ＿ＳＯＳＡＧ

，
ＤＥＬＡＶＥＧＡ－ＭＯＲＥＮＯＫ

，
ｅｔａ ｌ ．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ｓｆｒｏｍｓｕｂｃｕ ｔａｎｅｏｕｓｖｓ ．ｖｉｓｃｅｒａ ］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 ｌ 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ｄｙｓ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ｉｃｒｉｓｋ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 ｉｔｈｏｂｅｓ ｉｔｙ［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２ １
，

１ １
（
１
）

：１ ８３ １ ．

［
１ ６

］Ｇ ＩＲＡＬＴ Ｍ
，
ＶＩＬＬＡＲＲＱＹＡ Ｆ．Ｗｈｉｔｅ

，
ｂｒｏｗｎ

， 
ｂｅ ｉ

ｇｅ／ｂｒｉｔｅ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ｉ
ｐｏｓｅｃｅ ｌ ｌ 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ｓ？
 ［
Ｊ
］

． 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ｏｇｙ ， 
２０ １ ３

，１ ５４
（
９
）

： ２９９２
－３０００ ．

［
１ ７

］ＦＥＬＤＭＡＮＮ Ｈ Ｍ
，
ＧＯＬＯＺＯＵＢＯＶＡ Ｖ

，
ＣＡＮＮＯＮＢ

，
ｅｔａ ｌ ．ＵＣＰ １ａｂ ｌ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ｏｂｅｓｉ ｔｙ

ａｎｄａｂｏ ｌ ｉｓｈｅｓｄ ｉｅｔ
－

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ｉｎｍ ｉｃｅｅｘｅｍｐ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ｍａ ｌｓｔｒｅｓｓｂｙｌ ｉｖ ｉｎｇａｔ

ｔｈｅｒｍｏｎｅｕｔｒａ ｌ ｉｔｙ［
Ｊ
］

．Ｃｅ ｌｌ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
，
２００９

，
９
（
２

）
： ２０３ －２０９ ．

［
１ ８

］ＨＡＲＰＥＲ Ｍ Ｅ
，
ＧＲＥＥＮＫ

，
ＢＲＡＮＤ ＭＤ ．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ｅｌ ｌｕｌａｒｅ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ｏｂ ｅｓ ｉ ｔｙ ［
Ｊ
］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ｕｔｒ ｉ ｔ ｉｏｎ
， 
２００８

，
２８ ： １ ３

－

３ ３ ．

［
１ ９

］ＴＳＥＮＧＹＨ
，ＣＹＰＥＳＳＡＭ

，ＫＡＨＮＣＲ ．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ｂ ｉｏｅｎｅｒｇｅｔ ｉｃｓａｓａ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ｏｂｅｓ ｉ ｔｙ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 ｉｅｗｓＤｒｕｇ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 

２０ １ ０
，
９
（
６
）

： ４６５ －４８２ ．

［
２０

］ＣＡＮＮＯＮＢ
，ＮＥＤＥＲＧＡＡＲＤＪ ．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

ｐｏ ｓｅ ｔ ｉ ｓｓｕｅ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

ｓ ｉｇｎｉ 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Ｊ
］

．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
，
２００４

，
８４

（
１
）

：２７７
－

３ ５９ ．

［
２ １

］ＳＡＩＴＯＭ
，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 Ｍ

，
ＹＯＮＥＳＨＩＲＯＴ

，ｅｔａｌ ．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ｉ ｓｓｕｅ
，
Ｄ ｉｅｔ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 ｉｃＦｏｏｄＩｎｇｒｅｄ ｉｅｎｔ ｓ ：ＦｒｏｍＭｉｃｅｔｏＭｅｎ［

Ｊ
］

－Ｆｒｏｎｔ ｉｅｒｓ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ｏｇｙ ， 
２０２０

，
１ １ ： ２２２ ．

［
２２

］ＧＵＥＲＲＡ Ｃ
，
ＫＯＺＡ Ｒ Ａ

ｓ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Ｈ

，ｅｔａ 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 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

ｐｏｃｙｔｅｓｉｎｗｈ ｉｔｅ

ｆａｔ ｉｎｍ ｉｃｅ ｉｓｕｎｄｅ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ｂｏｄｙ

ｗｅ ｉｇｈｔａｎｄａｄ ｉｐｏｓ ｉｔｙ［
Ｊ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ｃｌ ｉｎ 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ｇａｔ ｉｏｎ
，

１ ９９８
，

１ ０２
（
２
）

： ４ １ ２ －４２０ ．

［
２３

］ＣＹＰＥＳＳＡＭ
，
ＬＥＨＭＡＮＳ

５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Ｇ
，ｅｔ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 ｂｒｏｗｎ

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 ｉｎａｄｕ ｌｔｈｕｍａｎｓ［
Ｊ
］

．ＴｈｅＮｅｗＥｎｇ ｌａｎｄ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ｄｉｃ ｉｎｅ

，２００９ ，３６０（
１ ５

）
：

１ ５０９－

１ ５ １ ７ ．

［
２４

］ＺＩＮＧＡＲＥＴＴＩＭＣ
，
ＣＲＯＳＴＡ Ｆ

， 
ＶＩＴＡＬＩ Ａ

，
ｅｔａ 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 ＵＣＰ １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ａ ｌ ｌｙａｃｔ ｉｖｅ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ｃｋｏｆａｄｕ ｌｔｈｕｍａｎｓｔｒｕ ｌ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ｂｒｏｗｎ

ａｄ ｉ
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

Ｊ
］

．ＦＡＳＥＢ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 ｉａ ｌ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 ｉｅｔ ｉｅｓ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 ｅｎｔａ ｌ Ｂ 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
２３

（
９
）

：３ １ １ ３
－

３ １ ２０ ．

［
２ ５

］ＶＡＮＭＡＲＫＥＮＬ 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ＬＴＷＤ
，ＶＡＮＨＯＭＭＥＲＩＧＪＷ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ＮＭ
５ｅｔａ ｌ ．

Ｃｏ ｌｄ－

ａｃｔ ｉｖａ ｔｅｄ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 ｓｓｕｅｉｎｈｅａ ｌ ｔｈｙｍ ｅｎ［
Ｊ
］

．Ｔｈｅ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ｅ
， 
２００９

，
３ ６０

（
１ ５

） ：１ ５００－

１ ５０８ ．

［
２６

］ＴＡＮＧ
ＱＱ ，ＬＡＮＥＭＤ ．Ａｄ ｉｐ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ｆｒｏｍｓｔｅｍｃｅｌ ｌｔｏａｄ ｉ

ｐｏｃｙｔｅ［
Ｊ
］

．Ａｎｎｕａ 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 
２０ １ ２

，
８ １ ：７ １ ５－７３６ ．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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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７

］ＳＯＣＣ ＩＯＲＥ
，ＣＨＥＮＥＲ

，ＬＡＺＡＲＭＡ ．Ｔｈｉａｚｏ ｌｉｄｉｎｅｄ ｉｏ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ｏｍ ｉｓｅｏｆ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ｓｅｎｓ ｉｔ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ｙｐｅ ２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Ｊ
］

．Ｃｅｌ ｌ ｍ 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
， 
２０ １ ４

，
２０

（
４
）

： ５７３ －５９ １ ．

［
２ ８

］ＷＩＬＳＯＮ－ＦＲＩＴＣＨＬ
，
ＮＩＣＯＬＯＲＯＳ

９
ＣＨＯＵＩＮＡＲＤ Ｍ

，
ｅｔａｌ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ｒｅ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ｉｎ

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ｏｂｅｓ ｉｔｙ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 ｉｔｈｒｏｓ ｉｇ ｌ ｉｔａｚｏｎｅ

［
Ｊ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 ｌｉｎｉｃａ 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 ｉｏｎ
， 
２００４

，
１ １ ４

（
９
）

：１ ２８ １
－

１ ２ ８９ ．

［
２９

］ＺＨＡＮＧＢ
，ＸＵＳ ｓＬＩＵＪ

，ｅｔａ ｌ ．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ｓ ：Ｎｏｖｅ 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 ｌａｙｅｒｓｉｎ

Ａｄ ｉ

ｐｏｃｙｔｅＬｉｐｉ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ｒｉｖａｔ ｉｖｅＤ 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Ｊ
］

．Ｆｒｏｎｔ 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ｙ，

２０２ １
，

１ ２ ：

６９ １ ８２４ ．

［
３ ０

］ＲＯＳＥＮＥＤ
，ＭＡＣＤＯＵＧＡＬＤＯＡ ．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ｓ ｉｄｅｏｕｔ［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 ｉｅｗ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ｅｌ ｌ ｂ ｉｏ ｌｏｇｙ ， 
２００６

，
７
（
１ ２

）
：８８ ５

－８９６ ．

［
３ １

］ＺＨＵ Ｅ
， 
ＺＨＡＮＧ Ｊ

， 
Ｌ Ｉ Ｙ

， 
ｅｔ ａ ｌ ．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Ｐ ｌｎｃ ｌｃｏｎｔｒｏ ｌｓ 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 ｉｏｎ

ｂ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ｐｒｏ ｌ ｉｆｅｒａｔｏｒ
－

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ｙ［
Ｊ
］

．ＦＡＳＥＢ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 ｉａｌ

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 ｉｅｔｉｅｓ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 ｌＢ ｉｏ ｌｏ＾，
２０ １ ９

，
３ ３

（
２
）

：

２３ ９６－２４０８ ．

［
３２

］ＣＯＯＰＥＲＤＲ
，ＣＡＲＴＥＲＧ

，ＬＩＰ
５ｅｔａ 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ＮＥＡＴ １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ｅｓｗ ｉｔｈ

ＳＲｐ４０ｔｏＴｅｍｐｏｒａ ｌ ｌｙ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ＰＰＡＲｙ
２Ｓｐ ｌ ｉ ｃ 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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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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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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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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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ＬＩＧ
，ＺＨＡＮＧＨ

，ＣＡＯＫ，ｅ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 ｅｏｆｖ ｉ ｓｃｅｒａｌ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ｅｓ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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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ｃｅ ｌｌｕｌａｒ

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 
２０２２

，
４７７

（
４
）

：１ ０９５ －

１ １ ０６ ．

［
３ ５

］ＳＵＮＬ
ｓ
ＧＯＦＦＬ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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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ＰＮＥＬＬＣ

，
ｅｔ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ａｄ ｉｐ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
Ｊ
］

．

Ｐｒｏｃａｔ ｌ ＡｃａｄＳｃ ｉＵＳＡ ．

， 
２０ １ ３

，
１ １ ０

（
９
）

：３ ３ ８ ７－３ ３ ９２ ．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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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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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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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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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３ －４０７ ．

［
３７

］ＲＡＮＳＯＨＯＦＦＪＤ
？ＷＥＩＹ

，ＫＨＡＶＡＲＩＰＡ ．Ｔｈｅ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ｕｎｉ
ｑｕ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ｌ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ｉｃ 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 ｉｅｗｓ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ｃｅ ｌ ｌｂｉｏ 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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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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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１ ４３ －

１ ５７ ．

［
３ ８

］ＡＬＶＡＲＥＺ－ＤＪＲ
，ＢＡＩＺ

，ＸＵＤ ，ｅｔａｌ ．ＤｅＮｏｖ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ＡｄｉｐｏｓｅＴｉｓｓｕｅ

Ｔｒ叫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ｓＲｅｖｅａｌ ｓＬｏｎｇ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ｓｏｆＢｒｏｗｎ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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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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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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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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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ＡＶＡ Ｊ

，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ｌ 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 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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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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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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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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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８ ．

［
４７

］ＤＥＳＰＲ６ＳＪ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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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Ｌ Ｋ

５ 
ｅｔ ａｌ ． Ｐｒｉｏｒ ｅｘｅｒｃ ｉｓｅ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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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ａ ｌ ．Ｃ ｉｄｅａ ｉｓ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 ｌ ｉｐ ｉｄｄｒｏｐ ｌｅｔｓａｎｄｉｎｓｕｌ ｉｎ

ｓｅｎｓ ｉｔ ｉｖ 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 ｌ ＡｃａｄＳｃ ｉ Ｕ Ｓ Ａ
， 
２００８

，
１ ０５

（
２２

）
：７８３ ３

－７８３ ８ ．

［
５ ３

］ＳＥＡＬＥＰ
？
ＫＡＪＩＭＵＲＡ Ｓ

， 
ＹＡＮＧ Ｗ

，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ａ ｌ 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ｏｆ ｂｒｏｗｎｆａｔ 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ａｔ 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ＤＭ １ ６
［
Ｊ
］

．Ｃｅ ｌｌ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
， 
２００７

，
６
（

１
）

： ３ ８
－５４ ．

［
５４

］ＵＬＤＲＹＭ
， 
ＹＡＮＧ Ｗ

，
ＳＴ－ＰＩＥＲＲＥＪ

，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ＧＣ－

１ｃ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７３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 国医学科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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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

］ＫＡＭＩＮＳＫＡ Ｄ
，
ＰＩＨＬＡＪＡＭ ａＫＩＪ ．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ａ ｌｔｅｒｎａｔ ｉｖｅｓｐ ｌ ｉｃ ｉｎｇ

ｉｎｏｂｅｓ ｉｔｙ
ａｎｄｗｅ 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
Ｊ
］

． 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
，
２０ １ ３

，
２
（
３
）

：１ ４３ －

１ ４７ ．

［
８３

］ＬＵＡＮ Ｗ
， 
ＷＡＮＧ Ｙ

，
ＣＨＥＮ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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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英文版已发表 ）

ＬｎｃＲＮＡｓ 对脂代谢和相关疾病的调控作用

摘要 ： 肥胖 以脂质过度堆积为特征 ， 与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
一

些慢性疾病密切相关 ， 是
一

个

全球性的公共卫生 问题 。 额外能量摄入诱导 的脂肪形成涉及各种转录 因子和控制脂肪生成

ｍＲＮＡ 表达的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ＩｎｃＲＮＡｓ ） 。 目前 ， ＩｎｃＲＮＡｓ 因其在脂肪形成和脂肪组织功能

中 的贡献而受到广泛关注 。 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 ， ＩｎｃＲＮＡ ｓ 在调节 白色 、 棕色和米色脂肪组

织发育和脂肪功能障碍 引 起的疾病进展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 。 本文综述 了 ＩｎｃＲＮＡｓ 在脂肪组织发

育和肥胖所致疾病 中的作用 ， 为肥胖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药物靶点 。

关键词 ：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 脂代谢 ， 脂肪形成 ， 棕色／米色脂肪 ， 肥胖 ， 胰岛素抵抗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Ｏｂｅｓ ｉ ｔｙ，
ａ

ｇｌｏｂａ ｌ
ｐｕ

ｂ ｌ ｉｃ ｈｅａ ｌ ｔｈ ｉ ｓｓｕｅ
， 
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ａｄ ｉ

ｐ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ｏｍｅｃｈｒｏｎ ｉｃｄ 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ｃ ｌｕｄ ｉｎｇｃａｒｄ 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 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 ．Ｅｘｔｒａ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ａｋ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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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ｃＲＮＡｓ

）
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ｏ ｌ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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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ａ ｌ ｓｏｍ ａｎ ｉｆｅｓｔｓｔｈｅ

ｐ ｉｖｏｔａｌｒｏ ｌｅｏｆ ＩｎｃＲＮＡｓｉｎｍｏｄｕ ｌａｔ ｉｎｇｗｈｉｔｅ
，ｂｒｏ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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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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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 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ａｄｉｐｏ ｓｅ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ａ ｉｍｏｆ ｔｈ ｉｓｒｅｖ ｉｅｗ ｉｓ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ｒｏ ｌｅｓｏｆ ＩｎｃＲＮＡ ｓｉｎａｄｉｐｏｓｅｔｉｓｓｕ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ｂｅｓ ｉ ｔｙ
－

ｃａｕｓｅｄｄ 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ｏ

ｐｒｏｖ ｉｄｅ ｎｏｖｅ ｌｄｒｕｇ 
ｔａｒｇｅｔｓｆｏｒ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ｂｅ ｓ 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ｄ ｉｓｅａ ｓ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ｓ
，

ｌ ｉｐ 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
；
ａｄ ｉ

ｐｏｇｅｎｅ ｓ ｉｓ
，
ｂｒｏｗｎ／ｂｅ ｉｇｅ ａｄ ｉｐｏｓｅ ，

ｆａｔ
，

ｉｎｓｕｌ ｉｎ

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

新出现的数据显示 ， 超重和肥胖是全球范围 内 引起死亡的
一

个主要风险因素 ［
１
＿

３
］
。 脂肪组织

作为主要的脂质储存器官 ， 与肥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
４

］
。 当肥胖发生时 ， 脂肪组织的形态 、

组成和功能的病理改变可导致各种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 如胰岛素抵抗、 脂肪肝 、 糖尿病和心血

管疾病＞８
】
。 确定新的针对肥胖及其相关代谢性疾病的治疗靶点具有重要意义 。

脂肪组织在生理学上分为 白色脂肪组织 （ＷＡＴ ） 和棕色脂肪组织 （ ＢＡＴ ） 。 ＷＡＴ 主要负

责能量储存 ， 而 ＢＡＴ 由于含有丰富的线粒体 ， 主要作为燃料氧化和能量消耗的场所 。 通过药物

治疗或生热刺激 ， ＷＡＴ 具有转化为
“

棕色样
’ ’

细胞的潜力 ， 这些脂肪细胞也能消耗能量 。 因此 ，

促进 ＷＡＴ 棕色化可能是预防肥胖的有效策略 。

近年来 ， 许多研宄都集中在非编码 ＲＮＡ 对脂肪组织活性的调节作用上 。 其中 ， 长链非编

码 ＲＮＡ（ ＩｎｃＲＮＡｓ ） 被定义为不编码蛋 白质 的长链 ＲＮＡ 转录本 （ ＞２００ ｂｐ ） ， 这类 ＩｎｃＲＮＡｓ 在

许多生物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 ＩｎｃＲＮＡ ｓ 对脂肪细胞生物学的调控网络至关重要 ， 对脂肪生成

和脂代谢产生正向或负 向的调控作用 。 它们还会影响脂肪组织的功能 ， 如皮下 白色脂肪褐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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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脂肪生热 。 这种广泛的调控作用可能使 ＩｎｃＲＮＡ ｓ 成为对抗肥胖和相关代谢性疾病 的
一

个很

有前途的治疗方 向 。 然而 ， 关于 Ｉｎ ｃＲＮＡ ｓ 在脂肪组织 发育 、 脂质代谢异常和相关疾病 中 的影响

的综述非常有 限 。 因此 ， 有必要总结有关 Ｉ ｎ ｃＲＮＡ ｓ 调控脂质代谢和脂肪细胞生物学的最新研宄

进展 。 本文综述了 ＩｎｃＲＮＡ ｓ 作为脂质代谢紊乱和脂肪组织功能障碍 引 起的肥胖及相关疾病 的治

疗耙点 的潜力 。

１Ｌｎ ｃＲＮＡ ｓ ：

—

类新兴调节因子

１ ． １Ｌｎ ｃＲＮＡ ｓ 的发现和定义

全基因组嵌合阵列 、 ＧＲＯ － Ｓｅ
ｑ 和 Ｃ ｈ ＩＲＰ －Ｓ ｅ

ｑ 等新技术的发展帮助识别 了 大量未知 的 ＲＮＡ 。

ＩｎｃＲＮＡ ｓ 被定义为长度超过 ２００ 个核苷酸的 ＲＮＡ 分子 ［
９

＿ ｎ
ｌ

。 １ ９ ９０ 年报道的 Ｈ １ ９ 可能是第
一

个

被发现的 Ｉｎ ｃＲＮＡ ，Ｈ １ ９ 经 ＲＮＡ 聚合酶 Ｉ 丨 转录后像 ｎｉＲＮＡ
—

样被剪接并多 聚腺苷化 ， 但几乎

不编码蛋 白 质 【

１ ２
＿

１ ３
］

。 自 Ｈ １ ９ 被发现 以来 ， 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多 的 ＩｎｃＲＮＡ 被发现 。

由于缺乏开放阅读框 、 ３
‘

非翻译区域和典型 的末端 区域 ， 它们通常几乎没有编码蛋 白 质 的潜 力Ｍ ，

但它们在翻译 、 转录和表观遗传修饰等多种细胞过程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 。

１ ．２Ｌ ｎ ｃＲＮＡ ｓ 的结构和功能

目 前 己有大量的 ｌｎｃＲＮＡ 被鉴定 出来 ， 但它们迫切需要进行注释 以供临床应用 。 注释之前

需要将新发现 的 Ｉｎ ｃＲＮＡ ｓ 进行分类 ， 根据其在基因组中与蛋 白质编码基因 的相对位置分为五类

［
｜ ５

］

： 正义链 ， 与最近的蛋 白 质编码基因链重叠 ； 反义链 ， 转录本在任何部分均与 ｍＲＮＡ 重叠 的

基 因 ； 内 含子 ＩｎｃＲＮＡ ｓ ， 位于蛋 白 质编码基 因 的 内 含子 中 ； 双 向 ｌｎ ｃＲＮＡ ， 是指转录起始位点

在相邻外显子 １ ０ ０ ０ 个碱基对 （ ｂ
ｐ

） 内且转录方 向相反 的 ＲＮＡ
； 基因 间 ｌｎｃＲＮＡ 在两个蛋 白 质

编码基因之间 的蕋Ｗ 间 区 。

ＬｎｃＲＮＡ ｓ 具有不 同 的结构基序 ， 包括假结 、 茎环 、 Ｇ －四联体和三联体 。 它们通过与细胞核

中 的 ＤＮＡ 、 ｍＲＮＡ 或细胞质 中 的 ｍ ｉＲＮＡ 、 蛋 白 质 相 互作用 介导基 因表达 ［

１ ６
－

１ ９
］

。

一

些 ｌｎ ｃＲＮＡ

在 多 种代谢途径 中作为 分子信 号直接促进转录 ， 其他 的 则发挥调 节作用 ， 如 作为分子诱饵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ｓ 通过结合转录因子阻断信 号通路 。 作为 引 导物 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ｓ ， 与蛋 白 质 复合物连接 ， 并

引 导它们到特定的基因组位点发挥作用 。 Ｌｎ ｃＲＮＡ ｓ 也可 以形成支架 ， 招募修饰酶 ， 整合不 同 的

信号通路 。 ＩｎｃＲＮＡ ｓ 的作用模式相互关联 ， 同
一

个 ｌｎｃＲＮＡ 也能表现出不 同 的作用模式 Ｐ °
】
。 综

上所述 ， Ｉｎ ｃＲＮＡ ｓ 的调控作用 贯穿 了基因表达变异 的整个过程 。

１ ． ３ＬｎｃＲＮＡ ｓ与疾病

全基因组关联研宄 （ ＧＷＡ Ｓ ） 已经从非编码 区发现 了数千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 ＳＮＰ ｓ ） 与临

床表型相关 ， 这将 ｌｎ ｃＲＮＡ 与心血管 、 肝脏 、 肾脏疾病 以及
一

些癌症密切联系起来 ［

２ １

－

２ ３
］

。

不同 的生理和病理条件下 ， ｌｎｃＲＮＡ 在心血管系统中有不同 的表达 。 研究发现有的 丨 ｎ ｃＲＮＡ

调节心肌细胞的凋亡 ， 如 ｌｎ ｃＲＮＡＳａｒｒａｈ ， 有的 ｌｎｃＲＮＡ 是心肌肥大的表观遗传调控因子如 Ｃｈａｅ ｒ 。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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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有的 ＩｎｃＲＮＡｓ 可以降低心力衰竭和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Ｐ４
，
２５

３
。如 ＺＦＡＳ １ 可抑制 ＳＥＲＣＡ２ａ

蛋 白 的活性 ， 后者是心肌收缩功能 中急性心肌梗死的标志物 。 这些研宄表明 ， ＩｎｃＲＮＡ 在心血

管疾病 中 的调控作用至关重要 。

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揭示 了
一

些肝纤维化相关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ｓ
Ｗ

。 研宄表明 ＩｎｃＲＮＡｓ 参与肝

纤维化过程中相关蛋 白编码基因的调控 。 例如 ，
Ｚｈａｎｇ 等人 已经证明 ＩｎｃＬＦＡＲ ｌ 可 以激活 ＴＧＦ－

ｐ

和 Ｎｏｔｃｈ 信号通路 ， 促进肝星状细胞 （ＨＳＣ ） 的激活和肝纤维化 在肝细胞 （ＨＣｓ ） 中特异

性表达的 Ｌｎｃ－ＨＳＥＲ 被证实可通过 Ｃ５ＡＲ ｌ
－Ｈｉｐｐｏ

－ＹＡＰ 通路阻止肝细胞凋亡 ， 通过抑制 Ｎｏｔｃｈ

信号通路介导的肝细胞上皮－间充质转化缓解肝纤维化 【
２ ８

］
。

ＬｎｃＲＮＡｓ 在肾脏发病机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 全基因转录组谱分析在人近端肾小管上

皮细胞中发现了
一

些与急性和慢性肾损伤相关的 ＩｎｃＲＮＡｓ 。如 ｌｎｃ－Ｋ ｉＡＡ １ ７３ ７－２和 ｌｎｃ－ＭＩＲ２ １ ０ＨＧ

可能参与 了 肾损伤反应 ［Ｍ
。 此外 ， Ｆｅｎｇ 等人 ［

３ １
］报道了

一

种新的 ｌｎｃＲＮＡ Ｅｒｂｂ４－

ＩＲ ， 该基因通过

ＴＧＦｐ／Ｓｍａｄ３ 信号通路诱导肾纤维化 。 Ｚｈｏｕ 等人网发现 Ａｒｉｄ２－

ｉｒ 刺激 ＮＦ－ｋＢ 依赖的肾炎症途径

发挥作用 。

ＬｎｃＲＮＡ ｓ 也参与 了癌症的发生和进展 〖
３ ３

－

３ ４
】
。 例如 ， ＩｎｃＲＮＡ Ｄ ＩＮＯ 与 ｐ

５ ３ 蛋 白形成正反馈

环 ， 以放大细胞核 内 的 ＤＮＡ 损伤信号 ［
３ ５

】

。 此外 ， 在胶质瘤干细胞 （ ＧＳＣｓ ） 中 ， Ｎｏｔｃｈ ｌ 信号通

路的激活可特异性诱导 ＩｎｃＲＮＡＴＵＧ ｌ 的表达 ， ＴＵＧ １ 可在细胞质 中海绵化 ｍ ｉＲ－

１ ４５ ， 促进 ＧＳＣ ｓ

的更新 １
３ ６

１
。 两个 ＴＡＰ６３ 调控 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ＴＲＯＬＬ－２ 和 ＴＲＯＬＬ－

３
，
可在细胞质 中 与效应蛋 白

ＷＤＲ２６ 形成三聚体复合物 ， 激活 ＡＫＴ 通路 【
３ ？

３
。 综上所述 ， ＩｎｃＲＮＡｓ 参与 了不 同的疾病过程 ，

表明它们在维持人体稳态中起到关键作用 。

２ＬｎｃＲＮＡｓ 在控制脂质代谢和脂肪细胞发育中的关键作用

２ ． １ＬｎｃＲＮＡｓ 在控制 白色脂肪形成中的作用

脂肪的形成主要包括两个阶段。 第
一

阶段是胚胎干细胞或脂肪组织中的间充质干细胞分化

为脂肪祖细胞 ， 然后分化为前脂肪细胞 。 第二阶段 ， 前脂肪细胞分化为成熟的脂肪细胞Ｐ８＃
。

整个过程都伴随着许多关键的成脂基因和转录因子的表达 ， 如脂蛋 白 脂肪酶 （ ＬＰＬ ） 和 甾醇调

节元件结合蛋 白 －

ｌ ｃ
（
ＳＲＥＢＰ－

ｌ ｃ ） 。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丫
（ ＰＰＡＲｙ ） 和 ＣＣＡＡＴ／增强子

结合蛋 白 （ Ｃ／ＥＢＰｓ ） 是成熟脂肪细胞的常见标记物 ， 也是脂肪细胞分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 越来

越多 的研宄发现 ， ＩｎｃＲＮＡｓ 可 以调节这些关键基因 ， 在脂肪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

人类脂肪组织来源的干细胞 （ ｈＡＳＣｓ ）具有分化为骨细胞和脂肪细胞的能力 。 ＬｎｃＲＮＡ ＭＥＧ３

在骨细胞分化过程中表达上调 ， 在脂肪细胞分化过程中表达下调 。 ＭＥＧ３ 敲除促进成脂分化 ，

但抑制成骨分化 ， 提示 ＭＥＧ３ 可能是 ｈＡＳＣｓ 成脂或成骨分化的开关 ＬｎｃＲＮＡ ＡＤＩＮＲ ， 从

〇￡８？０１基因上游约 ４５ （＾？ 的位置转录 ， 在成脂分化过程中被诱导 。 肖等人发现 ， 八〇取 １１ 在成

脂分化过程中增加 了Ｈ３Ｋ４ｍｅ３ 的 甲 基化 ， 降低 了Ｃ／ＥＢＰａ的 Ｈ３Ｋ２７ｍｅ３ 组蛋 白 修饰 ， 调控

Ｃ／ＥＢＰａ的转录 ， 最终促进了ｈＭＳＣｓ 的成脂分化 ［
４ ３

】

。 Ｐｌｎｃ ｌ 是从 ＰＰＡＲｙ基因上游 ２５０００ｂｐ 位置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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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 的 Ｉｎ ｃＲＮＡ 。 体外研宄表 明 ， ｐ
ｌｎ ｃ ｌ 基 因敲除降低 了ＰＰＡＲＹ 、 Ｃ／ＥＢ Ｐａ和脂肪酸结合蛋 白 ４

（ ＡＰ２ ） 的表达 ， 抑制 了ＳＴ２ 细胞和骨髓 间充质 干细胞 向成熟脂肪细胞的分化 ， 过表达 Ｐ ｌｎ ｃ ｌ

则有相反 的效果 。 机制研宄表 明 ， ｐ
ｉ ｎｅ 丨 可通过降低 ＰＰＡＲ

ｙ启 动子 中 ＣＰＧ 的 甲 基化水平增 强

ＰＰＡＲｙ的转录活性 ［

４ ４
］

。

Ｌｎ ｃＲＮＡ ｍ ｉＲ－

１ ４ ０ 敲除 降低 了关键转录 因子 （ Ｃ／ＥＢＰ 和 ＰＰＡＲ
ｙ

） 的表达 ， 从而直接损害 了

小 鼠 的成脂能力 ， 提示 ｍ ｉＲ－

１ ４ ０ 是脂肪细胞分化过程中 的
一

个必要 的调控因子 。 Ｌｎ ｅＲＮＡ
ｑ
ＰＣＲ

阵列显示 ， ＮＥＡＴ １ 基因序列在人和小 鼠之间高度保守 ， 并在 ｈＡＳＣ 分化过程 中上调 。 Ｇ ｅｍ ａｐｕｄ
ｉ

等人利用 ＲＮＡ 杂 交鉴定 了ＮＥＡＴ １ 中 的 ｍ ｉ Ｒ １ ４ ０ 结合位点 ， 他们发现成熟的 ｍ ｉ Ｒ－

１ ４０ 可 以与细

胞核 中 的 Ｎ ＥＡＴ １ 发生物理作用 。 进
一

步的实验数据表 明 ， ｍ ｉ Ｒ －

１ ４ ０ 与细胞核 中 ＮＥＡＴ １ 的结合

增加 了Ｎ ＥＡＴ １ 的稳定性 ， 从而促进 了 脂肪的生成

Ｎ ｕ ｅ ｒｍ ａｍ ａ ｉ ｔ ｉ 等人＾发现 Ｈ０ＸＡ １ １

－ＡＳ  １ 下调可抑制 ｈＡ ＳＣ ｓ 分化模型 中脂肪生成相关基 因 的

转录 ， 从而抑制成脂分化 ， 减轻脂质积累 。 并且 ＨＯＸＡ １ １

－Ａ Ｓ Ｉ 在肥胖症患者的脂肪细胞分化过

程 中 高表达 ， 这提示它可能是治疗肥胖症的潜在靶点 。 此外 ， 生物信息学分析鉴定 出 ｈＡ ＳＣ ｓ 在

成脂分化过程 中 的
一

系列关键 ｍＲＮＡ 、 ｎｉ ｉＲＮＡ ｓ 和 ＩｎｃＲＮＡ ｓ 。 通过分析瘦素基因 的上游和下游

区域 ， 几个相互作用轴被发现调控 ｈＡＳＣ ｓ 的成脂分化 ， 其 中瘦素 （ ＬＥＰ ） 相关轴尤为重要 １

？
］

。

一

些 Ｉ ｎ ｃＲＮＡ ｓ 被报道为是抑制脂肪形成的潜在靶点 。 基于 ｃＤＮＡ 芯片对脂肪形成调控基因

进行分析研宄 ， 发现 ｌｎＣ －Ｕ９０ ９２ ６ 的表达与 ３ Ｔ３
－Ｌ １ 前脂肪细胞的分化呈负相关 ， 在肥胖小 鼠 中

的表达水平较低 。 利用 ＲＮＡ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 研宄者证实 ｌｎｃ
－Ｕ ９０ ９２６ 主要定位于小 鼠前脂

肪细胞的细胞质 ， ｌｎｃ －Ｕ９０ ９２ ６ 过表达可 以 降低脂质积累和关键蛋 白表达从而抑制 ３Ｔ３
－Ｌ １ 前脂

肪细胞的分化 ， 表 明它可 以通过抑制关键基因 的转录活性抑制脂肪的形成 李等人在成脂分

化研宂 中发现 Ｉｎ ｃＲＮＡ ＧＡＳ ５ 表达水平与 间充质基质细胞 （ ＭＳＣ ｓ ） 的成脂分化呈负相关 ， 荧光

素酶报告基因分析显示 ＧＡＳ ５ 通过竞争性海绵化 ｍ ｉＲ －

］ ８ ａ 抑制 ＭＳＣ ｓ 的成脂分化网 ， 表 明 ＧＡＳ ５

是成脂分化过程中 的重要调控因子 。 ＬｎｃＨＣＧ ｌ ｌ 是抑制脂肪形成的 另
一

个靶点 ， 黎等人 发现 ，

在体外 ｈＡＤＭＳＣ ｓ 分化模型 中 ， Ｉｎ ｃＨＣＧ ｌ ｌ 在细胞成脂分化过程 中表达 下降 。 当 ＨＣＧ １ １ 基因敲

低 时 ， 相关脂肪生成酶的活性和成脂蛋 白 的表达均有所增加 ， 而 当过表达 ＨＣＧ １ 丨 时 ， 则表现

相 反 。 对 ＨＣＧ １ ｌ ／ｍ ｉ Ｒ２ ０４ －

５ ｐ
／Ｓ Ｉ ＲＴ 丨 轴 的 生 物 信 息 学 分 析 表 明 ， 当 ｍ ｉＲ －２０４ －

５ ｐｍ ｉｍ ｉ ｃ 和

ｐｃ
ＤＮＡ －ＨＣＧ ｌ Ｉ 共转染时 ， ｍ ｉＲ－２ ０４ － ５

ｐ
ｍ ｉｍ ｉ ｃ 降低 了Ｓ １ＲＴ １ 对脂肪生成酶和成脂标记蛋 白表达

的抑制作用 ， 从而逆转 ｐｃ
ＤＮＡ －ＨＣＧ Ｉ ｌ 对脂肪形成的抑制作用 。

大 多 数 ＩｎｃＲＮＡ ｓ 在 哺 乳 动物 中 保 守 性较 差
，
研 究 者 需 要 更 多 的侧 重 人类脂肪 组 织 中

Ｉｎ ｃＲＮＡ ｓ 的识别和鉴定 。 张等人对来 自健康和瘦子 的 皮下 脂肪活检样本进行 了ＲＮＡ 测序 ， 检

测到 １ ０ ０ １ 个在脂肪组织 中高表达的 Ｉｎ ｃＲＮＡ ｓ ， 其 中 ｌｎ ｃ
－ＡＤＡＬ 的表达量最高 。 Ｌｎ ｃ

－ＡＤＡＬ 是
一

种与肥胖密切相关的非保守 Ｉｎ ｃＲＮＡ 。 ｓｈＲＮＡ 介导 的 Ｌｎ ｃ
－ＡＤＡＬ 敲除抑制 了 脂质合成基因 的表

达 ， 而 Ａ ＳＯ 介导 的敲除不仅损害 了成熟脂肪细胞 中脂质合成基因 的表达 ， 而且还损害 了 前脂肪

细胞的分化 。 研究人员 随后证实 ， ｌｎ ｃ
－ＡＤＡＬ 与核蛋 白 ｈｎＲＮＰＵ 和胞质蛋 白 ＩＧＦ２ＢＰ２ 相互作用 ，

控制前脂肪细胞分化和脂肪从头生成 ［
５ １

］

。 这些研究表 明 ＩｎｃＲＮＡ ｓ 在 白 色脂肪形成过程中发挥 了

８ ０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 国医学科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重要的调控作用 。

２ ．２ ＬｎｃＲＮＡ ｓ 在棕色／米色脂肪发育中的作用及其功能

棕色脂肪细胞 （ ＢＡＴ ） 在细胞质 中含有丰富的线粒体和高水平的解偶联蛋 白 １（ ＵＣＰ １ ）
ｔ
？

］

。

它们可以通过解除脂质氧化磷酸化作用而产生热量 ， 促进脂肪酸和葡萄糖的燃烧 。 早期的研宄

表明 ＢＡＴ在新生儿中存在并活跃 ， 通过非颤抖产热维持体温 【
５ ３

】
。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ＰＥＴ ）

技术在成年男性中检测到大量的 ＢＡＴ ， 这表明 ＢＡＴ 在成年代谢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
５４

］

。 到 目

ｆ为止 ，

一

系列的研宄表明 ， ＩｎｃＲＮＡ 在棕色脂肪生成和产热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调控因子 【
５ ５

］
。

例如 ， Ｈ １ ９ ，
—

种母系遗传的 ＩｎｃＲＮＡ ， 与人类的体重指数 （ ＢＭＩ ） 呈负相关 ＾Ｓｃｈｍ ｉｔｔ 等人网

报道 ， Ｈ １ ９ 过表达通过招募 Ｈ １ ９－ＭＢＤ １ 复合物促进 ＢＡＴ 的脂肪生成和线粒体呼吸 ， 阐 明 了Ｈ １ ９

在调节 ＢＡＴ 生热基因程序和代谢中 的作用 。

崔等人 鉴定 了
一

种超保守的 ＩｎｃＲＮＡ ， ｕｃ ．４ １ ７ ， 在分化的棕色脂肪细胞中含量丰富 。 他们

发现 ｕｃ ．４ １ ７ 的过表达抑制棕色脂肪细胞的分化 ， 降低棕色脂肪细胞的耗氧量 ， 在 ＢＡＴ 的产热

过程中起负 向作用 。 另
一

种 ＩｎｃＲＮＡ ，ＩｎｃＢＡＴＥ ｌ ， 被发现与 ｈｎＲＮＰ Ｕ 相互作用 ， 促进棕色脂肪

的形成和维持其生热能力 ［
５ ８

］
。 这些数据有力地支持 了 ＩｎｃＲＮＡ 在驱动棕色脂肪形成和维持能量

平衡方面的作用 。

米色脂肪通常储存在 白色脂肪仓库 中 ， 可 以 由 ＷＡＴ 中特定的米色前体细胞分化而来 ， 或

直接来 自于成熟皮下脂肪细胞在寒冷或其他刺激下 的褐变 。 因为他们能像 ＢＡＴ

—

样高度表达

ＵＣＰ １ 蛋 白 ， 促进产热 ， 因此诱导米色脂肪形成 ， 将不健康 ＷＡＴ 转化为代谢活跃的 ＢＡＴ ， 有

助于抵抗肥胖 ， 被认为是
一

种有潜在应用价值的肥胖治疗策略 ［
５Ｗ １

］
。 王等发现 ＦＯＸＣ２－ ＡＳ １ 在

毛 喉素 刺激 的 脂肪细 胞 中 高表达 ， 同 时伴 随 ＵＣＰ １ 和 ＰＧＣ ｌ ａ 的 高表达 。 随后他们 发现

Ｆ０ＸＣ２ －ＡＳ １ 可能通过 自噬信号通路促进 ＷＡＴ 的褐变和生热基因程序的表达 。 这些结果表明 ，

ＩｎｃＲＮＡ 在米色脂肪的发育和功能激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
６２

］
。

Ｌｎｃ＿ ｓ 还可以通过共表达网络发挥调控作用 。 例如 ， 白等人 〖＠发现大量的 ＩｎｃＲＮＡ 通过

嵌入到代谢通路中形成 ｍＲＮＡ －

ｌｎｃＲＮＡ 共表达网络 。 通过这个网络 ， 他们鉴定 出 了ＢＡＴ 中高

表达的 ＩｎｃＢＡＴＥ ｌ Ｏ ， 并发现其可 以与 ＰＧＣ ｌ ａ的 ｍＲＮＡ 竞争性结合 Ｃｅ ｌｆｌ ， 保护 ＰＧＣ ｌ ａ的表达 ，

从而保护生热和 ＷＡＴ 褐变过程 。 此外 ， ＡＫ０７９９ １ ２ 是另
一

个 ＢＡＴ 中高表达的 ＩｎｃＲＮＡ ， 熊等

人发现敲除 ＡＫ０７９９ １ ２ 降低了重要的成脂基因和产热基因 的表达 ， 而过表达则通过增加 ＵＣＰ １

和线粒体电子传递链 （ ＥＴＣ ） 复合物的蛋 白表达上调产热通路 ， 并且在腹股沟 ＷＡＴ 中异位表

达可以诱导 白色脂肪组织的褐变 。

Ｂ ｌｎｃ ｌ 被发现在棕色和米色脂肪细胞中含量丰富 。 在棕色脂肪细胞中过表达 Ｂ ｌｎｃ ｌ ， 发现其

可通过 Ｂ ｌｎｃ ｌ ／ ｈｎＲＮＰＵ／ＥＢＦ２ 核糖核蛋 白复合物的形成 ， 激活生热基因 的表达 ［
６４

】

。 在高脂饮食

（ＨＦＤ ） 诱导的小 鼠棕色脂肪
“

白色化
”

过程中 ， 脂肪组织中 Ｂ ｌｎｃ ｌ 的特异性敲除加速了ＢＡＴ 的

“

白色化
”

， 而且加剧 了炎症 。 然而 ， 脂肪特异性 Ｂ ｌｎｃ ｌ 转基因小 鼠则表现相反 ， 研宄者发现其

分子机制是 Ｂ ｌｎｃ ｌ 作为 ＥＢＦ２ 的靶点 ， 构建了
一

个前馈调控回路 ， 调控 ＷＡＴ 的褐变 ［
６５

】

。 此外 ，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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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等人＿发现 ， Ｚｂ ｔｂ ７ｂ 可 以通过 ｈｎＲＮ ＰＵ 招募 ＩｎｃＲＮＡＢ ｌｎｃ ｌ 增加生热基因 的表达 ， 而 Ｂ ｌｎｃ ｌ

的功能在小 鼠 和人类 中 是保守 的 【

６疋 因此 ， Ｉｎ ｃＲＮＡ 是激活棕色 ／米色脂肪细胞发挥功能 的重要

调节因子 ， 有利于降低血清甘油三酯和对抗肥胖 。

２ ． ３ 肝脏 中的 Ｌｎ ｃＲＮＡ ｓ 和脂质稳态

除 了 已知的在脂肪细胞 中 的作用 外 ，

一

系列研究表 明 ， Ｉｎ ｃＲＮＡ 通过靶 向关键转录因子如

肝脏 Ｘ 受体 （ ＬＸＲｓ ） 、 甾 醇调节元件结合蛋 白 （ ＳＲＥＢＰｓ ）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 ａ （ ＰＰＡＲａ ）

调控肝脏中 的脂质代谢 。 这些转录因子是调控肝脏 中与胆 固醇 、 脂肪酸 、 磷脂的合成和摄取有

关基 因表达的关键调控 因子 在这里 ， 我们总结 了 Ｉｎ ｃＲＮＡ 在肝脏脂质稳态 中 的调控机制 。

Ｌｎ ｃＨＲ ｌ 是在感染 ＨＣＶ 的 人肝癌细胞 中 发现的
一

类 Ｉ ｎ ｃＲＮＡ ， 它被发现负调控 ＳＲＥＢＰ －

ｌ ｃ

和脂肪酸合酶的表达 ， Ｌｎ ｃＨ Ｒ ｌ 的过表达则抑制 了 肝细胞中甘油三酯和脂滴 的积累 李等人 ［

？
］

发现在肝脏 中表达丰富 的 Ｉ ｎ ｃＬＳＴＲ 可通过竞争性结合 ＴＤＰ －４３ 调节 Ｃｙｐ ８ｂ ｌ 的表达 ， 继而通过

核受体 ＦＸＲ 通路激活 Ａ
ｐｏ ｃ２ 表达 ， 降低血浆甘油三酯水平 。 此外 ， 王等人 ［

７ １

］发现 ， Ｌｎｃ ｌ ９９ ５ ９ ． ２

在高脂诱导 的 肝细胞 中表达上调 。 过表达 ｌｎ ｃ ｌ ９ ９５ ９ ． ２ 可 以通过 与核蛋 白 Ｐｕｒｂ 相 互作 用促进

Ａｐｏ
Ａ４ 的表达 。 Ｌ ｎ ｃ ｌ ９ ９ ５ ９ ． ２ 与 ｈｎＲＮ ＰＡ２Ｂ ｌ 特异性结合 ， 则可 以 负调控 ＴＧ 代谢相关基因 的表

达 。 以上研究表明在肝脏中特异性表达的 Ｉｎ ｃＲＮＡ ｓ 在肝脏的甘油三酯代谢 中起到关键的调控作

用 。

ＬｎｃＲＮＡ ｓ 也 与 肝 脏 胆 固 醇 代 谢 密 切 相 关 。 胡 等 人 ［

７２
】 发 现 ， ｏｘ－ＬＤＬ 可 以 显 著 上 调

ｌ ｉｎｃＲＮＡ －ＤＹＮ－ＬＲＢ ２ －２ 的表达 ， 直接导致 ＡＴＰ 结合盒转运体 Ａ １ （ ＡＢＣＡ １ ） 的表达增 加 ， 而

ＡＢＣＡ １ 介导泡沫细胞 中 的胆 固醇外排从而降低胆 固醇水平 另
一

项研宄发现 ， ＩｎｃＴＵＧ ｌ 通

过 以 ｍ ｉＲ－９２ａ／ＦＸＲ ｌ 依赖的方式抑制 ＡＰＯＭ 的表达抑制胆 固醇外排 ［

７４
］

。 此外 ， 黄等人 ［

７５
］发现过

表达 ＩｎｃＡＲＳＲ 可 以激活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信号通路 ， 促进转录因子 ＳＲＥＢＰ２ 的表达 ， 该转录 因子反过

来增加 了 限速酶 ＨＭＧＣＲ 的表达水平 ， 并加速 了肝脏 中胆固醇的生物合成 。

３Ｌｎ ｃＲＮＡ ｓ 作为脂肪细胞功能障碍诱导相关疾病的治疗靶点的潜力

肥胖通常会导致
一

些代谢性疾病 ， 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 、 糖尿病和其他糖尿病 并发症 １

７ ６
］

。

然而 ， 临床上治疗这些疾病的靶点和方法仍然有限 Ｉ

７ ７
】

。 现有 已批准的药物主要通过减少肠道脂

肪吸收或抑制食欲对抗肥胖 １

７ ８
１

。 相关代谢性疾病 的治疗主要是通过使用 具有降糖或降脂活性的

药物 。 然而 ， 这些药物通常对人体的副作用较大 ， 其保护作用有限 。 例如 ， 他汀类药物通常会

引 起肌 肉不 良反应 ， 如致命的横纹肌溶解症 １

７ ９
］

。 服用烟酸可降低葡萄糖耐量 ， 增加尿酸水平 ，

可能导致痛风发作和肝功能受损 因此 ， 迫切需要确定新的靶点 ， 以开发新的有效和安全的

药物 。

３ ．
１ＬｎｃＲＮＡ ｓ 在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

低度慢性炎症作为肥胖的标志 ， 已被确定为胰岛素抵抗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Ｍ 。 肥胖患者

８ ２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体 内游离脂肪酸的增加可促进 ＮＦ－ｋＢ 信号通路 ， 从而上调促炎细胞因子如 ＴＮＦ－

ｏｔ和 ＩＬ－６ 的表

达 【
８２

］
。 而促炎信号可抑制代谢组织中胰岛素的功能 ， 从而介导胰岛素抵抗 。 由于炎症反应是由

巨噬细胞对过度脂质积累产生反应而引起的
一

种表型 ， 研宄人员
一

直关注如何通过巨噬细胞减

少这种炎症反应 。 近年来的研宄发现了
一

些在巨噬细胞中富集的 ＩｎｃＲＮＡ ｓ ， 并在饮食诱导的肥

胖和早期糖尿病小 鼠模型中差异表达 。

Ｓｔａｐ 丨ｅｔｏｎ 等人 ［
８３

１在功能获得和丧失实验中发现 ， ＭＩＳＴ 与巨噬细胞抗炎表型相关 。 当 ＭＩＳＴ

的转录或与 ＲＮＡ 的相互作用被破坏时 ， 炎症基因的表达显著增加 ？ 研宄者发现 ＭＩＳＴ 与细胞核

中 的 多聚 ＡＤＰ－核糖聚合酶 （ ＰＡＲＰ １ ） 相互作用 ， 可能通过干扰胰岛素抵抗相关促炎因子的形

成 ， 起到保护作用 。 此外 ， 张等人网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ｕｃ ． ３ ３ ３ 通过与 ｍ ｉＲ－２２３ 结合 ， 改善 了肥胖诱

导的胰岛素抵抗 。 此外 ， 刘等人 ［
８ ５

］报道 ， ＩｎｃＲＮＡ ＳＲＡ 敲除可 以保护小 鼠免受高脂肪饮食诱导

的肥胖 ， 改善其糖耐量 。 综上表明 ＩｎｃＲＮＡ ｓ 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潜在治疗靶点 。

３ ．２ ＬｎｃＲＮＡ ｓ 在肝脂肪变性中的作用

代谢紊乱常导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ＮＡＦＬＤ ） 和肝脂肪变性 （ＮＡＳＨ ） ， 其特征是肝脏

脂质 的积累 【

８６
］
。 如果 ＮＡＦＬＤ 不能及时治疗 ， 则可逐渐发展为 ＮＡＳＨ ， 然后发展为肝细胞癌或

其他恶性疾病 ［
８ ７

，
８８

］

。 ＩｎｃＲＮＡｓ 可能是肝脏脂肪过度蓄积和肝脏脂肪稳态损害的标志 。 在 ＮＡＦＬＤ

的动物模型 中 ， 王等人 ［
８９

］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ＮＥＡＴ ｌ 敲低可能通过调节 ｍＴＯＲ／ Ｓ６Ｋ １ 信号通路缓解

ＮＡＦＬＤ 的进程 。 另
一

种 ＩｎｃＲＮＡ ，ＭＡＬＡＴ １ ， 在 ｏｂ／ｏｂ 小 鼠 的肝脏中高表达 ， 其机制研宄表 明 ，

抑制 ＭＡＬＡＴ １ 可 以通过降低肝细胞核 内 ＳＲＥＢＰ－

ｌ ｃ 蛋 白 的稳定性 ， 抑制肝脂质积累 ， 减轻肝脂

肪变性 ［
９０

］

。 考虑到 ＢＬＮＣ １ 在肥胖小 鼠和 ＮＡＦＬＤ 小鼠肝脏中 的表达明显升高 ， 研宄者研宄了

ＢＬＮＣ １ 对 ＨＦＤ 诱导的肝脂肪变性的影响 。 他们发现 ， Ｂ １ＮＣ １ 缺失极大地抑制 了ＬＸＲ 激动剂诱

导 ＳＲＥＢＰ １ 蛋 白 的表达 ， 降低血浆 ＴＡＧ 水平 。 此外 ， 肝特异性 ＢＬＮＣ １ 基因敲除小 鼠对 ＨＦＤ

诱导的肝脂肪变性表现出抵抗性 ， 表现为肝损伤和纤维化减少 ， 表明 ＢＬＮＣ １ 可能与 ＬＸＲ 协同

控制肝脂质代谢９ １
］
。 因此 ＩｎｃＲＮＡｓ 可能成为 ＮＡＦＬＤ 患者治疗的新靶点 。

３ ． ３ＬｎｃＲＮＡｓ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很复杂 ， 但 目前的研宂证实血脂异常 （血装胆固醇和脂蛋 白水平

异常 ） 是关键的危险因素之
一

〖
９２

］
。 由于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ＩｎｃＲＮＡ 在脂质稳态中的调节作用 ，

一

些研宄人员认为它们可能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的疾病发展过程 。 ＬｎｃＲＮＡ ＫＣＮＱ ＩＯＴ ｌ 可通过

ｍ ｉＩＭ５２－

３ｐ／ＨＤＡＣ３ ／ＡＢＣＡ ｌ 通路抑制胆固醇外排 ， 促进巨噬细胞 内脂质积累 ， 从而导致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 【
９３

］
？ 动脉粥样硬化的

一

个关键节点是 巨噬细胞摄取脂蛋 白 并形成泡沫细胞％ 】

。

Ｋａｎｗａ 丨 等人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Ｅ３ ３ ００ １ ３Ｐ０６ 上调 巨噬细胞中 ＣＤ３６ 的表达 ， 促进泡沫细胞的形成 〖
９５

】
。

另
一

种 ｌｎｃＲＮＡＡＴ １ ０２２０２ 被发现控制胆固醇合成关键酶 ＨＭＧＣＲ 的表达 ， 从而影响 巨噬细胞中

胆固醇的积累 。 虽然 ＩｎｃＲＮＡ ｓ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 的作用和机制仍有待进
一

步探索 ， 但 己有研

宄表明 ＩｎｃＲＮＡｓ 显然是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病理过程的重要调控因子 。 ＩｎｃＲＮＡ 作为动脉粥样硬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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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生物标志物和潜在的治疗耙点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

３ ．４ＬｎｃＲＮＡｓ 在糖尿病并发症中的作用

流行病学研宄报告称 ， 长期腹部肥胖的患者发生糖尿病的患病率大幅增加 【
９７

１
。 糖尿病的主

要危害在于其严重的并发症 ， 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 肾病 、 心肌病等 ， 然而 ， 对于这些并发

症的治疗靶点和药物十分有限Ｐｔ ｌｎｃＲＮＡ ｓ 最近因其在糖尿病并发症中的调控作用而受到关注 。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是 由高血糖和血脂异常引起的常见并发症 。 目前 ， 视网膜基因表达谱

已鉴定 出超过 ３ ００ 种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相关的差异表达 ｌｎｃＲＮＡ ［
９９

ｌ

。

一

项研究表 明 ， 下调

ＩｎｃＲＮＡ ＭＡＬＡＴ ｌ 可以抑制视网膜内 皮细胞的增殖 、 迁移和管状形成 ［
１ ０〇

１
。 同时 ， Ｒａｄｈａｋｒ ｉ ｓｈｎａｎ

等 〖
１ ０ １

】研究证实 ， 抑制 ＭＡＬＡＴ １ 可通过 Ｋｅａｐ ｌ
－ＮｒＧ 通路减轻氧化损伤 ， 改善视网膜血管功能 ，

减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 此外 ， 研宄者发现 ＩｎｃＲＮＡ ＭＡＴ 可 以与 ＶＥＧＦ 和 ｍ ｉＲ－

１ ５０
－

５ｐ 形成反

馈回路 ， 调节 内皮细胞功能 ， 改善糖尿病诱导的微血管功能障碍 〖
１ （ ）２

１
。 因此 ， ＩｎｃＲＮＡｓ 参与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 ， 可能是该疾病的潜在治疗耙点 。

慢性高血糖和血脂异常也是糖尿病肾病的主要原因 ， 糖尿病肾病是
一

种 以肾小球毛细血管

损伤为特征的微血管并发症 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 ＩｎｃＲＮＡ 参与 了该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 例

如 ， 研究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ｕｇ ｌ 与 ＰＧＣ－

ｌ ａ相互作用 ， 调节其表达 ， 影响足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 １
１ ０４圪

此外 ， 在伴有终末期肾病的 ＩＩ 型糖尿病患者中 ， ＩｎｃＰＶＴ ｌ 控制细胞外基质 的积累和肾细胞纤维

化的进展 ， 从而介导糖尿病肾脏疾病的发展＿ 。

糖尿病性心肌病主要 由心脏脂肪毒性引起＿。 ＬｎｃＲＮＡ ＧＡＳ５ 调控 ｍ ｉＲ－

３４ｂ－

３ｐ／ＡＨＲ 通路 ，

抑制 ＮＬＲＰ３ 炎症小体激活诱导的细胞凋亡 ， 使 ＧＡＳ５ 成为潜在的治疗靶点 王等人 发现 ，

沉默 ＩｎｃＲＮＡ ＭＡＬＡＴ １ 可 以通过 ＥＺＨ２ｍ ｉＲ－２２／ＡＢＣＡ ｌ 信号轴抑制 ＥＺＨ２ 的表达从而阻止心肌

细胞凋亡 ， 减轻心功能障碍 。 综上 ，

一

系列研宄表明 ， ＩｎｃＲＮＡｓ 在糖尿病并发症的病理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 对疾病治疗具有潜在意义 。

总结和展望

本文主要对 ＩｎｃＲＮＡ ｓ在脂肪组织发育和功能 以及肝脏脂质代谢稳态中的调控作用进行了综

述 。 同时 ，

一

系列的研究表明 ＩｎｃＲＮＡｓ 参与 了脂肪细胞功能障碍引 起的疾病 ， 如胰岛素抵抗 、

肝脂肪变性和糖尿病并发症 。 目前 ， 大多数用于对抗肥胖的药物都是靶向蛋 白发挥作用 ， 但 由

于这些药物对非靶蛋 白 的意外调控而产生副作用 。 因此 ， 靶向核酸新药的开发可能为肥胖及其

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
一

种新的治疗策略 。

靶向核酸疗法正在逐步应用于治疗某些疾病如抗菌和抗癌 【
１ （ ）９

，
１ １ （ ）

］
。 靶向核酸疗法被认为是

第三代治疗药物 ， 目 前报道的主要有三种治疗策略 ：

（
ｉ
）小干扰 ＲＮＡ（ ｓ ｉＲＮＡ ） ， 靶向细胞质

ＩｎｃＲＮＡ ， 如 Ｇ ｉｖ ｌａａｒｉ （ Ｇ ｉｖｏｓｉｒａｎ ） ， 被批准治疗成人急性肝 Ｄ 卜啉症 ［
ｉ ｎ

ｉ

；（ ｉｉ ） 反义寡核苷酸 （ＡＳＯ ） ，

靶向核 ＩｎｃＲＮＡｓ 。 ＬＮＡ
ｇａｐｍｅＲ 反义寡核苷酸靶向 ＩｎｃＲＮＡ ＭＡＬＡＴ １ 能够抗多发性骨髓瘤

（ ｉ ｉｉ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 技术适用于双定位 ＩｎｃＲＮＡ ， 已广泛应用于 ＩｎｃＲＮＡ 的发现和注释 ， 但 目前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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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给药方面还不理想 ［
１ １ ３

】
。 这三种疗法已被批准应用于临床 ， 但都面临脱靶问题 ［

１ １ ４ －

１ １ ６
＾
。

一

些 ＩｎｃＲＮＡ 正 向调节 白色脂肪的形成 ， 并在肥胖患者中表达上调 ， 它们可能是 ＡＳＯ 的合适靶点 。

然而 ， 目前没有 ＩｎｃＲＮＡ 靶向药物进入临床试验 ， 许多治疗方法仍处于临床前阶段 。 由于许多

ＩｎｃＲＮＡ 的保守性很差 ， 研究人员难 以将小 鼠模型上成功的经验应用到人类的疾病治疗中 。 因

此 ， 更多人源化的 ＩｎｃＲＮＡ 有待探索 ， 从而建立更适用的临床前研究模型 。 另
一

方面 ， ＩｎｃＲＮＡ

的调控网络比较复杂 ， 在体 内不易实现准确的调控 ， 因此 ， 有必要建立
一

个高度组织化的 ＩｎｃＲＮＡ

研究数据库 ， Ｄ －ＬＮＣ 平台就是这样
一

个尝试 ， 可查询和分析药物对 ＩｎｃＲＮＡ 表达的修饰作用 ｆ
＂＇

综上所述 ， 对 １＾＾八８ 在脂肪代谢和肥胖相关疾病 中的研宄 ， 以及上述治疗策略 ， 可能为

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治疗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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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４ ： ２６－４６ ．

［
１ ８

］ＷＩＬＬ ＩＮＧＨＡＭ Ａ Ｔ
，
ＯＲＴＨ Ａ Ｐ

，
ＢＡＴＡＬＯＶ Ｓ

，
ｅｔ ａ ｌ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ｓｆｉｎｄｓ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ｓｏｒ ｏｆＮＦＡＴ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０５
， 
３ ０９ ：１ ５７０ －

１ ５ ７３ ．

［
１ ９

］ＷＡＮＧＫＣ
，
ＹＡＮＧ Ｙ Ｗ

，
ＬＩＵ Ｂ

，
ｅｔａ ｌ ．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ｍａ ｉｎｔａｉｎｓａｃｔｉｖｅｃｈｒｏｍａｔ ｉｎ

ｔｏ 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ｔｅ ｈｏｍｅｏｔｉｃ
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 ２０ １ １
，
４７２ ：１ ２０－

１ ２４ ．

［
２０

］ＷＡＮＧ ＫＣ
５
ＣＨＡＮＧ Ｈ Ｙ．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ｓ

［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ｅ ｌ ｌ ．２０ １ １
，
４３ ： ９０４－９ １ ４ ．

［
２ １

］ＧＯＮＧ Ｚ
，
Ｔ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Ｔ

，
ｅｔ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

－ｗ ｉｄ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ｓ ｉｎ

ＣＣ１４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ｉｖｅｒｆｉｂｒｏ ｓ ｉｓｖｉａＲＮＡｓｅｑ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 １ ８
，１ ８ ：

２９９－３ ０７ ．

［
２２

］ＧＡＯＰ
，ＷＥＩＧＨ ．Ｇｅｎｏｍ ｉｃＩｎｓ 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ＩｎｃＲＮＡ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ｓｃｅｐｔ ｉ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Ｊ
］

．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
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 １ ７

，
１ ８

（
６
）

：１ ２３９ ．

［
２３

］ＨＵＷ
ｓ
ＤＩＮＧＨ

，ＯＵＹＡＮＧＡ
，ｅｔａｌ ．ＬｎｃＲＮＡＭＡＬＡＴ １

ｇｅｎｅｐｏ ｌｙｍｏｒｐｈ ｉｓｍ ｓ ｉ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ｄ ｉｓｅａｓｅ ：ａｃａｓｅ
－

ｃｏｎｔｒｏ ｌｓｔｕｄｙ 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Ｂ ｉｏｓｃ ｉ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 １ ９
，

３ ９
（
３
）

： ＢＳＲ２０ １ ８２２ １ ３ ．

［
２４

］ＷＡＮＧ Ｚ
， 
ＺＨＡＮＧ Ｘ Ｊ

，
ＪＩＹ Ｘ

，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Ｃｈａｅｒｄｅｆｉｎｅｓａｎｅｐ 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ｈｅｃｋｐｏ ｉｎｔ  ｉｎｃａｒｄｉａｃ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ｅ ． ２０ １ ６
，
２２ ：１ １ ３ １

－

１ １ ３ ９ ．

［
２５

］ＴＲＥＭＢＩＮＳＫＩＤＪ
，
Ｂ ＩＮＫＤ Ｉ

５
ＴＨＥＯＤＯＲＯＵ Ｋ

，
ｅｔａｌ ．Ａｇｉｎｇ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ｔ ｉ
－

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Ｓａｒｒａｈａｕｇｍ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ａ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

１ １
（
１
）

： ２０３９ ．

［
２６

］ＨＡＮＰ
，
ＬＩＷ

，
ＬＩＮ ＣＨ

，
ｅｔａ ｌ ．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ｐ
ｒｏｔｅｃｔｓ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ｆｒｏｍ

ｐａｔ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 ２０ １４
，
５ １ ４ ： １ ０２

－

１ ０６ ．

［
２７

］ＺＨＡＮＧＹ
，ＪＩＡＯＬ

，ＳＵＮＬ
，ｅｔａｌ ．ＬｎｃＲＮＡＺＦＡＳ １ａｓａＳＥＲＣＡ２ａＩｎｈｉｂ ｉｔｏｒｔｏＣａｕｓｅ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 ｌｕｌａｒ Ｃａ
（
２＋

）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ｌｅ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ｉｎ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 ｉａｌ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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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
Ｊ
］

．Ｃ 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 １ ８
，

１ ２２
（
１ ０

）
：１ ３ ５４－

１ ３ ６８ ．

［
２ ８

］Ｂ ＩＡＮＥＢ
，Ｘ ＩＯＮＧＺＧ

，Ｌ ＩＪ ，Ｎｅｗ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ｏｆ ＩｎｃＲＮＡｓｉｎ ｌ ｉｖｅｒｆｉｂｒｏｓ ｉ ｓ
，ｗ ｉｔｈｓｐｅｃ ｉ ｆｉｃ

ｆｏｃｕ ｓｏｎｌｎｃＲＮＡ－ｍ ｉＲＮＡ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９

，２３４（
３
）

：

２ １ ９４－２２０３ ．

［
２９

］ＺＨＡＮＧ Ｋ
， 
ＨＡＮ Ｘ

， 
ＺＨＡＮＧ Ｚ

，
ｅｔ ａ ｌ ．Ｔｈｅ ｌ ｉｖｅｒ

－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ｌｎｃ－ＬＦＡＲ 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ｌ ｉｖｅｒ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ｂｙ 
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ｎｇ

ＴＧＦＰ
ａｎｄ Ｎｏｔｃｈ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２０ １ ７
，
８
（
１
）

：１４４ ．

［
３ ０

］ＺＨＡＮＧＫ
，ＺＨＡＮＧＭ

，ＹＡＯＱ ，ｅｔａ ｌ ．Ｔｈｅ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
－

ｓｐｅｃ ｉｆｉｃａ ｌ 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ｌｎｃ－ＨＳＥＲ

ａ ｌ 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ｈｅｐａｔｉｃｆｉｂｒｏｓ ｉｓｂｙ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ｉｎｇ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ａｎｄｅｐ ｉｔｈｅ ｌ ｉａ ｌ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 ｌ

ｔｒａｎｓ ｉｔ ｉｏｎ
［
Ｊ
］

．Ｔｈｅｒａｎｏｓｔ ｉｃｓ ．２０ １ ９
，
９
（
２５

）
：７５ ６６ －７５ ８２ ．

［
３ １

］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ＳＳＨ
，
ＨＥＪＡＺＩＡＮＭ

，
ＨＯＳＳＥＩＮＩＡＮＫＳＭ

，
ｅｔａ 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ｓ ：

Ａ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 ｌｅｍｅｒｇ ｉｎｇｆｉｅ ｌｄｉｎｋｉｄｎｅｙ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
Ｊ
］

．Ｂ ｉｏｍｅｄｅｃ ｉｎｅ＆
ｐ
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ａｐ ｉｅ ．

２０ １ ８
， 
９９ ：７５ ５

－

７６５ ．

［
３２

］Ｌ ＩＮＪ
，ＺＨＡＮＧＸ

，ＸＵＥＣ ，ｅｔａｌ ．Ｔｈｅ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ｈｙｐｏｘｉｃ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ｎａｌｅｐ ｉｔｈｅ ｌ ｉａｌ ｉｎ

ｊ
ｕｒ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ｈｙｓ ｉｏ ｌ ｏｇｙ ．Ｒｅｎａ ｌ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ｙ ．

２０ １ ５
，
３ ０９

（
１ １

）
：Ｆ９０ １

－

９ １ ３ ．

［
３ ３

］ＦＥＮＧＭ
，ＴＡＮＧＰＭ ；ＨＵＡＮＧＸＲ

，ｅｔａｌ ．ＴＧＦ－

ｐＭｅｄ ｉａｔｅ ｓＲｅｎａ ｌＦ ｉｂｒｏｓ ｉｓｖｉａｔｈｅ

Ｓｍａｄ３ －Ｅｒｂｂ４－

ＩＲ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Ａｘｉｓ［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ｅ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ｅｎ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０ １ ８

，
２６

（
１
）

：１ ４ ８ －

１ ６ １ ．

［
３４

］ＺＨＯＵ
Ｑ ， 

ＨＵＡＮＧ Ｘ Ｒ
， 
ＹＵ Ｊ

？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Ａｒｉｄ２ －

ＩＲ Ｉ ｓ ａ Ｎｏｖｅ 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Ｒｅｎａ ｌＩｎｆｌａｍｍ 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ｅ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ｔｈｅＡｍ ｅｒ ｉｃａｎ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０ １ ５
，
２３

（
６
）

：１ ０ ３４－

１ ０４３ ．

［
３ ５

］ＰＥＮＧＷＸ
５ＫＯ ＩＲＡＬＡＰ

，ＭＯＹＹ ．ＬｎｃＲＮＡ－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 ｌ ｌ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 ２０ １ ７
，
３ ６

（
４ １

）
：５ ６６ １

－

５ ６６７ ．

［
３ ６

］ＩＹＥＮＧＡＲ Ｎ Ｍ
，
ＧＵＣＡＬＰＡ

，
ＤＡＮＮＥＮＢＥＲＧ Ａ Ｊ

，
ｅｔａｌ ．Ｏｂｅｓ ｉｔｙ

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 ｓ ：

Ｔｕｍｏｒ Ｍ ｉｃｒｏ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 ｉ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 ｌ ｉｎｉｃａｌ ｏｎｃｏ ｌｏｇｙ
： ｏｆｆｉｃ ｉａｌ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ｏｆ Ｃ ｌ ｉｎｉｃａ ｌ Ｏｎｃｏ ｌｏｇｙ ． ２０ １ ６

， 
３４

（
３ ５

）
：４２ ７０

－４２７６ ．

［
３ ７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 Ｍ
，
ＧＡＲＣＩＡ ＪＴ

，
ＨＵＮＧＴ

，
ｅｔａｌ ．Ａｎ ｉｎｄｕｃ ｉｂ ｌ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ａｍｐ ｌ ｉｆｉｅｓ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 ． ２０ １ ６

，
４８

（
１ １

）
：１ ３ ７０－

１ ３ ７６ ．

［
３ ８

］ＫＡＴＳＵＳｆｆｌＭＡＫ
，ＮＡＴＳＵＭＥＡ ，ＯＨＫＡＦ ，ｅｔａ 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ｔｃｈ－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

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ＴＵＧ １ｆｏｒ
ｇ ｌ ｉｏｍａ ｔｒｅａｔｍ ｅｎｔ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６
，
７ ： １ ３ ６ １ ６ ．

［
３ ９

］ＮＡＰＯＬＩＭ
，ＬＩＸ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ＨＤ
ｓｅｔａ ｌ ．Ｐ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ｒｅｖｅａ ｌｓＴＡｐ６３
－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

ｏｎｃｏｇｅｎ ｉｃＩｎｃＲＮＡ ｓ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 ｔｅ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ＫＴ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
，１ １

（
１
）

：５ １ ５６ ．

［
４０

］ＡＭＢＥＬＥＭＡ
，ＤＨＡＮＲＡＪＰ

，ＧＩＬＥＳＲ
，ｅｔａｌ ．Ａｄ ｉｐ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ＡＣｏｍｐ ｌｅｘＩｎｔｅｒｐ ｌａｙｏｆ

Ｍｕ ｌｔ ｉｐ ｌｅ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ａｎｔｓａｎｄ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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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２０
，
２ １

（
１ ２

）
： ４２８３ ．

［
４ １

］ＡＬＩ Ａ Ｔ
， 
ＨＯＣＨＦＥＬＤＷ Ｅ

？
ＭＹＢＵＲＧＨ Ｒ

， 
ｅｔ ａｌ ．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ｌ ｌ ｂ ｉｏ ｌｏｇｙ ． ２０ １ ３

， 
９２ ： ２２９－２３ ６ ．

［
４２

］Ｃ ＩＰＯＬＬＥＴＴＡＤ
５
ＦＥＵＥＲＥＲＭ

，
ＬＩＡ

５ｅｔａ ｌ ．ＰＰＡＲ－

ｙ
ｉｓａｍａ

ｊ
ｏｒ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ｏｆ ａｄ ｉｐｏｓｅ ｔ ｉｓｓｕｅ Ｔｒｅｇ 

ｃｅｌｌｓ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 １ ２
，
４８６

（
７４０４

）
： ５４９ －５５ ３ ．

［
４３

］ＬＩＺ
，ＪＩＮＣ

，ＣＨＥＮＳ ，ｅｔａ ｌ ．Ｌｏｎｇｎｏｎ
－

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ＭＥＧ３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ｓａｄ ｉｐ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ｄｅｒ ｉｖｅｄ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 ｌ ｌｓ ｖ ｉａｍ ｉＲ－

１ ４０－５ｐ［
Ｊ
］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ｃｅｌｌｕ ｌａｒ 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 ． ２０ １ ７
，
４３ ３

（
１
－２

）
：５ １

－６０ ．

［
４４

］ＸＩＡＯＴ
，ＬＩＵＬ

，Ｌ ＩＨ
，ｅｔａ 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ＡＤＩＮＲ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Ａｄｉ
ｐ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ｂｙ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

ｐｔ ｉｏｎａ ｌ ｌｙ 

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ｎｇ 
Ｃ／ＥＢＰａ

［
Ｊ
］

．ＳｔｅｍＣｅ ｌ 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 １ ５
， 
５
（
５
）

：８ ５６
－

８６５ ．

［
４５

］ＺＨＵＥ
，ＺＨＡＮＧＪ

５ＬＩＹ
，ｅｔａ ｌ ．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Ｐｌｎｃ ｌｃｏｎｔｒｏ ｌｓ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 ｉｏｎ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 ｉｎｇ ｐｅｒｏｘ ｉｓｏｍｅ

ｐｒｏ ｌ ｉｆ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ｙ［

Ｊ
］

．ＦＡＳＥＢ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

ｏ ｆｆｉｃ ｉａ ｌ

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 ｉｅｔ ｉｅｓ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 ｌＢ 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９
，

３ ３
（
２
）

： ２３ ９６
－２４０８ ．

［
４６

］ＧＥＲＮＡＰＵＤ ＩＲ
，
ＷＯＬＦＳＯＮＢ

，
ＺＨＡＮＧＹ

５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 ４０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ＮＥＡＴ １ｉｎＡｄｉｐ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ａｎｄｃｅ ｌ ｌｕ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６
ｓ

３ ６
（
１
）

： ３ ０－

３ ８ ．

［
４７

］ＮＵＥＲＭＡＩＭＡＩＴＩ Ｎ
，
ＬＩＵ Ｊ

，
ＬＩＡＮＧ Ｘ

，
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ｃＲＮＡ ＨＯＸＡ １ １

－ＡＳ １ｏｎ ａｄ ｉｐｏ ｃｙ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ａｄ ｉ

ｐｏｓｅ
－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ｓｔｅｍ ｃｅ ｌｌｓ
［
Ｊ
］

．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ｉｃａ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２０ １ ８
，
４９５

（
２
）

：１ ８７８ －

１ ８８４ ．

［
４８

］ＧＵＯＺ
９ＣＡＯＹ．ＡｎＩｎｃＲＮＡ－ｍ ｉＲＮＡ－ｍＲＮＡｃｅＲＮ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 ｉｏｎ

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ａｄｉｐｏｓ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ｔｅｍｃｅ ｌ ｌ ｓ［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ｍｅｄｉｃ ｉｎｅ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 １ ９
， １ ９

（
５
）

：

４２７ １
－４２８７ ．

［
４９

］ＣＨＥＮＪ
，Ｌ ＩＵＹ

，ＬＵＳ
？ｅｔａｌ ．Ｔｈｅｒｏ ｌｅａｎｄｐｏｓｓ ｉｂ ｌｅ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ｏｆ ＩｎｃＲＮＡＵ９０９２６ ｉ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 ｉｎｇ３Ｔ３
－Ｌ １ｐｒｅ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 ｉｏｎ［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ｏｂｅｓ ｉｔｙ ．２０ １ ７

，

４ １
（
２

）
：２９９ －

３ ０８ ．

［
５０

］ＬＩＭ
，ＸＩＥＺ

，ＷＡＮＧＰ
５ｅｔａｌ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ＧＡＳ 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ｙ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ｔｈｅ

ａｄ ｉｐｏｇｅｎｉｃ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ＳＣｓｂ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 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ｉＲ－

１ ８ａ／ＣＴＧＦａｘｉｓａｓａｃｅＲＮＡ
［
Ｊ
］

．

Ｃｅ ｌ ｌ ｄｅａｔｈ ＆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２０ １ ８
， 
９
（
５
）

：５５４ ．

［
５ １

］ＬＩＵＨ
，ＬＩＨ

，ＪＩＮＬ ，ｅｔａｌ ．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ＧＡＳ５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３Ｔ３
－Ｌ １Ｃｅｌｌｓ

Ａｄ ｉｐ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Ｔｈｒｏｕ＾ｉｍ ｉＲ－２ １ ａ
－５ｐ／ＰＴＥＮＳ ｉｇｎａ ｌ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

．ＤＮＡａｎｄ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８
，

３ ７
（
９
）

：７６７－７７７ ．

［
５２

］ＬＩＤ
ｓ
ＬＩＵＹ

，
ＧＡＯＷ

？
ｅｔａｌ ．ＬｎｃＲＮＡＨＣＧ １ １Ｉｎｈｉｂ ｉｔｓ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Ｈｕｍａｎ

Ａｄ ｉｐｏｓ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 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ｂｙＳｐｏｎｇ ｉｎｇ

ｍ ｉＲ－２０４－

５ｐ
ｔｏ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ＩＲＴ １

［
Ｊ
］

．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 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
２９ ：９６３ ６８９７２０９６８０９０ ．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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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ＺＨＡＮＧＸ
ｓＸＵＥＣ

ｓ
ＬＩＮＪ

，ｅｔａ ｌ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ｈｕｍ ａｎａｄ ｉｐｏｓｅｌ ｉｎｃＲＮＡｓ

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ｅｓ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ｏ ｌｅｏｆ  ｌ ｉｎｅ－ＡＤＡＬ ｉｎ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ｅ ．２０ １ ８
，

１ ０
（
４４６

）
：ｅａａｒ５ ９８７

［
５４

］ＣＡＮＮＯＮ Ｂ
，
ＨＥＤＩＮ Ａ

，
ＮＥＤＥＲＧＡＡＲＤ Ｊ ．Ｅｘｃ ｌｕｓ ｉｖ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 ｉｎａｎｔｉｇｅｎ ｉｎ

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 ｓｅ ｔ ｉｓｓｕｅ
［
Ｊ
］

．ＦＥＢ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 ９ ８２
，

１ ５０
（
１
）

：１ ２９－

１ ３ ２ ．

［
５ ５

］ＣＡＮＮＯＮＢ
，ＮＥＤＥＲＧＡＡＲＤＪ ．Ｂｒｏｗｎ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 ｉｓｓｕ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

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Ｊ
］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 ｒｅｖ ｉｅｗｓ ． ２００４
，
８４

（
１
）

：２７７－

３ ５９ ．

［
５ ６

］ＮＥＤＥＲＧＡＡＲＤＪ
５
ＢＥＮＧＴＳＳＯＮＴ

，ＣＡＮＮＯＮＢ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ｃｔ ｉｖｅｂｒｏｗｎ

ａｄ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ｉｎａｄｕ ｌｔｈｕｍａｎ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
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ｙ ．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ｏｇｙ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 ． ２００７
，
２ ９３

（
２
）

： Ｅ４４４ －４５２ ．

［
５ ７

］ＹＯＵＬＨ
５ＺＨＵＬＪ

，ＹＡＮＧＬ ，ｅｔａ 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ｒｅｖｅａｌ ｓｔｈｅ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 ｌ

ｃｏｎｔｒ ｉｂｕｔ 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ｓｔｏ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ｃｊ
＾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 ｉｏｎ［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ｇｅｎｅｔ 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 ｉｃｓ ：ＭＧＧ ．２０ １ ５

，
２９０

（
５

）
：１ ６５ ９－

１ ６７ １ ．

［
５ ８

］ＳＣＨＭＩＤＴＥ
，ＤＨＡＯＵＡＤ ＩＩ

ｓＧＡＺＩＡＮＯＩ
？ｅｔａｌ ．Ｌ ｉｎｃＲＮＡＨ １ ９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ｆｒｏｍｄ ｉｅｔａｉｙ

ｏｂｅｓ ｉｔｙｂｙｃｏｎｓｔｒａ ｉｎｉ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ｏａｌｌｅ ｌ ｉｃｇｅｎｅｓ ｉｎｂｒｏｗｎｆａｔ［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２０ １ ８
，
９

（
１
）

： ３ ６２２ ．

［
５９

］ＣＵＩＸ
，
ＹＯＵＬ

，
ＬＩＹ

，
ｅｔ ａ ｌ ．Ａ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ｕ ｌｔｒａ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
ｕｃ ．４ １ ７

，
ｓｅｒｖｅｓ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ｉ ｓ ｓｕｅ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 ｉ ｓ
［
Ｊ
］

．ＦＡＳＥＢ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 ２ ０ １ ６

，
３ ０

（
１ ２

）
：

４３ ０ １
－４３ １ ２ ．

［
６０

］ＡＬＶＡＲＥＺ－ＤＪＲ
，ＢＡ ＩＺ

？ＸＵＤ ，ｅｔａ ｌ ．ＤｅＮｏｖ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

Ｔｒａｎｓ ｃｒ ｉｐｔｏｍｅｓＲｅｖｅａ ｌｓＬｏｎｇ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ｓｏｆＢｒｏｗｎ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
Ｊ
］

． Ｃｅ ｌ ｌ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 ． ２０ １ ５
，
２ １

（
５
）

：７６４ －７７６ ．

［
６ １

］ＧＵＥＲＲＡＣ
，
ＫＯＺＡＲ Ａ

，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Ｈ

，
ｅｔａ 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 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

ｐｏｃｙｔｅｓ ｉｎｗｈｉｔｅ

ｆａｔ ｉｎｍ ｉｃｅ ｉｓｕｎｄｅｒ
ｇｅｎｅｔ ｉｃ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ｂｏｄｙ 

ｗｅ ｉｇｈｔａｎｄａｄｉｐｏｓ ｉｔｙ［
Ｊ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ｃ ｌ 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 ｉｏｎ ．１ ９９８
，

１ ０２
（
２
）

： ４ １ ２－４２０ ．

［
６２

］ＢＡＲＴＥＬＴＡ
， 
ＨＥＥＲＥＮ Ｊ ．Ａｄｉｐｏ ｓｅ ｔ ｉｓｓｕｅ ｂｒｏｗｎ 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ｖ ｉｅｗｓ ．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 ｌｏｇｙ ． ２０ １ ４
，１ ０（

１
）

： ２４－３ ６ ．

［
６３

］ＷＡＮＧＷ
，ＳＥＡＬＥＰ ．Ｃｏｎｔｒｏ ｌｏｆ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ｂｅ ｉｇｅｆａ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ｖ ｉｅｗｓ ．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ｅ ｌ ｌ ｂ ｉｏ ｌｏｇｙ ． ２０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１

）
： ６９ １

－

７０２ ．

［
６４

］ＷＡＮＧＹ
，
ＨＵＡＳ

，
ＣＵ ＩＸ

，
ｅｔａ ｌ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ＸＣ２ －ＡＳ １ｏｎＷｈｉｔｅ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Ｂｒｏｗｎ 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 ｉｂ ｌ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 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
［
Ｊ
］

． Ｆｒｏｎｔ ｉｅｒｓ 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 ｌｏｇｙ ． ２０２０
，

１ １ ：５６ ５４８３ ．

［
６５

］ＢＡＩＺ
，
ＣＨＡ ＩＸＲ

，
ＹＯＯＮ ＭＪ

，
ｅｔ ａ ｌ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

ａｄ 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ｅｎｄ ｉｔｕｒｅ ｒｅｖｅａｌ ｃｒ ｉｔ ｉｃａ ｌｒｏ ｌｅｓ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ｏｒｓ

［
Ｊ
］

． ＰＬｏＳｂ ｉｏ ｌｏｇｙ ．

２０ １ ７
，

１ ５
（
８
）

： ｅ２００２ １ ７６ ．

［
６６

］ＸＩＯＮＧＹ
５ＹＵＥＦ

，
ＪＩＡＺ

，ｅｔａ ｌ ．Ａｎｏｖｅ ｌｂｒｏｗｎ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
－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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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ｉａｔ ｉｓｒｅｑｕ
ｉｒｅｄｆｏｒ ｂｒｏｗｎ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ｏｄｒ ｉｖｅ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 ｉｃ

ｇｅｎ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ｗｈ ｉｔｅ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ｓ［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ｃｅｌ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ｏｆ ｌ ｉｐ
ｉｄｓ ．２０ １ ８

， １ ８６３
（
４
）

：

４０９－４ １ ９ ．

［
６７

］ＭＩＬ
，
ＺＨＡＯＸＹ

，ＬＩＳ
，
ｅｔａ 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ｆｉｍｃ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Ｂ ｉｎｄｉｎ

ｂｒｏｗｎ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 ２０ １ ７
，
６
（
１
）

：１ ０ １
－

１ １ ０ ．

［
６８

］ＺＨＡＯＸＹ
，
ＬＩＳ

，ＷＡＮＧＧＸ
，ｅｔａ ｌ ．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ＮＡ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ａ ｌ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ｙ

ｃｉｒｃｕ ｉ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 ｉｃ ａｄ ｉ
ｐｏｃｙ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ｃｅｌ ｌ ． ２０ １ ４
， 
５ ５

（
３
）

： ３ ７２－３ ８２ ．

［
６９

］Ｌ ＩＳ
，
ＭＩＬ

，
ＹＵＬ

，
ｅｔ ａｌ ．Ｚｂｔｂ７ｂｅｎｇａｇｅｓ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Ｂ ｉｎｄｔｏｄｒ ｉｖｅｂｒｏｗｎａｎｄ

ｂｅ ｉｇｅｆａ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 Ａｍｅｒ ｉｃａ ． ２０ １ ７
，

１ １ ４
（
３４

）
； Ｅ７ １ １ ｌ

－ｅ７ １ ２０ ．

［
７０

］ＳＵＮＬ
，
ＬＩＮＪＤ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ｓ ｉｎＡｄ ｉｐｏｃｙｔｅＢ ｉｏｌｏｇｙ

［
Ｊ
］

． 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０ １ ９
，
６ ８

（
５
）

： ８ ８７
－

８９６ ．

［
７ １

］Ｌ ＩＤ
，
ＣＨＥＮＧＭ

，
ＮＩＵ Ｙ

，ｅｔ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ｏｖｅ ｌｈｕｍａｎ 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ｔｈａ ｔ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ｈｅｐａｔｉｃｌ ｉ
ｐ

ｉ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ｂｙｉｎｈｉｂ ｉｔ ｉｎｇＳＲＥＢＰ
－

ｌ ｃ［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 １ ７
，

１ ３
（
３
）

： ３４９－

３ ５ ７ ．

［
７２

］ＬＩ Ｐ
５
ＲＵＡＮ Ｘ

，
ＹＡＮＧ Ｌ

，
ｅｔ ａｌ ．Ａ ｌ ｉｖｅｒ－ｅｎｒ ｉｃｈｅｄ 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
ＩｎｃＬＳＴＲ

，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ｌ ｉｐ 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 ｉｎ ｍ ｉｃｅ
［
Ｊ
］

．Ｃｅ ｌｌ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 ．２０ １ ５
，
２ １

（
３
）

： ４５５
－４６７ ．

［
７３

］ＷＡＮＧＪ
，
ＸＩＡＮＧＤ

，
ＭＥＩＳ

，
ｅｔａｌ ．Ｔｈｅｎｏｖｅ 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Ｌｎｃ ｌ ９９５９ ． ２ｍｏｄｕ ｌａｔｅｓ

ｔｒ 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 ｗ ｉｔｈ Ｐｕｒｂａｎｄ ｈｎＲＮＰＡ２Ｂ ｌ

［
Ｊ
］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 ． ２０２０
，
３ ７ ：１ ００９９６ ．

［
７４

］Ｌ ＩＹ
ｓＳＨＥＮＳ

，Ｄ ＩＮＧＳ
，ｅｔａｌ ．Ｌ ｉｎｃＲＮＡＤＹＮ－ＬＲＢ２ －２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ｃｈｏ ｌｅｓｔｅｒｏ ｌｅｆｆｌｕｘｂ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
ＴＬＲ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９
（
２
）

：１ ９ １ １
－

１ ９２ １ ．

［
７５

］ＹＡＮＧＬ
，
ＬＩＴ ．ＬｎｃＲＮＡＴＵＧ １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ＡｐｏＭ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ｍ ｉＲ－

９２ａ／ＦＸＲ ｌａｘｉ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ａｎｄ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０
，２４（

１ ５
）

：

８８３６－

８ ８４ ８ ．

［
７６

］ＨＵＡＮＧＪ
，
ＣＨＥＮＳ

，
ＣＡ ＩＤ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ＩｎｃＡＲＳ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ｈｅｐａｔ ｉｃｃｈｏ 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ｂ 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ｖｉａｍｏｄｕ ｌａｔ ｉｎｇ
Ａｋｔ／ＳＲＥＢＰ－２／ＨＭＧＣＲ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

．Ｌ 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 １ ８
，
２０３ ：

４８ －５ ３ ．

［
７７］ＣＵＩＭ

，
ＸＩＡＯＺ

ａＷＡＮＧＹ
，
ｅｔａ 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ＨＵＬＣｍｏｄｕ ｌａｔｅｓ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ｌ ｉｐ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ｉｎｈｅｐａｔｏｍａｃｅｌ ｌ 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ｍ ｉＲ－９－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ＲＸＲＡｓｉｇｎａ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 １ ５
，
７５

（
５
）

：８４６－

８ ５７ ．

［
７８

］ＬＡＮＸ
，ＷＵＬ

，ＷＵＮ
ｓ
ｅｔａ 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Ｉｎｃ－ＨＣ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ＰＰＡＲｙ

－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Ｌ ｉｐ
ｉ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ｉＲ－

１ ３ ０ｂ－

３ｐ［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 ｉｄｓ ．２０ １９
，

１ ８ ：９５４ －９６５ ．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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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

］ＫＵＳＭＩＮＳＫＩＣＭ
，ＳＨＥＴＴＹＳ

５ＯＲＣＩＬ
ｓｅｔａ ｌ ．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ｌ ｉｐｏｔｏｘｉｃ ｉｔｙ［

Ｊ
］

．

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 ｌ ｄｅａｔｈ ． ２００９
？

１ ４
（

１ ２
）

：１ ４ ８４－

１ ４９５ ．

［
８０

］ＫＡＫＫＡＲ ＡＫ
，
ＤＡＨＩＹＡ Ｎ ．Ｄｒｕ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ｏｂｅｓ ｉ ｔ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Ｊ
］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 ｅｄｉｃ ｉｎｅ ．２０ １ ５

，
２６

（
２
）

：８９
－９４ ．

［
８ １

］ＴＳ ＩＬ ＩＮＧＩＲＩＳＤ
，ＬＩＡＴＩＳＳ

５
ＤＡＬＡＭＡＧＡＭ

，ｅｔａ ｌ ．Ｔｈｅ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ｂｅｓ ｉ ｔｙ
Ｅｓｃａ ｌａｔｅｓ ：

ＮｅｗＤｒｕｇｓｏｎｔｈｅＨｏｒ ｉｚ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ｃＩｍｐ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ｂｅｓ 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２０

，

９
（
２
）

：１ ３ ６ －

１ ４９ ．

［
８２

］ＢＯＵ ＩＴＢ ＩＲ Ｊ
３
ＳＡＮＶＥＥＧ Ｍ

ｓ
ＰＡＮＡＪＡＴＯＶＩＣＭ Ｖ

，
ｅ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 ｓｏｆ ｓｔａｔ ｉｎ－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

ｓｋｅ 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 ｌｅ
－

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
［
Ｊ
］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

１ ５４ ： １ ０４２０ １ ．

［
８３

］ＶＩＲＧＩＬＢ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Ｃ ｌ ｉｎ 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Ｆｅｎｏｆｉｂｒａｔｅ ｉｎ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 ｉｏｎｗ ｉｔｈ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ｙ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Ｌ ｉｐ ｉｄ－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Ｄｒｕｇｓ
［
Ｊ
］

．Ｃａｒｄ ｉｏ ｌｏｇｙ ，
１ ９８９

，
７６

（
ｌ
）

：４５ －

５４ ．

［
８４

］ＧＬＡＳＳＣＫ
，ＯＬＥＦＳＫＹＪＭ．Ｉｎｆ 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 ｉｐ ｉｄｓ ｉｇｎａｌ 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ｅｔｉｏ ｌｏｇｙｏｆ  ｉｎｓｕ ｌ 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Ｊ
］

．Ｃｅ ｌ ｌ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 ．２０ １ ２
， １ ５

（
５
）

： ６３ ５ －６４５ ．

［
８ ５

］ＴＡＮＧＶＡＲＡＳＩＴＴＩＣＨＡＩＳ ．Ｏｘｉｄａｔ 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ｓｕ ｌ ｉｎ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ｙｓ ｌ ｉｐ
ｉｄｅｍ ｉａａｎｄｔｙｐｅ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 ｌ ｌ ｉｔｕｓ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０ １ ５

，
６
（
３
）

： ４５６－４８ ０ ．

［
８６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Ｋ
，ＤＡＳＳ

，
ＲＥＤＤＹＭＡ

，ｅｔａｌ ．Ｎｏｖｅ ｌ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５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 ｉｏ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
ＭＩＳＴ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Ｄｕｒ ｉｎｇ

Ｏｂｅｓ ｉｔｙ［
Ｊ
］

．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 ｌｅｒｏｓ ｉ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 ｉｓ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 Ｂ ｉｏ ｌｏｇｙ ． ２０２０
，
４０

（
４
）

：９ １ ４－９２ ８ ．

［
８７

］ＺＨＡＮＧＹ
，ＳＵＮＪ

，ＹＡＯＨ ，ｅｔａ ｌ ．Ｕ ｌｔｒａ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ｅ ｌｅｍｅｎｔｕｃ ． ３ ３ 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ｓｕ ｌ ｉｎ

ｓｅｎｓ ｉ ｔ ｉｖ ｉｔｙ
ｂｙ

ｂ ｉｎｄ ｉｎｇ 

ｔｏ ｍ ｉＲ－２２３
［
Ｊ
］

． Ａｇ ｉｎｇ ．２０２０
，１ ２ （

８
）

：６６６７－６６７９ ．

［
８ ８

］ＬＩＵＳ
，
ＳＨＥＮＧＬ

，
ＭＩＡＯＨ

，ｅｔａ ｌ ．ＳＲＡ
ｇ

ｅｎｅｋｎｏｃｋｏｕ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ａｇａ ｉｎｓｔｄｉｅｔ

－

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ｂｅｓ 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 ｌｅｒａｎｃｅ［
Ｊ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ｂ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ｃｈｅｍ ｉ ｓｔｒｙ ．２０ １ ４
，２８９（

１ ９
）

：

１ ３ ０００
－

１ ３ ００９ ．

［
８９

］ＫＡＮＷＡＬＦ
， 
ＫＲＡＭＥＲ Ｊ Ｒ

， 
ＭＡＰＡＫＳＨＩＳ

，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Ｐａｔ ｉｅｎｔｓ

Ｗ ｉｔｈ Ｎｏｎ
－Ａ ｌｃｏｈｏ ｌ ｉｃ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 ｉ ｓｅａｓｅ
［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８
，

１ ５ ５
（
６
）

：１ ８２８ －

１ ８３ ７ ． ｅ２

［
９０

］ＬＩＮＤＥＮＭＥＹＥＲＣＣ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ＡＪ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Ｈ 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 ｌ ｉｃＦａｔｔｙ

Ｌ ｉｖｅｒ Ｄ 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 Ｅｖｏ ｌｖ ｉｎｇ 

Ｖ ｉｅｗ
［
Ｊ
］

． Ｃ ｌ ｉｎｉｃｓ ｉｎ ｌ ｉｖｅｒ ｄ ｉｓｅａｓｅ ． ２０ １ ８
，

２２
（
１
）

：１ １
－２ １ ．

［
９ １

］ＷＡＮＧＸ ．Ｄｏｗ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ＲＮＡ－ＮＥＡＴ ｌａ ｌ ｌｅｖ ｉａｔｅｄｔｈｅｎｏｎ－

ａ ｌｃｏｈｏ ｌ ｉｃｆａｔｔｙ ｌ 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ｖｉａｍＴＯＲ／Ｓ６Ｋ ｌｓｉｇｎａ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Ｗｏｃｈｅｍ ｉ ｓｔｒｙ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９
（
２
）

：１ ５ ６７
－

１ ５ ７４ ．

［
９２

］ＹＡＮＣ
，
ＣＨＥＮ Ｊ

，
ＣＨＥＮ Ｎ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ＭＡＬＡＴ 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ｈｅｐａｔ ｉ ｃ ｓｔｅａｔｏｓ ｉｓ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 ｉｎ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ｎｕｃ ｌｅａｒＳＲＥＢＰ＿

ｌ ｃ
ｐｒｏ ｔｅ ｉｎｓｔ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Ｊ
］

．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 １ ６
，
６ ： ２２６４０ ．

［
９３

］ＺＨＡＯＸＹ
，ＸＩＯＮＧＸ

，Ｌ ＩＵＴ
，ｅｔａｌ ．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ｌ ｉ ｃｅｎｓ ｉｎｇｏｆｏｂｅｓ ｉ ｔｙ

－

ｌ ｉｎｋｅｄ

ｈｅｐａｔ ｉｃ ｌ ｉｐ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ａｎｄ ＮＡＦＬ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 ｉｓ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８
，
９
（
１
）

：２９８６ ．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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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

］ＧＩＳＴＥＲａＡ
，
ＫＥＴＥＬＨＵＴＨＤ ．Ｌ ｉｐ ｉｄ－ｄｒｉｖｅｎ ｉｍｍｕｎｏ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ａｔｈｅｒｏｓｃ ｌｅｒｏｓ ｉｓ

［
Ｊ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 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ｌ ｉ

ｐ
ｉｄ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８
，
２９

（
５
）

： ３ ７５
－

３ ８ ０ ．

［
９ ５

］ＹＵ Ｘ Ｈ
，
ＤＥＮＧＷ Ｙ

ｓ
ＣＨＥＮ ＪＪ

？
ｅｔ ａ ｌ ．ＬｎｃＲＮＡ ｋｃｎｑ ｌ ｏｔ 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ｌｉｐ ｉｄ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ｃｃｅ ｌｅｒａｔｅｓａｔｈｅｒｏｓｃ ｌｅｒｏｓｉｓｖ ｉａ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ｉｎｇａｓａｃｅＲ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 ｉＲ－４５２ －

３ｐ／ＨＤＡＣ３ ／ＡＢＣＡ ｌａｘ ｉｓ
［
Ｊ
］

，Ｃｅ 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ｄ ｉ ｓｅａｓｅ ．２０２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０４ ３ ．

［
９６

］ＴＡＢＡＳＩ
５ＢＯＲＮＦＥＬＤＴＫＥ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 ｌｕ ｌａ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ｃｅ ｌ ｌｕｌａｒＡ 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Ｉｍｍｕｎｏ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ｍ  ｉ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 ｌｅｒｏｓｉｓ
［
Ｊ
］

． Ｃ ｉｒｃｕｌａｔ 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２０
，

１２６
（
９
）

：１ ２０９－ １ ２２７ ．

［
９ ７

］ＲＥＤＤＹＭＡ
，ＣＨＥＮＺ ，ＰＡＲＫＪＴ，ｅｔａ ｌ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 ａｔｏｒｙ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ｂｙａｄ ｉａｂｅ ｔｅｓ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ＲＮＡ［
Ｊ
］

．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０ １４
，６３ （

１ ２
）

：

４２４９－４２６ １ ．

［
９ ８

］ＬＩＵＧ
，
ＺＨＥＮＧ Ｘ

，
ＸＵＹ

，
ｅｔ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ｓ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ＨｅｐＧ２ｃｅｌｌ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 ｉａｌ ｒｏ ｌｅ 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ｓ ｉｎｔｈｅｃｈｏ ｌｅｓｔｅｒｏ ｌ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
［
Ｊ
］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 ｌ
ｊ
ｏｕｒｎａｌ ． ２０ １ ５

，
１ ２８

（
１
）

：９ １
－９７ ．

［
９９

］ＡＭＰＯＦＯＡＧ
，
ＢＯＡＴＥＮＧＥＢ ．Ｂｅｙｏｎｄ２０２０ ：Ｍｏｄｅ ｌｌ ｉｎｇ

ｏｂｅｓ ｉ ｔｙ
ａｎｄ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
Ｊ
］

． 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ｃ 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２０２０

，
１ ６７ ：１ ０ ８３ ６２ ．

［
１ ００

］ＨＡＲＤＩＮＧＪＬ
，ＰＡＶＫＯＶＭＥ

，ＭＡＧＬＩＡＮＯＤＪ
９ｅｔａｌ ．Ｇ ｌｏｂａ ｌ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ｏｍ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ａ ｒｅｖ 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Ｊ
］

． Ｄ ｉａｂｅｔｏ ｌｏｇｉａ ． ２０ １ ９
， 
６２

（
１
）

： ３
－

１ ６ ．

［
１ ０ １

］ＹＡＮＢ
，
ＴＡＯＺＦ

，ＬＩＸＭ
，ｅｔａｌ ．Ａｂｅｒｒａｎ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ｓ ｉｎｅａｒｌｙ

ｄ ｉａｂｅｔ 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
ｈｙ［

Ｊ
］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ｇａｔｉｖｅｏｐｈｔｈａ ｌｍｏ ｌｏｇｙ
＆ ｖ ｉ ｓｕ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 １ ４

， 
５％２

）
： ９４ １

－

９５ １ ．

［
１ ０２

］ＬＩＵＪＹ
，ＹＡＯＪ

，Ｌ ＩＸＭ
ｓｅｔａ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ｉｃｒｏ ｌｅｏｆ  ＩｎｃＲＮＡ－ＭＡＬＡＴ ｌ ｉｎｅｎｄｏｔｈｅｌ ｉａ ｌｃｅｌ ｌ

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 ｌ ｌｉｔｕｓ
［
Ｊ
］

．Ｃｅ ｌ ｌ ｄｅａｔｈ Ｄ 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 １４
，
５
（

１ ０
）

：ｅ ｌ ５ ０６ ．

［
１ ０３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Ｒ
， 
ＫＯＷＬＵＲＵ Ｒ 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ｉｎｇ 

ＲＮＡ ＭＡＬＡＴ １ａｎｄ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ｏｘ ｉｄａｎｔ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Ｄ ｉａｂｅｔ ｉｃ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Ｊ
］

．Ｄ 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０２ １
，７０（

１
）

：

２２７－２３ ９ ．

［
１ ０４

］ＹＡＮＢ
ｓＹＡＯＪ

，ＬＩＵＪＹ
，ｅｔａｌ ．ＩｎｃＲＮＡ－ＭｌＡＴ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ｍ 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ｂ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ｇａｓ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ＲＮＡ［
Ｊ
］

．Ｃ ｉｒｃ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 １ ５
，

１ １ ６
（
７
）

：

１ １４３ －

１ １ ５ ６ ．

［
１ ０５

］ＯＰＡＺＯ－ＲＬ
，ＭＡＳＳ

？ＭＡＲ ｆＮ－ＲＧ
，ｅｔａｌＬｉｐｏｔｏｘ ｉｃ ｉ ｔｙａｎｄＤ ｉａｂｅｔ 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Ｎｏｖｅ 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Ｉｎｓ 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 ｉｅ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０
，
２ １

（
７
）

： ２６３２ ．

［
１ ０６

］ＬＯＮＧＪ
５
ＢＡＤＡＬＳＳ

，ＹＥＺ
，ｅｔ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Ｔｕｇ 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

ｂ ｉｏ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 ｉｎｄ 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Ｊ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 ｌ 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ｇａｔ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６
，

１ ２６
（
１ １

）
：

４２０５－４２ １ ８ ．

［
１ ０７

］ＡＬＶＡＲＥＺＭ Ｌ
，
ＤＩＳＴＥＦＡＮＯ Ｊ Ｋ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ｐ ｌａｓｍａｃｙｔｏｍａ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 ｌｏｃａｔ ｉｏｎ１
ｇｅｎｅ（

ＰＶＴ １
）

ｉｎｄｉａｂｅｔ 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Ｊ
］

． ＰＬｏＳＯｎｅ ． ２０ １ １
，
６
（
４
）

：ｅ ｌ ８６７ １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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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８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Ｍ
，ＳＡＤＯＳＨＩＭＡＪ ．Ｃａｒｄ 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ｉｎｏｂｅｓ ｉｔｙ ， ｉｎｓｕ ｌ ｉｎ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ｙ ． ２０２０

，
５ ９８

（
１ ４

）
： ２９７７ －２９９３ ．

［
１ ０９

］ＸＵＹ
ｓＦＡＮＧＨ ，ＸＵＱ ，ｅｔａ ｌ ．ＬｎｃＲＮＡＧＡＳ５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ｓＮＬＲＰ３ ｉｎｆｌ ａｍｍａｓｏｍｅ

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ｍ ｅｄｉａｔｅｄ
ｐｙｒｏｐｔｏｓ ｉｓ ｉｎ ｄ ｉａｂｅｔ ｉ ｃｃａｒｄ 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ｂ
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ｍ ｉＲ－３４ｂ－

３ｐ／ＡＨＲ
［
Ｊ
］

．

Ｃｅ ｌ ｌ ｃｙｃｌｅ ． ２０２０
，

１ ９
（
２２

）
：３ ０５４

－

３ ０６５ ．

［
１ １ ０

］ＷＡＮＧＣ ，ＬＩＵＧ
，
ＹＡＮＧＨ

，
ｅｔａ ｌ ．ＭＡＬＡＴ １

－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ｒｅｃｒｕ ｉ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ｎｅ

ｍｅｔｈｙ 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ＥＺＨ２ｔｏｔｈｅｍ ｉｃｒｏＲＮＡ －２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ｌｅａｄｓｔｏｃａｒｄ 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 ｉｎ

ｄ ｉａｂ ｅｔ ｉｃ ｃａｒｄ 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
Ｊ
］

， Ｔｈ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 ｌ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 ． ２０２ １
，
７６６ ：１ ４２ １ ９ １ ．

［
１ １ １

］ＡＲＡＤＩＫ
，ＤＩＧＡ

，ＤＵＣＡＭ ．Ａｍ ｉｎｏｇ ｌｙｃｏ ｓ ｉｄｅＣｏｎ
ｊ
ｕｇａｔ ｉｏｎｆｏｒＲＮＡ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ｇ ：

Ａｎｔｉｍ ｉ ｃｒｏｂ ｉａｌｓ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Ｊ
］

．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
：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 ２０２０
，
２６

（
５４

）
：１ ２２７３ －

１ ２３ ０９ ．

［
１ １ ２

］ＪＡＶＡＮＭＡＲＤＳＨ
，
ＶＡＳＥＧｆｆｌＧ

，ＧＨＡＳＥＭＩＡ
，

ｅｔａ 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 ｉｃ ｉｎｈ ｉｂ ｉｔ ｉｏｎｏｆ

ｍ ｉｃｒｏＲＮＡ－２ １（
ｍ ｉＲ－２ １

）ｕｓ ｉｎｇｌｏｃｋｅｄ
－

ｎｕｃ ｌｅ ｉｃａｃ ｉｄ
（
ＬＮＡ

）

－

ａｎｔｉ
－ｍ ｉＲ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

ｂ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ｓｏｆｍｅ ｌａｎｏｍａｃａｎｃｅｒｃｅ ｌ ｌｓｉｎｐｒｅｃｌ ｉｎ ｉｃａ ｌｓｔｕｄ ｉｅｓ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ｃｅ ｌ 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２０２０
，
２０ ： ３ ８４ ．

［
１ １ ３

］ＡＭＯＤ ＩＯＮ
５ＳＴＡＭＡＴＯＭＡ

，ＪＵＬＩＧ
，ｅｔａ ｌ ．Ｄｒｕ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ＩｎｃＲＮＡＭＡＬＡＴ １ｖ ｉａＬＮＡ

ｇａｐｍｅＲＡＳＯｉｎｈｉｂ ｉｔｓ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 ｔｅａｓｏｍｅｓｕｂｕｎ ｉｔｓａｎｄｔｒｉｇｇｅｒｓａｎｔｉ

－ｍｕ ｌｔ ｉｐ ｌｅ

ｍｙｅ ｌｏｍａ ａｃｔｉｖ ｉｔｙ［
Ｊ
］

．Ｌｅｕｋｅｍ ｉａ ．２０ １ ８
，
３２

（
９
）

：１ ９４８ －

１ ９ ５ ７ ．

［
１ １ ４

］ＣＡＦＦＲＥＹＤＲ
，ＺＨＡＯＪ ？ＳＯＮＧＺ ５ｅｔａ ｌ ．ｓ ｉＲＮＡｏ ｆｆ－ｔａｒｇｅ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ｉｒ ｉｎｄｉｖ ｉｄｕａ ｌ

ｐｏｔｅｎｃｙ［
Ｊ
］

． ＰＬｏＳＯｎｅ ． ２０ １ １
，
６

（
７
）

：ｅ２ １ ５ ０３ ．

［
１ １ ５

］ＲＩＮＡＬＤ ＩＣ
，ＷＯＯＤＭ ．Ａｎｔ ｉ ｓｅｎｓｅｏ ｌ ｉ

ｇｏｎｕｃ ｌｅｏｔ ｉｄｅｓ ：ｔｈｅｎｅｘｔｆｒｏｎｔ ｉｅｒ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ｎｅｕｒ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ｄ 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
Ｊ
］

， Ｎ 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 ｉｅｗｓ ． Ｎｅｕｒ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８
，１ ４

（
１
）

：９
－２ １ ．

［
１ １ ６

］ＦＵＹ
，
ＳＡＮＤＥＲＪＤ

，ＲＥＹＯＮＤ
，ｅｔ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ｎｕｃ ｌｅａｓｅｓｐｅｃ ｉｆｉｃｉ ｔｙ

ｕｓ ｉｎｇ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ｇｕｉｄｅＲＮＡｓ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ｂ ｉｏ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４
，
３ ２

（
３
）

： ２７９－２８４ ．

［
１ １ ７

］ＪＩＡＮＧＷ
，ＱＵＹ

，
ＹＡＮＧ

Ｑ ｓ
ｅｔａｌ ．Ｄ－

ｌｎｃ ：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ｄａｎａ ｌ

ｙｔ ｉｃａｌ
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ｄ ｉｓ ｓｅｃｔｔｈｅｍｏｄ 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ｒｕｇｓｏｎ Ｉｎｃ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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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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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ｂｉ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９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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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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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９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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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诱发 ＢＡＴ 中表达变化的氧化磷酸化基因

Ｇ ｅｎ ｅ ＩＤＧ ｅｎ ｅ Ｎ ａｍｅＷＴ １ＷＴ２ＷＴ３ＫＯ ＩＫ０ ２Ｋ０３

１ ０９ ９ ８ ８ ２ ． ８ ９４ １ ４ １ ． ２

ＥＮ ＳＭＵＳＧ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６４ ３ ５ １ｍ ｔ

－Ｃｏ ｌ ２ ７ １ ７４４ ． ０ ７３ ３ ７ ５ ６ ６ ． １ ２３ ８ ３ １ ３ １ ． ３ ３ １ ２ ５ ８ ８ ０２ ． ７ ０

７ ２ 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 ０ ０ ００ ００ ２ ０ ０ ２ ２Ｎｄ ｕ ｆａ １ ２４ ３ ３ ０ ． ０ ３３ ６ ８ ８ ． ８ ２ ５ ０ １ １ ． ３ ３６ ９３ ． ３ ０ ５ ５ ９ ． ６ ８ １ ４ ４ ８ ． ７ ７

ＥＮＳＭＵ ＳＧ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１ ４ ２ ９ ４Ｎ ｄ ｕ ｆａ ２ １ ２ １ ２ ７ ． ９ ２９４ ６ ８ ． ７ ２ １ ２ ７ ６９ ． ７ ０ １ ３ ８ ３ ． ３ ８ １ １ １ ７ ． ３ ２３ ７ ９ ３ ． ４ ０

３ ４ ４ １ ５ ４ ． ２

ＥＮ ＳＭ Ｕ ＳＧ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６４ ３ ６ ７ｍ ｔ

－Ｎ ｄ ５４ １ ０４ ２ ． ９４４ ８ ７ ９ ２ ． ０ ９６ ４９ ６２ ． ６ ０ ３ ３ ４ ０ ５ ４ ． ７ １９ ７ ８ ００ ． １ ３

３

ＥＮ ＳＭ Ｕ Ｓ Ｇ ０ ０ ００ ００ ２ ０ １ ６ ３Ｕ
ｑ
ｃ ｒ ｌ  】 １ ９ ３ １ ２ ． ３ ３ １ ３ ９ ０ １ ． ０ ９ １ ８ ３ ２ ６ ． ７ ３２ ４ ９ ７ ． ７９ １ ９２ ７ ． ８ ９６ ５ ９ ８ ． ０ ９

ＥＮ ＳＭ Ｕ Ｓ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６ ２ ５ ２Ａ ｔｐ ５ ｅ２ ０ ６ ６ ５ ． ４ ７ １ ５ ８ ９ １ ． ２ ３２ ２ ３ １ ９ ． ９０ ３ １ ７ ０ ． ７ ３２ ３ ８ ３ ． ９ ６７ ７５ ９ ． ８ ６

ＥＮ ＳＭ Ｕ ＳＧ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３ ０ ８ ８ ４Ｕ
ｑ
ｃｒｃ ２５ ２０ ２ ． ２ ５４ ２０ ５ ． ０ ０ ５ ６４ ３ ． ６ ７ １ ７ ５ ４ ２ ．４ １ １ ５ ２ ８ ２ ． ９ ２９４ ９ ２ ． ４ ７

ＥＮ ＳＭ Ｕ Ｓ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４ ８ ９ ４Ｕ
ｑ
ｃ ｒ

ｑ４ ８ ６ ４ ８ ． ８ ３３ ４ ２ ０ ８ ． ０ １４ ９ ５ ５ ６ ． ２ ３７ ５ １ ０ ． ５ ２６ ０ １ ６ ． ２ ７ １ ９ １ ９ ３ ． ８ ８

ＥＮ ＳＭ ＵＳＧ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０ １ ８Ｃ ｏ ｘ  １ ５ ２ ９ ５ ． ３ １ ２ ９ ０ ． ５ ８ ２ ７ ７ ． ４ ９ １ ２４ ０ ． ８ ６ １ ０ ６ ６ ． ５ ３５ ０ ３ ． ３ ２

ＥＮ ＳＭ Ｕ ＳＧ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１ ６４２ ７Ｎ ｄ ｕ ｆａ ｌ １ ２ ５ １ ３ ． ７ ５８ ４ ５ ７ ． ４ １ １ ０ ７ ８ ６ ． ０ １２ ０４４ ． ５ ３ １ ５ ４ ０ ． ８ ９４ ８ ５ １ ． ７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６ １ ５ １ ８Ｃｏ ｘ ５ ｂ２ ３ ４ ９ ７ ． ９ １ １ ６ ５ １ １ ． ０ ０２ ３ ３ ９４ ． ７ ９４ ５ ２ ６ ． ２４ ３４ １ ０ ． ８ ８ １ ０ ３ ３ ９ ． ７ ９

ＥＮ ＳＭＵ ＳＧ ０ ０ ００ ００ ３ ６ １ ９ ９Ｎｄ ｕ ｆａ ｌ ３ １ １ ３ ４ ９ ． ８ ７７ ８ ３ ３ ． ２ ５ １ ０ ７ ５ ０ ． ９ ４ １ ５ ５ ６ ． ９ ７ １ ４ ８ ６ ． ０ ４４ ８ ８ １ ． ３ ０

ＥＮ ＳＭＵＳＧ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２ ６ ０３ ２Ｎ ｄｕ ｆｂ３７ ８ ９ ０ ． ２ ３６ ３ ２ ５ ． ０ ６８ ６ ８ ４ ． ７ ２２ ２ ３ ６ ． ３ ３ １ ７４ ５ ． ０ ５４ ２ ３ ８ ． ６ ９

ＥＮＳＭＵ ＳＧ ０ ０ ００ ００ ２ ５ ９ ６ ８Ｎ ｄ ｕ ｆｓ ｌ ３ ６ ５ ５ ． ２ ９ ２ ９２ ７ ． ７ ０４ ０３ ２ ． ３ ８ １ １ ４ ５ ３ ． ８ ４ １ ０ ０ ６ ７ ． ０ ７５ ３ ３ ０ ． ８ １

ＥＮ ＳＭ Ｕ ＳＧ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３ ０ ８ ９Ｎ ｄ ｕ ｆａ５９ ８ ８ １ ． ５ ４ ８ ０２ ６ ． ３ ８ １ ２ ０ ３ ８ ． ３ ３２ ７ ６ ９ ． ９ ７２ ３ ０ ７ ． ７ ８ ５ ６ ８ ０ ． ０ ８

ＥＮＳＭＵ ＳＧ０ ０ ００ ００ ３ ５ ６ ７ ４Ｎｄ ｕ ｆａ ３ ８ ３ ６ ９ ． ３ ２６ １ ５ ２ ． １ ２ ９ １ ０ ７ ． ６ ６２ ２ ８ ５ ． ６ ２２ ０４ １ ． ６ ５ ４ ５ ７ ５ ． ３ ０

ＥＮＳＭＵ Ｓ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 ８ １ ８Ｃ ｏ ｘ４ ｉ ｌ ５ １ ４ ７ ８ ． ５ ２４ ４ １ ２ ７ ． ０ ８５ ６ ８ ５ ９ ． ６ ９ １ ４ １ １ ９ ． ８ ７ １ ２ ６ １ ０ ． ５ ０３ ０ ３ ８ ３ ． ０ ９

ＥＮ ＳＭＵ ＳＧ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５ ９ ８ ０ Ｉ ｒｓ ｌ ２ ４ ． ６ ９４ ６ ． ５ ３ １ ３ ． ４ １ ４ ６ １ ． ８４ ８ ６ ５ ． ４ ２ １ １ ０ ． ７ ９

ＥＮ ＳＭＵＳＧ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２ １ ６ ０ ６Ｎ ｄ ｕ ｆｓ６７ ３ ９ ６ ． ５ ２４４４４ ． ６ ６６ ６４ ０ ． １ ６ １ ３ ４ ８ ．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 ２ ３３ ４ １ ８ ． ８ １

ＥＮ ＳＭＵ ＳＧ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３ ８ ７ ３Ｂ ａｘ６ ６４ ． ６ ８ ６ ６ ５ ． ４ ３ ６ ０ ７ ． ５ ９ １ ２ ７ ． ５ １ １ ５ ４ ． ３ ９３ ６ ７ ． ２ １

ＥＮＳＭＵ ＳＧ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０２ ６ ０ ３Ｔｇ ｆｂ ｌ ９ ２４ ． ３ ４ １ １ ０ ７ ． ８ ７９ １ ２ ． ９３２ ３ ８ ． ９６ １ ８ ９ ． ９４５ ６ ３ ． ４ ７

ＥＮ ＳＭＵ ＳＧ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２ ０ １ ５ ３Ｎ ｄ ｕ ｆｓ７ １ ３ ８ ９ ８ ． ８ ８ １ ２ ２ ６ ２ ． １ １ 丨 ４４ ４ ２ ． ９ ０３ ３ ３ ３ ． ６０ ３ ３ ３ ９ ． ７ ８８ ２ ６ ６ ． ３ ５

ＥＮ ＳＭＵ ＳＧ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 ６ ７ ５ １Ｃ ｏ ｘ６ ｂ ｌ２ ９２ ８ ５ ． ３ ０２ ４ １ ６ １ ． ６ ５３ ０ １ ８ ２ ． ４ ７９ ２ ４ ８ ． ５ ８７９ ６ ４ ． ４ ７ 丨 ７４ ３ ５ ． ９ ３

ＥＮＳＭＵ ＳＧ ０ ０ ００ ００ ７ ４ ２ １ ８Ｃ ｏ ｘ ７ ａ ｌ １ ４ ７ ２ ３ ． ５ ６ 丨 ０ ５ ３ ８ ． ８ ５ １ ４ ７ ３ ８ ． ９ ５ ３ ３ ９ ８ ． ９ ７２ ５ ９ ６ ． ２ ５ ７ ８ ４ ４ ． ２ ７

ＥＮ ＳＭＵ ＳＧ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６ ８ ９ ５Ｎ ｄ ｕ ｆａ ８８ ００ ６ ． ３ ５６ ３ ４ ２ ． ６ ２ ８ ７ ３ ３ ． ２ ０２ ４ ６ ７ ． ７ ９２ ０ ０ ３ ． ０ ５４ ７ ０ ０ ． ８ ６

ＥＮＳＭＵ ＳＧ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３ ３ ９ ３ ８Ｎ ｄ ｕ ｔｂ ７ １ ０ ２ ２ ３ ． ４ ８７ ７ ２ ６ ． １ ５ １ ０３ ４ ８ ． ６ ３ １ ９ １ ３ ． ８ ０ １ ６ １ ６ ． ０ ５ ５ ５ １ ４ ． ４ １

ＥＮ ＳＭＵ ＳＧ 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９ ２ ０ １Ｌｅ ｐ ９ ３ ， ２ ６ １ ５ ２ ． ７５４ ０ ６ ． ４ ４８ ０ １ ． ５ ２ ８ ２ ５ ． ８ ０６ ０ ８ ． ８４

ＥＮ ＳＭＵＳＧ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２ ７ ３ ９ ８ Ｉ ｌ ｌ ｂ ８ ． ２ ３４ ４ ． ７７ ７０ ． １ ５ ２ ． １ ４ ２ ． ０ ３ ５ ． ２ ８

ＥＮ ＳＭＵＳＧ０ ０ ００ ００ ３ ５ ８ ８ ５Ｃ ｏｘ ８ ａ２ ６ ７ ７ ７ ． ４ ３ １ ９３ ８ １ ． ６４２ ５ ０ ２ ２ ． ５ ９８ ８ ０ ８ ． １ ７７ ２ ３ ４ ． １ ５ １ ４ ９ ０ ６ ． ６ ５

ＥＮ ＳＭＵＳＧ０ ０ ００ ００ １ ７ ７ ７ ８Ｃｏｘ７ｃ １ ８ ２ ９４ ． ７４ １ ４ ８ １ ７ ． ５ ９２２３ ４４ ． ６ ６６ ９ ６ ５ ． １ ０ ５ ８ ４ ７ ． ６ ５ １ １ ６ ４６ ． １ １

ＥＮ ＳＭＵＳＧ０ ０ ００００ ２２ ８ １ ２Ｇ ｓｋ３ ｂ ４ ８ ３ ． ６ ５ ５ ８ ２ ． ９ １６４ ０ ． ６ ０ １ ９ ０６ ． ２ ９ １ ６ ７ ７ ． ０ ０７ ３ ７ ． ５ 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４ １ ８ ８ １Ｎ ｄ ｕｆａ７６２６ ９ ． ２ ２４ ９ ９ ７ ． ７ ２ ６ ５ ３ ５ ． ９ ８２ ０ ０４ ． ８ ８ １ ８ ３ ７ ． ４ ９ ３ ９４ ０ ． ０ ７

ＥＮ 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 ４ １ ６ ９ ７Ｃｏｘ６ ａ ｌ ５４ ５ ８ ２ ． ５ ０４ １ ７ １ １ ． １ ８５ ３ ４ ０２ ． ９２ １ ９ ８ １ ５ ． １ ８ １ ７ １ ０ ４ ． １ ６３ ３ ４ ９２ ． ７ 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２ ８ ２ ０Ｎｄｕｆｂ４７ ０９２ ． ９ ８ ５ ９ ４ ８ ． ４ ６ ８ ３ ２ ０ ． ５ ８３ ０ １ ０ ． ０ ０２ ６ ６ ２ ． ２ ７４ ７４ ６ ． ２４

ＥＮ ＳＭＵＳＧ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２ ５４８ ８Ｃ ｏｘ ８ ｂ５ ２ ０ ３ ８ ． ０ ６３ １ ７６ ７ ． ５ ３４ ９３ ０９ ． ６ ８ １ ２ ３ ９８ ． ９ ５９ ６６ ２ ． ８ ０２ ８ ２ ９ ６ ． ９ ９

ＥＮ ＳＭＵＳＧ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２ ４ １ ６Ｎｄｕ ｆｂ ２ １ ０３ ９ ． ５ ４６ １ ６ ． ２ ７ ８ ３ ２ ． ４ ７ １ ８ ４ ． ３ １ ２ ０４ ． １ ７ ５ ２ １ ． ２ ６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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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４５ ０Ｎｄｕｆａ６ １ １ ９２ ８ ．６ １８５３ ８ ． １ ８ １ １ ５ ３５ ． ９６３ ３ ２９ ． ３ ２２４７４ ． ３ ６７０８７ ． ７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 ５９ ５３ ４Ｕｑｃｒ ｌ Ｏ １ ８２７５ ． ５４ １ ３ ０３ ５ ． ５ １ １ ７ ８９ ５ ． ５ ３５９９９ ．６３５ ０ １ １ ． ６９ １ １２２６ ． １ 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 ３ ８３Ｐ
ｐａｒａ ２９５ ．３ １４０３ ． ８２ ３２２ ． ８８２６７ １ ． ３ ８３ ０ ８ ３ ． ８ １５４９ ． ７ 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５ ７４６ １ １ ６ ０ ．９ １ ８ ． ７８ ３ ５ ． ０ ７ ０ ． ００ ０ ． ００ ０ ． ０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３ ５４Ｎｄｕｆｂ９ １ １ ４７０ ． ５ ５８３ ５ ９ ．９７ １ ０７ ７ １ ． ５７３０４３ ． ２ １２ ７０４ ．９３７２７５ ． ５ 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３ ５ ８ｍｔ
－Ｃｏ３５ ００ ５ ９ ． ５ ６５ ９０ ５６ ． １ ６４６７３ １ ． ８ １２ ５ １ ９２ ．２４７３０２ ． ２０２ ８ ８２４ ． ５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４０ １Ｔｎｆ ２ １ ． ０３ ５ ２ ． ６７４ ５ ． ３ ９ ３ ． ２ １ １ ．０２ １ ３ ．７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４３ １ ３Ｃｏｘ６ｃ３ ５ ０９６ ， ４６２６９２０ ． ８ ０３ ７５ ６０ ．２０ １ １ ３ ５４ ． １ ９ １ ０７３４ ．４ １２５０ ８８ ． １ 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１ ０５９Ｎｄｕｆｂ ｌ ｌ １ ３ ５ １ ３ ．０６９ １ ６３ ．２２ １２９ ５７ ．４５４４３ １ ．９５３９７４ ．６２８ ８６３ ． ５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２５ ４０ ８Ｄｄ ｉｔ３ ５ ８ ８ ． ８０ ５２９ ． ３６４ ８７ ．９３ １ ４８ ． ９５ １ ７３ ． ６９ ３９７ ． ８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３ ７ ９Ｎｄｕｆａ ｌ ｌ５ ０６ ６ ． ０２ ３ ５８６ ．９８ ５ ２０９ ．３９ １ ５０５ ． ５ ３ １ ３ ８ ０ ．４０３ ５５ ３ ． ８ 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５ １ ８ １ １Ｃｏｘ６ｂ２ １ ２７ ．０８ ９０ ． ４２ １ １ ２ ．４４ ３４ ．２９３ ８ ． ６０７０ ．７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５７ ７２２Ｌｅｐｒ ０ ． ９ １ ０ ． ８８ ０ ． ００ １ ７ ． １ ４ １ ８ ． ２８ 】 ． ０６

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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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ＬｎｃＲＮＡ ｌ ｌ 缺陷诱发 ＢＡＴ 中表达变化的产热基因

Ｇｅｎｅ ＩＤＧｅｎｅ ＮａｍｅＷＴ １ＷＴ２ＷＴ３ＫＯ ＩＫ０２Ｋ０３

１ ２５ ８ ８０２ ． ２７ １ ７４４ ．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３ ５ １ｍｔ
－Ｃｏ ｌ １ ０９９８８２ ．７２ ８９４ １ ４ １ ．２ ８ ３３ ７５６６ ． １ ２３ ８３ １ ３ １ ． ３３

７０ 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Ｎｄｕｆａ ｌ ２ ６９３ ．３０ ５ ５ ９ ． ６ ８ １ ４４ ８ ． ７７４３３ ０ ． ０３３ ６８ ８ ． ８２５０ １ １ ． ３ 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２２０Ａｄｃｙ４２９０ ． ３９２ ５ １ ． ９ １５ １ ８ ． １ ０ １ ４８６ ． ６２２ １ ９６ ． ４３ １ ２０ １ ． ７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９２ １Ｓｍａｒｃａ２ ８ １ ０ ．０９９２４ ． ３ ３６９６ ．４２２６９ ． ７ １２ ５ ８ ． ９７３ ０４ ． ３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ＯＯＯＯＯＯ １４２９４Ｎｄｕｆａ２ １ ３ ８ ３ ． ３ ８ １ １ １ ７ ＿ ３２３ ７９３ ．４０ １ ２ １ ２７ ． ９２９４６８ ．７２ １ ２ ７６９ ． ７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５ １ ８Ｐｒｋａａ２９９９ ． ７６９ １ ７ ．２２３ ０３ ． ８９ １ ３ ８ ． ９７ １ ０９ ． ７３ １ ５ ６ ． ８ 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９００
＇

Ｃｐｔ ｌ ａ４ ８ ７ ． ５ ６４０６ ．３０４０３ ． ０８ １ ７０ ．０６ １ ３ ８ ． ７０ １ ２７ ． ９ １

３ ３４０５４ ． 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３６７ｍｔ
－Ｎｄ５３ ４４ １ ５４ ．２３ ９７８００ ． １ ３４ １ ０４２ ．９４４８ ７９２ ．０９６４９６２ ． ６０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０ １ ６３Ｕｑｃｒ ｌ ｌ ２４９７ ．７９ １ ９２７ ． ８９６５ ９８ ． ０９ １ ９３ １ ２ ． ３ ３ １ ３９０ １ ．０ ９ １ ８３２６ ． ７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６ ５６７Ａｄｃｙ ｌＯ２４２ ． １ ７ １ ４０ ． １ ７４８ ． ５４ １ ０ ．９７６ ． １ ５２２ ．６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 １ ６２ ５２Ａｔｐ
５ｅ ３ １ ７０ ．７３２３ ８３ ．９６７７５ ９ ． ８６２ ０６６５ ．４７ １ ５ ８ ９ １ ２３２２３ １ ９ ． ９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８８４Ｕｑｃｒｃ２ １ ７５４２ ． ４ １ １ ５２８２ ． ９２９４９２ ．４７５２０２ ．２５４２０５ ． ００５６４３ ． ６ 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４４ ８９４Ｕｑｃ ｒｑ ７ ５ １ ０ ． ５２６０ １ ６ ．２７ １ ９ １ ９３ ． ８８４８６４８ ． ８３３４２ ０８ ．０ １４９５ ５ ６ ．２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８９３ ２Ｍａｐ２ｋ３ ７２０ ． ０８７３ ８ ．４５６２３ ．６２ １ ３３２ ． １ １ １ ５２９ ．２５ １ ７５ ２ ．６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０ １ ８Ｃｏｘ  １ ５ １ ２４０ ． ８６ １ ０６６ ． ５ ３ ５０３ ． ３２２９５ ． ３ １２９０ ． ５８２７７ ．４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ＯＯＯＯＯＯ １ ６４２７Ｎｄｕｆａ ｌ ２０４４ ． ５３ １ ５４０ ．８９４８５ １ ． ７６ １ ２５ １ ３ ． ７５８４５ ７ ． ４ １ １ ０７８６ ． ０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５ ８ ０Ａｄｃｙ９６３ ６ ． ５０ ８２０ ． ７２ １ ９０ ． ９９ １ ５４ ． ５ １ ９７ ．４４ １ ０４ ． １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 １ ５ １ ８Ｃｏｘ５ｂ ４５２６ ．２４ ３４ １ ０ ． ８ Ｂ １ ０３ ３９ ．７９２３４９７ ．９ １ １ ６５ １ １ ．００２３ ３ ９４ ． ７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９ １ ９ ５Ｋ ｌｂ６６８ ． ６５７４ １ ． ５０２００ ．４９ １ ５ １ ． ７７ １ ２ ９ ． ９２ １ １ ６ ． ５ 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 １ ９９Ｎｄｕｆａ ｌ ３ １ ５ ５ ６ ．９７ １４８６ ．０４４８Ｓ １ ． ３０ １ １ ３４９ ．８７７８３ ３ ．２５ １ ０７５０ ．９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９２０Ｐ ｒｋｇ ｌ ８ １ ．４４ ９４ ．４６ １ ６ ． ８ ８ ９ ． １ ４ ３ ． ５ １ ５ ． １ 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 ８４０Ａｄｃｙ５３６０ ．０４３ ８２ ． ９４ １ ２ １ ．３ ５７０ ．４０ Ｓ ８ ． ６７４０ ．２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５２３Ｇｎａｓ ３ ３４４ ． ３２３ ０６３ ．４９ １ ７９ １ ． ７ １ １ ０３ ５ ．８８ １ ２０７ ．０７ １ １４８ ． １ 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８７９６Ａｃｓ ｌ Ｉ４８８ １ ０ ． ３６３９ １ ９８ ．６８２２４４４ ．９ １ １ ４５９０ ．９９ １ ３ ８ １ ５ ．０６ １ ５ ３ ３７ ． ２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０３２Ｎｄｕｆｂ３ ２２３６ ． ３ ３ １ ７４５ ．０５４２３ ８ ．６９７８９０ ．２３６３２ ５ ． ０６ ８６８４ ．７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 ５９６ ８Ｎｄｕｆｓ ｌ １ １ ４５３ ． ８４ １ ００６７ ．０７５ ３ ３ ０ ． ８ １３ ６５ ５ ．２９２９２ ７ ． ７０４０３２ ．３ 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７８ ９３ ７Ｃｐｔ ｌ ｂ ５６ ． ７９ ２０ ． ３ １ ４９ ． ５９ １ ６５ ．４８ １ ９５ ． ７７ １ １ ３ ．４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３ ０８９Ｎｄｕｆａ５ ２７６９ ．９７２３０７ ．７８５ ６８０ ． ０８９ ８８ １ ． ５４８０２６ ．３ ８ １ ２０３ ８ ．３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５６７４Ｎｄｕｆａ３ ２２８ ５ ．６２２０４ １ ．６５４ ５７５ ．３０８３ ６９ ．３２６ １ ５２ ． １２９ １ ０７ ． ６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 ８８ ３Ａｃｓｌ３８８ ８ ． ３２ ５ ７５ ．９３３ ２７ ． １ １ １ ９７ ．４８２０８ ．９３２２３ ． ８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９８ １Ａｃｓ ｌ５ ６ ５６６ ．４８５３ ８６ ． ５０３ ２９５ ．３５２４２０ ． １ ０ １ ５ １ １ ． ６９２２５４ ．９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１ ８ １ ８Ｃｏｘ４ ｉ ｌ １ ４ １ １ ９ ． ８７ １ ２６ １ ０ ． ５ ０ ３ ０３ ８３ ．０９ ５ １ ４７８ ．５ ２４４ １ ２７ ．０８５６８ ５９ ． ６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 １ ６０６Ｎｄｕｆｓ６ １ ３４ ８ ．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２３３４ １ ８ ． ８ １７３９６ ． ５２４４４４ ． ６６６６４０ ． １ 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０ １ ５３Ｎｄｕｆｓ７ ３ ３３ ３ － ６０ ３ ３３ ９ ．７８８２６６ ． ３ ５ １ ３ ８９８ ． ８８ １ ２２６２ ． １ １ １４４４２ ． ９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７５ １Ｃｏｘ６ｂ ｌ ９２４ ８ ． ５８７９６４ ．４７ １ ７４３５ ．９３２ ９２ ８５ ．３０２４ １ ６ １ ．６５３０ １ ８２ ．４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３ ０２０Ｃｏｘ ｌ ４ ９９３ ． ３ ３ ８ １ ６ ．６６ １ ７５４ ． ７８２ ８３ １ ． ５２２６２３ ．９６２９５ ３ ． ３６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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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２ １ ８Ｃｏｘ７ａ ｌ ３ ３９８ ． ９７２５９６ ． ２５７ ８４４ ．２７ １ ４７２３ ． ５ ６ １ ０５ ３ ８ ．８ ５ １ ４７３ ８ ． ９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８９５Ｎｄｕｆａ８ ２４６７ ． ７９２００３ ． ０５４７０ ０ ． ８６８００６ ． ３ ５６ ３４２ ． ６２８７３ ３ ． ２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９３ ８Ｎｄｕｆｌ＞７ １ ９ １ ３ ． ８０ １ ６ １ ６ ． ０５５５ １ ４ ．４ １ 】 ０２２３ ． ４８７７２６ ． １ ５ １ ０３４８ ． ６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３ ５８８ ５Ｃｏｘ８ａ ８ ８ ０８ ． １ ７７２３４ ． １ ５ １ ４９ ０６ ＿ ６５２６７７７ ．４３ １ ９３ ８ １ ．６４２ ５０２２ ． ５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４ ８３ ０Ｒｐｓ６ｋｂ２ １ ６６ ．０９ １ ４９ ． ３ １２６４ ． ８ ５４８ ８ ． ２ ３４９６ ． ８８３ ６７ ．２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ＯＯＯＯＯＯ １ ７７７８Ｃｏｘ７ｃ ６９６ ５ ． １ ０５８４ ７ ． ６５ １ １ ６４６ ． １ １ １ ８２ ９４ ． ７４ １ ４８ １ ７ ．５ ９２２ ３ ４４ ． ６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３４Ｐｒｋａｃｂ １ ５ ５２ ． ６ ８ １ ５ ５ ５ ． １ １７４２ ．８ ５４９３ ． ７ １４８６ ．３ ４６ ６８ ．４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４ １ ８８ １Ｎｄｕｆａ７ ２００４ ． ８８ １ ８３７ ．４９３ ９４０ ． ０７６２６９ ．２２４９９７ ．７２６５ ３ ５ ．９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５０ ８５ ６Ａｔｐ５ｋ２０８６ ． ３２ １ ５ １ ５ ．４９４ ３ ０ ５ ． １ ７７７０５ ． ５ ５５ ２８ ８ ．３ ０７３ ５ ５ ．０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９０Ａｔｐ５ｊ２ ７ ５ ５ ３ ． ３８６０７３ ． １ ５ １ ５ ７ １ ５ ． ９８２６２６７ ．２６ １ ８８２ １ ．５６２７８４４ ． ９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５ ８０Ａｃｔｂ ５ ８５ ２ ． ８３６５６４ ． ７７ １ １ ３ ５ ５ ．９４ １ ２６８４ ． ７２ １ ９６６２ ． ５６２ １ ６７６ ．２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１ ６９ ７Ｃｏｘ６ａ ｌ １ ９ ８ １ ５ ． １ ８ １ ７ １ ０４ ． １ ６ ３ ３４９２ ．７３５４５ ８２ ． ５ ０４ １ ７ １ １ ． １ ８５ ３４０２ ． ９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３ ８０９Ｒｐｓ６ｋａ２ ２ ０３ ．６０２０７ ． ２ １ １ ８７ ． ８２ ９６ ． ９ １ ８９ ． ５４ １ ０２ ． １ 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 ８２０Ｎｄｕｆｂ４ ３０ １ ０ ． ００２６６２ ．２７４７４６ ． ２４７０９２ ．９８５ ９４８ ． ４６８ ３２０ ． ５ 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４８８Ｃｏｘ８ｂ １ ２３９８ ． ９５９６６２ ．８０２ ８２９６ ． ９９５２０３ ８ ．０６３ １ ７６７ ． ５ ３４９３ ０９ ．６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６５４Ａｄｃｙ３ ２３７ ８ ． ８５ １ ７０７ ．４７ ３４５ ．０５ １ ８ ９ ．２６２０７ ． １ ８ １ ９４ ．９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 １ ６Ｎｄｕ ｆｂ２ １ ８４ ． ３ １２０４ ． １ ７５２ １ ．２ ６ １ ０３ ９ ．５ ４６ １ ６ ．２７８ ３２ ．４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４５０Ｎｄｕｆａ６ ３ ３２９ ． ３２２４７４ ． ３６７０８７ ． ７０ １ １ ９２８ ．６ １８ ５ ３ ８ ． １ ８ １ １ ５ ３ ５ ． ９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１ ３ ７Ｍ ａｐ
ｋ ｌ ｌ２３ ． ５ ７２８ ． ４４ １ １ ８ ， １ ８２０２ ． ９７３ １ ９ ． ５ ５ １ ５３ ． ７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９５ ６Ａｔｐ５ｏ ３ ５２ ０ ． ０６３ １ ０ ８ ． １ ８６ ７６ １ ．６５ １ ０９ ００ ．９６７９０ ８ ． ７４ １ ０９３ ０ ．４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９ ５３ ４Ｕｑ
ｃｒ ｌ Ｏ ５９９９ ． ６３５０ １ １ ．６９ １ １ ２２６ ． １ ５ １ ８２７５ ． ５４ １ ３０３ ５ ．５ １ １ ７８９５ ． ５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２３ ０Ｃｒｅｂ３ １ ｉ ６ ７ ． ５ １４ ９ ． ７７ ８２ ． ３０ １ ２８ ． ００ １ ８６ ． １ １ １ ５６ ． ８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６５９４ ７ｍｔ
－Ｎｄ４ １ ５ ７５７ ． ４６４６４７ ． ０４５ ２２ ． ３２ １ ６７ ． ３ １ １ ６２ ．４ １ ５ ０９ ． ５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３ ４ ８０ １Ｓｏｓ２ １ ２７ ８ ． ３ ６ １ ２ １ ８ ． ９０６ １ ９ ．４０４５６ ． ２３４６２ ．６４５ ７４ ． ５ 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 ３ ５４Ｎｄｕｆｂ９ ３０４ ３ ．２ １２ ７０４ ．９３７２７ ５ ． ５２ １ １４ ７０ ． ５ ５８ ３ ５９ ．９７ １ ０７７ １ ． ５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３ ５ ８ｍｔ
－Ｃｏ３２ ５ １ ９２ ． ２４７３０２ ，２０２ ８８２４ ． ５ ８５００５９ ． ５６５９０ ５６ ． １ ６４６７ ３ １ ． ８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３ ０７ ２Ａｔｐ５ｄ ８ １ ０２ ．０２７０３ ７ ．０９ １ ５００ １ ． ６ １２ ３ １ ３８ ． ５ ９ １ ７０４７ ．３ ８２ １ ２７３ ．９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８ ８ ８ １Ｚ ｆｐ５ １ ６２０８ ． ９５２ １ ０ ．２６ １ ４０ ．３４８ １ ．３ ７ ８９ ． ５４ １ ０３ ． １ 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４３ １ ３Ｃｏｘ６ｃ １ １ ３ ５４ ． １ ９ １ ０７３４ ．４ １２ ５０８８ ． １ ６３ ５ ０９６ ．４６２６９２０ ．８０３ ７５ ６０ ． ２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 ６ １ ０Ｍａｐｋ ｌ ２２２ １ ． ８ １２３３ ． ６２４４４ ． ２３７５７ ． ９４８０２ ． ３ ７４２２ ． ９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１ ０５ ９Ｎｄｕｆｂ ｌ ｌ４４３ １ ．９５３ ９７４ ．６２８ ８６３ ． ５８ １ ３ ５ １ ３ ． ０６９ １ ６３ ．２２ １ ２９５ ７ ．４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４ ５６６Ａｔ
ｐ
５ｈ ５ ３ ８ ６ ．７０５０７９ ． ７５ １ １ ２９８ ．９６ １ ５７ ５ １ ． ２ １ １ ２０６ １ ．９ ５ １ ６ ８６９ ． １ 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 １ ５３ ６Ａｄｃｙ２ ２ １ ．４３ ３ ５ ． ５５ １ ４ ．７７ ６ ．４０ １ ． ７６ ３ ．０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３７９Ｎｄｕｆａ ｌ ｌ １ ５０ ５ ． ５３ １ ３ ８０ ．４０３ ５５ ３ ． ８７５０６６ ．０２３ ５ ８６ ． ９８ ５２０９ ． ３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５ １ ８ １ １Ｃｏｘ６ｂ２ ３４ ．２ ９ ３ ８ ． ６０ ７０ ． ７０ １ ２７ ． ０８ ９０ ．４２ １ １ ２ ．４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０ ５ ８４Ｄｐ
ｆｌ ２ ． １ ４ ４ ． ０６０ ． ００ １ ０ ． ０ ６２２ ， ８２９ ． ２８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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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ｈｎＲＮＰＡ ｌ 真核表达质粒图谱

Ｓ ｐ ｈ Ｉ

 Ｎ ｒｕ ｌ

＊

驗

ｈ作
’

１ １ Ｂ ｆ ｕ Ａ Ｉ 
－

Ｂ ｓ ｐＭ Ｉ

１

ｊ ｜
）

ｌ

｜
ｉＴ

Ａ Ｖ

ｓｍ

ｌ＼Ｗ Ｉ ＩＰ ａ ｅ Ｒ７ Ｉ  Ｔ ｌ ｉ ｌ 
－

Ｘ ｈ ｏ ｌ

ｎ
Ｐ ｆ ， Ｆ Ｉ Ｔｔｈ

？ ：Ｌ ａ Ｉ

Ｓｍ ａ ｌ

Ｐ ｍ ｅ ｌ

Ｐ ｆ ｌ Ｍ Ｉ

Ｍ ｌ ｕ ｌ

Ｓ ｎ ａ Ｂ Ｉ Ｈ ｉ ｎｄ ｉ

ｐ ＬＶ ［
Ｅｘ ｐ ］

－

ＥＧＦＰ ： Ｔ２Ａ ： Ｐｕ ｒ〇
－

ＥＦ ｌ Ａ ＞ ｍ Ｈ ｎ ｒｎ ｐ ａ ｌ
［
ＮＭ

＿

０ ０ １ ０３９ １ ２９ ． ４
］ ／Ｆ ｌ ａ ｇ

１ ０
，
５４ ６ ｂ ｐ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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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过表达 ｈｎＲＮＰＡ ｌ 诱发表达变化的产热基因

Ｇｅｎｅ  ＩＤＧｅｎｅ ＮａｍｅＣＤ 
１ＣＤ２ＣＤ３０Ｅ－Ｄ １ＯＥ－Ｄ２ＯＥ －Ｄ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８７ １ ７Ａｔｐ５ １ ２４７６ ．３ ５ １９８ ５ ．４ １ １ ８６ ５ ． ４０３７２６ ．２ １ １ ０ １ ０９ ． １ ４ １ ３２０ ５ ． ７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５０ ８５ ６Ａｔｐ ５ｋ７０ １ ． ８７ ５２３ ． ５２５ ０４ ． ５７９８４ ．０ １２ ８６ １ ．９２２ ８０ ９ ． １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８ ６９０Ａｔ
ｐ５ｊ

２ ４５ １ ６ ． ３３３６７４ ． １ ２３ ７０７ ． ８３５９ ８ １ ．９ １ １ ７３ ８６ ．９７ １ ７６ ５９ ． ５ 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２ ７Ｎｄｕｆａ ｌ ８ １ ３ ． ８７７００ ． ３３７２５ ． ４ ８ １ ２ １ １ ．２２２４２ ６ ． ３４ １ ８８４ ．７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３ ２Ｎｄｕ ｆｂ３ １ ５２７ ． ３ ３ １ ４２４ ． ８０ １ ３７６ ． ７４２０７４ ．２９ ５ ０４３ ． ３９４ １ ０６ ．４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２ ３ ３ ０Ｃｏｘ７ａ２ ２９０９ ． ８４２ ５ ３ ９ ． ９８２４８ ９ ． ２７３ ６９５ ． ０６ ８９２０ ． １ １７４７ ８ ． ８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４０ ０４ ８Ｎｄｕｆｂ ｌ Ｏ３２６ ５ ． １ ２２４９ １ ， ６８２７ １ ７ ． ２ ５３ ５４ １ ． １ ４９４０ １ ． ６ １８９６ ８ ． ８ 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１ ８８ １Ｎｄｕｆａ７ ２ ５ ６ １ ． ３ １２０８４ ． ５ ９ １ ９８ ３ ． ８ １２７３２ ． １ ３６９６８ ．２ １ ５ ９９ ３ ．４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４８３ ５ １Ｃｏａ７ ４ １ ５ ． １ ４３ ９４ ． １ ５３７９ ．９７４８７ ．４２９９０ ． ０８ １ ０５ ６ ． ０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７ ６７３Ｎｄｕｆｂ Ｓ ２３ ６ １ ． ４７２２５７ ． ９５２ ０６ ８ ． ６４２ ５ ５８ ． ０５５６９５ ． ５９５ １ ６０ ． １ 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１ ５２ ０Ｕ
ｑ
ｃ ｒｂ １ １ ８４ ． ５ ９ １ ５ ７５ ． ７３ １ ２６ ６ ． ２８２ ３ ７２ ．９７６ ５ ３ ８ ． ５ １６３ ９２ ． ８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 ９ １ ８０３Ｃｏｘ ｌ ６ １ ６７ ．０２ １ ４４ ．０３ １ ６０ ．８３２８２ ． １ ９６２ ７ ．４８７３７ ． ５ 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３ ８８２Ｕｑｃ
ｒｈ ３ ８ ８ ２ ． ０３３４０４ ． １ ７３２ １ ２ ． ９８４９６３ ．０９ １ ５ ８９４ ． ２ ０ １ ８２２０ ．４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６ ７５ １Ｃｏｘ６ｂ ｌ ４０３ ５ ． ５４３ ５８０ ．９８３ ５７８ ． ８２５ ３４５ ． １ ５ １ ３２ ７９ ． ５ １ １ ３ １ ３４ ． １ 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６ １ ９９Ｎｄｕｆａ ｌ ３ ２ ７３ ３ ． １ ６ １ ８８ ７ ． ０９ １ ８５３ ． ０３２９ １ ０ ． ７９８６６４ ． ６４７ ７４４ ． ３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７ １ ０ １ ４Ｎｄｕｆｂ６ １ ２７４ ． ３ ８９ ７９ ．７７ １ ０３ ９ ． １ ８ １ ４ ５２ ． １ ９３ ８ ９２ ． ０３３６３ ０ ． ９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３ ５４Ｎｄｕｆｂ９ １ ９３ ７ ． ６４ １ ６ ８ １ ． ８２ １ ７２６ ． ６７２ １ ２６ ． ５ １６２０６ ． ５ ２５ ８４３ ．４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４９ ５Ｒｐｓ６ １ ７６４ １ ．４ ８ １ ５ １ ８６ ． ３ ８ １ ５ １ ４３ ．２５ １ ９５ ７ １ ．９９４ ３ ５６６ ． ９ １４２４ １ ０ ． １ 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７ ３ ８４Ｎｄｕｆａｆ５ －４０３ ． ５ ５ ３ ６６ ． ５ ５３３４ ． ０２４６ １ ． ７７９７０ ，０６９ １ １ ． ７ 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９ ８６３Ｓｄｈｂ ５ ２６３ ． ５８４５ ９０ ． ０７４４３ ５ ． ９６５ ３ ５ １ ． ５ ６ １ １ ７９ １ ．４ ５ １ １ ６２ ５ ．６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３ ０８９ＮｄｕｆａＳ １ ６３ １ ． ５ ９ １ ５４ ５ ． ５ ５ １ ４９６ ． ０３２ ５ ５ ９ ． ８ ８８０６４ ．２４８ ７７ １ ．４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５６６Ａｔｐ５ｈ ４２９４ ．２８３ ７３ ７ ．９ ５３ ８３０ ． ６６５６８２ ．３ １ １ ９７ ７０ ．９２２ ３ ４８７ ．９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 １ ７ ７７ ８Ｃｏｘ７ｃ ４２３ ０ ． ５６ ３ ８ ９９ ． ２３３ ６６２ ． ７６５ ５０３ ．６５ １ ７７ ０２ ．４ ８ １ ６５２２ ． ７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４３ １ ３Ｃｏｘ６ｃ ４６７７ ． ５６４２２８ ．６９４ １ ０７ ．２４５ ９８ ５ ．５ ７ １ ５ ９ １ ０ ．６９ １ ４９０４ ．６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３０ ８６９Ｎｄｕｆａｂ ｌ １ ３ ５ ８ ． ３７ １ １ ８ １ ． ５ ８ １ ３４８ ．４６ １ ７３ １ ．６３４ ２３ ９ ． ３２４８ １ ３ ． ９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９ ３ ３４Ｐｒｋｇ２ １ １ ３ ． ９２ ２ １ ０ ．４４２ １ ５ ． ６ １３ ８６ ． ６４３９２ ． ０３６４９ ． ７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０８ ８Ｃｏｘ５ ａ １ ８９０ ． ３３ １ ４４８ ．９５ １ ６４８ ．９ １２ １ ４０ ．２６５ １ １ １ ． ６７４９３ ８ ． ５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５ ６６５Ｒｐｓ６ｋａ６４３ ． ４４ ８ １ ． ０７ ９８ ．９ ７ １ ６０ ． ３４ １ ７ １ ． ８８２３ ７ ． ７ 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２４８Ｃｏｘ７ａ２ １ ５ ７６３ ． ６８５２２６ ． ５ ７５０３ ６ ． ８５５ ８４４ ．４８ １ ５４４８ ．０２ １ ４ ７６３ ． ８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４ １ ６９７Ｃｏｘ６ ａ ｌ １ ２ ６ ７５ ． ２６８４ ８２ ．４０９３ ７２ ． ０８ １ １ ４０２ ． １ ８２ ５２ ９６ ．９ ９２４６９ １ ． ７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３３ ９３８Ｎｄｕｆｂ７ １ ３０ ６ ．２４ １ ０２４ ． ６２ １ ０２４ ． １ ６ １ ８ １ ３ ． １ ７ ５ ８ ６２ ． ７６６ ５ ３４ ． ７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６３ ２Ｎｄｕｆａ４ ４ ２８ ３ ．６６３ ９２４ ．２４３ ９０ ７ ． ５４６４４ １ ． ８４ １ ５ ６２ ８ ． １ ４ １ ４５２４ ． ９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 １ ７６４Ｎｄｕｆｓ４ ２４９３ ． ７３ ２２６６ ． ５ ７２２ ５ ９ ． ５ １３ ２４ １ ． ５４９ ５ ７２ ． ３ １ １ ０ １ ９２ ． ２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 １ ６Ｎｄｕ ｆｂ２ １ ２９ ． ３７ １ ４６ ． ６２ １ ５ １ ． ９９２ １ ４ ． ３９５ ５６ ． ８４ ５ ３２ ．０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４４ ８９４Ｕｑｃ ｒｑ ６２２９ ． ０２４９５４ ．０３４９４４ ． ０７７ １ ２７ ． １ ７ １ ９ １ ６８ ． １ ７ １ ８ ５３ ３ ． ２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１ ０５９Ｎｄｕｆｂ ｌ ｌ ３２６４ ． １ ５２４９４ ．２６２４９７ ．２２３ ６８ １ ．３２８ ８８ ９ ． ５０８４９２ ． １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５７Ａｔｐ５ ｇ ｌ ２ １４ ５ ．２ １ １ ５ ９９ ． ８８ １ ９２３ ．７２２６５７ ．００ ５２７ １ ． ７８４ １ ９ ６ ．４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２ １ ６０６Ｎｄｕｆｓ６ ８７４ ． ６９ ５６９ ．２３５ ４５ ．２２８ ８ ７ ． ８０２ ５０６ ． ３９ １ ５０９ ． ６２

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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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１ ４０６Ｒｐｓ６
－

ｐ
ｓ４８４ ８ ． ６２７６３ ．２９７２９ ． ９０９２９ ．０３ １ ９２３ ．６４ １ ９６６ ．６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 ５ １ ０Ｎｄｕｆｓ３ ４５４９ ． １ ５３ ５４３ ． ０３３ ８２８ ． ８９４ １ ４４ ． ００ １ ０２ ０２ ． １ ５ １ ０ １ １ ２ ． ６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４２９４Ｎｄｕｆａ２ ２０ １ ６ ． ８０ １ ５ １ ７ ．９ ５ １ ４０５ ．０２２６３ １ ． ３４９６８７ ．６８９ １ ２ ５ ．８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６２５２Ａｔｐ５ｅ２ ９７ ． ３６ ２３ ０ ． ２８２ ３６ ． ８２３ ７３ ． ８ １ １ ２７ ７ ．３ ３ １ ７０６ ． ９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５ ６７４Ｎｄｕｆａ３ ８ １ ５ ． ８０６６８ ．４ １５ ５２ ． ２９ １ ０８２ ．０４２６５０ ．０ １２２７５ ． ９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８ １ ８４Ｎｄｕｆａｆ２ ２０４ ．６７２２７ ．６９ １ ９７ ． ０６３ １ ４ ．２６７７ １ ． １ １６９４ ． ７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０ １ ６３Ｕｑｃｒ ｌ ｌ １ ８３ ４ ． ３４ １ ３３ １ ，６５ １ ２６０ ． ９８２２２４ ． ５ ５５ ３ ３２ ． ９９４０２２ ． １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９９Ｎｄｕｆｖ２ ６０９６ ． ７ ５５８５７ ．９０５ ６７０ ．４４６９９７ ．０７２０４４６ ．６７２ １ ９０２ ． １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７９Ｎｄｕｆａ ｌ ｌ １ ５７２ ． ７０ １２ １ ６ ，９５ １ ２４４ ， １ ９ １ ６ １ ２ ． ５ ２４ １ ０５ ． １ １４４８ ７ ．３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６３Ａｔ
ｐ５
ｆｉ ７４０ ８ ． ７９７７５ ８ ． ７９７７５ ３ ． ２２９５２３ ，０４ １ ８ １ １ ６ ．８ ７ １ ８２８２ ． ７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９５６Ａｔｐ５ｏ ３ ８ ３ ０ ． ８７３３ ３４ ． ３ １３ ３ ５ ３ ． ４８４２ ５ ７ ． ６ １９２ １ ３ ．２５７ ５６７ ．７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７４２ １ ８Ｃｏｘ７ａ ｌ １ ０９ ．０９ ７８ ． ４８ ７ １ ． ５ ８ １ ０３ ． ５３２４６ ． ０５２ １ ４ ．６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３６８ｍｔ
－Ｎｄ６４ １ ８ １ ７ ．０６４２０２３ ． ０２４５７４２ ． ５７６ ５ １ ７０ ．６５２２３ ５００ ．６９２９ １ ９３７ ． ２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１ ２３ １Ｃｏｘ７ｂ ２７７ ６ ． ６ １３０４２ ． ８０２ ８２６ ． ８２４６５０ ． ６６ １ ０５ ３４ ． １ ３９４６８ ． ６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７ １ ５２Ｎｄｕｆｃ ｌ １ ０７９ ． ３６９５６ ．４８９ １ １ ． ９４ １ ３９７ ．２ １３ ９９６ ． ８０３６２６ ． ３ 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２８６４８Ｎｄｕｆｓ５ １ １ ８２ ． ６６９４０ ． ９６９６０ ． ５４ １ ４ １ ０ ．９６３ ６ １ １ ． ８４３ ８４４ ．４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６４７Ｎｄｕｆｃ２ ３ ６ １ ４ ． ６ １２９６６ ．０４３ ００４ ．４４３ ７３ ９ ．９５ １ ３２ １ ７ ． １ １ １ ３９５４ ． ７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３ ０２０Ｃｏｘ ｌ ４ ３７２９ ．４９２８４４ ．４３２ ８９２ ．２ １４３ ５ ５ ． ６４ １ ００ ８９ ． １ ３８ １２８ ． ６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１ ８ １ ８Ｃｏｘ４ ｉ ｌ １ １ ８５ ８ ． ５ ０８６３ ５ ． ０６８ ８ １ ８ ． ９ １ １ １ ５３ ５ ．９５３ ２ １ １ ５ ．６９３ ０８ １ ３ ． ３ 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６４ ３６０ｍｔ
－Ｎｄ３ ８ ３ ． ０３ ６８ ， １４ ５６ ． ５ ５ ９ ８ ． ０３ １ ９４ ．２５２４６ ，９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７ １ ８ ８Ｃｏａ３ ９５ ３ ． ８ ５７２ １ ． ８９８２０ ．９２９９６ ． ８３２ １ １ ０ ． ８３ １ ９４２ ．４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８７６Ｃｏｘ４ ｉ２ ３ ． ８６ ５ ． １ ７ ２ ． ６５ １ ０ ．９９ ２４ ， ７２ ２ １ ． ９３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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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

Ｇｅｎｅ ＩＤ ＣＤ １ＣＤ２ＣＤ３０Ｅ －Ｄ １ＯＥ－Ｄ２ＯＥ－Ｄ３

Ｎａｍｅ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７ １ ７Ａｔｐ５ １２４７６ ． ３ ５ １ ９８ ５ ．４ １ １ ８６ ５ ．４０３ ７２６ ． ２ １ １ ０ １ ０９ ． １４ １ ３２０５ ． ７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８５ ６Ａｔｐ５ｋ７０ １ ． ８７５ ２３ ． ５２５ ０４ ． ５７９８４ ． ０ １２ ８６ １ ． ９２２ ８０９ ． １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３ ８８ ２Ｕｑｃｒｈ３ ８ ８ ２ ． ０３３ ４０４ ． １ ７３ ２ １ ２ ． ９ ８４９６３ ． ０９ １ ５ ８９４ ． ２ ０ １ ８２２０ ． ４ 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 ００３６７５ １Ｃｏｘ６ｂ ｌ４０３ ５ ． ５４３ ５ ８０ ．９８３ ５ ７ ８ ． ８ ２５３４５ ． １ ５ １ ３２ ７９ ． ５ １ １ ３ １ ３４ ． １ 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 ８６ ９Ｎｄｕｆａｂ ｌ １ ３ ５ ８ ．３ ７ １ １ ８ １ ． ５ ８ １ ３ ４８ ．４６ １ ７３ １ ． ６３４２３９ ．３ ２４ ８ １ ３ ． ９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 １ ０５ ９Ｎｄｕｆｂ ｌ ｌ３２６４ ． １ ５２４９４ ． ２６２４９ ７ ． ２２３ ６８ １ ．３２８８８９ ． ５ ０８４９２ ． １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０５ ７Ａｔｐ５ｇ ｌ２ １ ４５ ．２ １ １ ５ ９９ ． ８８ １ ９２３ ．７２２６５７ ． ００５２７ １ ． ７ ８４ １ ９６ ．４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６３Ａｔ
ｐ
５ ｆｌ７４０８ ． ７ ９７７５ ８ ． ７９７７５ ３ ． ２２９５ ２３ ． ０４ １ ８ １ １ ６ ． ８７ １ ８２８２ ．７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１ ６９７Ｃｏｘ６ａ ｌ １ ２６７５ ．２６８４８２ ． ４０９３７２ ．０ ８ １ １ ４０２ ． １ ８２ ５２９６ ．９９２４６９ １ ／７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 １ ５ ２ ０Ｕｑｃｒｂ １ １ ８４ ． ５９ １ ５ ７ ５ ． ７３ １ ２６６ ． ２ ８２３ ７２ ．９７６５ ３ ８ ． ５ １６ ３９２ ． ８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４ ５６６Ａｔ
ｐ５ｈ４２９４ ．２ ８３ ７３ ７ ． ９５３ ８３ ０ ． ６ ６５６８２ ． ３ １ １ ９７ ７０ ． ９２２３４８７ ．９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 １ ７７７ ８Ｃｏｘ７ｃ４２３ ０ ． ５ ６３ ８９９ ． ２３３ ６６２ ．７ ６５ ５ ０３ ． ６５ １ ７７０２ ．４８ １ ６ ５２２ ． ７２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 １ ４３ １ ３Ｃｏｘ６ ｃ４６７７ ． ５６４２２８ ． ６９４ １ ０ ７ ． ２４５９ ８ ５ ． ５ ７ １ ５９ １ ０ ． ６９ １ ４９０４ ．６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４４ ８９４Ｕｑｃｒｑ６２２９ ．０２４ ９５４ ． ０３４９４４ ． ０７７ １ ２７ ． １ ７ １ ９ １ ６８ ． １ ７ １ ８ ５ ３ ３ ．２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 ００２４０９９Ｎｄｕ ｆｖ２６０９６ ． ７ ５５ ８ ５ ７ ． ９０５６７０ ．４４６９９ ７ ． ０７２ ０４４６ ． ６ ７２ １ ９０２ ． １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７９Ｎｄｕｆａ ｌ ｌ １ ５７２ ． ７ ０ １ ２ １ ６ ． ９５ １ ２４４ ． １ ９ １ ６ １ ２ ． ５２４ １ ０５ ． １ １４４８ ７ ．３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３ ６ ０ｍ ｔ
－Ｎｄ３８３ ．０３ ６ ８ ． １ ４ ５ ６ ． ５ ５ ９８ ． ０３ １ ９４ ，２５２４６ ． ９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５ １ ０Ｎｄｕｆｓ３４５４９ ． １ ５３ ５４３ ． ０３３８２ ８ ．８ ９４ １ ４４ ．００ １ ０２０２ ． １ ５ １ ０ １ １ ２ ．６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８９Ｎｄｕｆａ５ １ ６３ １ ． ５９ １ ５４５ ． ５ ５ １ ４９６ ． ０ ３２ ５ ５ ９ ． ８ ８８ ０６４ ． ２４８ ７７ １ ． ４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 ０００００２９６３ ２Ｎｄｕｆａ４４２８３ ． ６ ６３９２４ ． ２４３９０ ７ ． ５４６４４ １ ． ８４ １ ５６２８ ． １ ４ １ ４ ５ ２４ ．９０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 １ ７６４Ｎｄｕｆｓ４２４９３ ． ７ ３２２６ ６ ． ５７２２５ ９ ． ５ １３２４ １ ． ５４９ ５ ７２ ．３ １ １ ０ １ ９２ ． ２４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４ １ ６Ｎｄｕ ｆｂ２ １ ２９ ． ３７ １ ４６ ．６２ １ ５ １ ．９９２ １ ４ ． ３９５ ５６ ． ８４５ ３２ ．０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０ １ ６ ３Ｕｑｃｒ
ｌ ｌ１ ８３ ４ ． ３４ １ ３ ３ １ ． ６５ １ ２６０ ． ９ ８２２２４ ． ５ ５ ５ ３ ３ ２ ．９９４０２２ ． １ ９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４ ８Ｎｄｕ ｆｂ ｌ Ｏ３２６５ ． １ ２２４９ １ ． ６８２７ １ ７ ．２ ５３ ５４ １ ． １ ４９４０ １ ． ６ １８９６ ８ ． ８ 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３ １ ８ １ ８Ｃｏｘ４ ｉ ｌ １ １ ８ ５８ ． ５ ０８６３ ５ ．０６８８ １ ８ ． ９ １ １ １ ５ ３ ５ ．９５ ３２ １ １ ５ ．６９３ ０８ １ ３ ．３ 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２４８Ｃｏｘ７ａ２ １５７６３ ． ６８５ ２２６ ． ５７５０３ ６ ． ８ ５５ ８４４ ．４８ １ ５４４８ ． ０２ １ ４７６３ ． ８ １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 ００７４２ １ ８Ｃｏｘ７ａ ｌ １ ０９ ． ０９７ ８ ．４８７ １ ． ５ ８ １ ０３ ． ５ ３２４６ ． ０５２ １４ ． ６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３ ９３ ８Ｎｄｕ ｆｂ７ １ ３０６ ．２４ １ ０２４ ． ６２ １ ０２４ ． １ ６ １ ８ １ ３ ． １ ７ ５ ８６２ ．７６６５ ３ ４ ． ７６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６２５ ２Ａｔｐ５ ｅ２９７ ． ３６２ ３０ ．２ ８２３ ６ ． ８２３７３ ． ８ １ １ ２７７ ．３ ３ １ ７０６ ． ９ ８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６７４Ｎｄｕｆａ３８ １ ５ ． ８０６６８ ．４ １５ ５ ２ ．２９ １ ０８ ２ ．０４２６５ ０ ．０ １２２７５ ． ９７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６４ ８Ｎｄｕｆｓ５ １ １ ８２ ． ６ ６９４０ ．９６９６０ ． ５４ １ ４ １ ０ ．９６３ ６ １ １ ． ８４ ３ ８４４ ．４ 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４７Ｎｄｕｆｃ２３６ １ ４ ．６ １２９６６ ．０４３００４ ．４４３７３９ ． ９５ １ ３ ２ １ ７ ． １ １ １ ３ ９ ５４ ． ７５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 ００００２２３ ５４Ｎｄｕｆｂ９ １ ９３ ７ ．６４ １ ６８ Ｌ８２ １ ７２６ ．６７２ １ ２ ６ ． ５ １６２０６ ． ５ ２ ５ ８４３ ．４３

ＥＮＳＭＵＳＧ００００００４ １ ８８ １Ｎｄｕｆａ７２５６ １ ３ １２０８４ ． ５９ １ ９８３ ． ８ １２７３２ ． １ ３６９６８ ．２ 〗５ ９９ ３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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