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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

等的表达#促进蛋白质

的折叠和降解(

.5@

)

'

Q*Z

蛋白质的合成和加工#基因组的复制

均在内质网进行(

=

)

'

Q*Z

复制子在体外培养的肝细胞内诱导

h6/

#引起
04d(

和
U/6?=

激活#促进病毒的复制(

C

)

'

Q*Z

感染体外培养的肝细胞激活非折叠蛋白质反应#引起
U/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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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化
"Td@

$

*

*Q_6

表达增加和细胞凋亡(

.-

)

'

Q*Z

感染的

<*T!

"

0#:5J60

鼠肝内#

U/6?=

和
O%F

表达增加#肝细胞出现

凋亡症状(

..

)

'

U/6?=

激活与肝细胞癌发生密切相关(

.@

)

'在

持续性感染
Q*Z

患者肝内#

04d5(

*

T/S.

和
6S/+

激活#活

性氧和
&d5

%

O

水平升高(

.)5.,

)

#显示在患者体内非折叠蛋白质

反应和内质网超负荷反应被诱导'与
&<,O

在宫颈癌细胞

Q"V%

的持续表达和肝细胞
QJ3?

的过表达类似(

)5,

)

'本研究

发现
&<,O

在肝细胞
Q"

'

U@

的持续表达也能诱导
eO6.K/5

&0

剪接*

U/6?=

和
eO6.

启动子激活'这些结果揭示
&<,O

在
Q*Z

诱导的
h6/

*

Q*Z

复制及致癌作用中可能发挥重要

作用'

蛋白质如一些病毒蛋白在内质网的过度积累会导致
*%

@g

从内质网释放#释放出来的
*%

@g 进一步引起
&d5

%

O

激活(

.

)

'

表
@

显示
&<,O

在肝细胞
Q"

'

U@

的持续表达引起
&d5

%

O

激

活#并且这种激活依赖
*%

@g 信号#说明
&<,O

肝细胞
Q"

'

U@

的持续表达也能激活内质网应激反应的
S_/

信号通路'

&d5

%

O

可启动众多基因转录#直接参与多种人类疾病如炎症和癌

症的形成发展 (

.E

)

'本研究发现
&<,O

激活肝细胞
&d5

%

O

揭

示
&<,O

可能在
Q*Z

感染引起的炎症与癌症中发挥一定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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