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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6

具有舒张血管*利钠*利尿*抑制肾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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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紧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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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酮系统和抗血管平滑肌细胞及内皮细胞增殖等作用#其发挥

生物学作用主要通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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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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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血流#减少缺血再灌注损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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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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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也能通过
&6/5*

发挥扩血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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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离子通道是决定平滑肌细胞膜电位的重要因素#钾离子

通道开放导致细胞膜超极化#通过抑制
V

型钙离子通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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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可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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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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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F

能抑制
O&6

或
=5O85

IUW6

诱导的舒血管作用#本研究预先在浴液中加入
U*2

抑

制剂
_!j

后发现
O&6

的舒血管作用被明显抑制#说明
U*2

的激活参与了
O&6

的舒血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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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是一个简单且有效的鉴定细菌间遗传差异的方法'

本研究首次将
<<Q

技术应用于化脓性链球菌毒力株特异

基因的研究#以标准菌株作为对比材料#严格检测基因组
!&0

提取质量#基因组
!&0

酶切#接头连接#两轮消减杂交及两次

抑制
6*/

等反应步骤#使
4"2$"8

与
!81R"8

中共有的基因片段

得到消减#存在于
4"2$"8

中的特异基因得到特异性扩增'通

过
4

"

0

克隆技术#将两轮扩增
6*/

产物纯化后直接与
4

载体

连接#成功构建化脓性链球菌毒力株特异基因文库#并且通过

W.)

双向引物测序#与
U"9":%9N

数据库
OV0<4

比对得到了

.@

个差异基因片段#

?

个序列均与已知基因有高度的同源性#

包括了链球菌激酶*链球菌补体抑制剂*

*E%

肽酶*致热外毒素

*

*

!&0

促螺旋酶等#有
E

个未检索到同源序列#这些未知的序

列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期望对治疗化脓性链球菌感染有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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