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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毒感染及旁分泌的干扰素的

诱导而表达#进而结合并干扰了真核细胞翻译起始因子的活

性#因而抑制病毒颗粒的组装#是真核细胞一种内在的抵御病

毒感染的途径'

)E'

(

)但
!"!#$

并非只因病毒而激活#

U5.K,2,.

等'

Z

(以细菌
VFB

刺激
)#)

细胞#也获得了
!"!#$

的迅速高表

达)白细胞介素
E$

*视黄酸同样可诱导细胞高表达
!"!#$

'

H

(

)

而本文观察到实验性严重创伤早期
!"!#$

的表达也迅速升

高'

*

(

)在烧伤早期小鼠中#

!"!#$

在肝*脾*肺脏等的转录迅速

激活#

PDQC

及蛋白分子水平在正常对照小鼠很低或不能检

出#伤后则明显提高#并持续数天至
$

周%颅脑冲击伤小鼠伤后

早期的多脏器观察中#也发现
!"!#$PDQC

水平的类似变化)

严重创伤继发炎症反应#细胞暴露于高炎性介质刺激下#

!"!#$

此时的迅速表达#表明高炎性介质应激#也可诱导
!"!#$

表

达'

GE$'

(

)预示
!"!#$

不仅是病毒感染应激分子%除抵御病毒感

染机制外#该分子可能具有其他的功能)

为进行
!"!#$

的功能研究#作者首先希望得到
!"!#$

的可

溶性分子#籍此进行亲和分子的筛选#借
!"!#$

结合靶蛋白功

能的指向#寻找进一步功能研究的线索)对于细菌而言#重组

质粒编码蛋白为外源性蛋白#虽然在细菌内能正确编码#但能

否正确折叠而形成可溶性功能蛋白#常不能事先预料#一旦不

能正确形成二*三级结构#疏水基团外露即会凝聚沉淀#而形成

细菌包涵体)作者前期构建了以
TB#

作为担体的原核融合表

达质粒
-

TSWE'#E!"!#$

#尽管实现了重组融合蛋白
TB#E!"E

!#$

的原核表达#但几乎均为包涵体蛋白$结果未列出&#没有

可溶性蛋白出现#无法进行后续实验的研究)随后改用
1:F

作为担体#构建原核融合表达质粒
-

1CVE9%WE!"!#$

#结果表

明原核表达的重组蛋白
1:FE!"!#$

#不仅有可溶性表达#而且

表达量丰富#接近总量的
Z(Y

#因此#利于亲和纯化#用作抗

原#制备针对天然蛋白的高特异性抗体'

$Z

(

#进行
!"!#$

的免疫

分析等)进一步以其为诱饵#体外筛选结合靶分子#根据结合

靶分子探明
!"!#$

的功能)

重组分子+++麦芽糖结合蛋白融合
!"!#$

$

1:FE!"!#$

&

在适当诱导条件下可实现较丰富的原核可溶性表达#为进一步

的蛋白结合分析及免疫分析提供了材料及方法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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