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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螺旋藻胞内核酸酶活性的研究

柯珍恋 徐 虹 章 军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与肿瘤细胞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厦门

提要 螺旋藻细胞内较高的胞内核酸酶活性是外源基因转化螺旋藻的主要障碍 ∀以供体质

粒 ∞ × ≥ 为酶消化底物 通过多种方法处理螺旋藻细胞 然后检测其胞内核酸酶粗提液对

∞ × ≥ 的降解作用 结果表明 以上的 ∞⁄× 处理 或无 螺旋藻培养基培养

以上 都可使处于对数生长期的螺旋藻胞内核酸酶活性显著降低 低于 ε 如 ε 培

养也可降低螺旋藻的胞内核酸酶活性 ∀根据实验结果 建议在螺旋藻转化前 开始低温 !无

培养 转化前 提高培养基中 ∞⁄× 的浓度至 就能获得胞内核酸酶活性极低

的受体藻 有利于外源基因的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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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是众所周知的优良天然营养源 由于其

基因组结构简单便于遗传操作 !对外源蛋白的容受力

高 !繁殖迅速 !再生快 !培养条件简单 !成本低廉等诸

多优点而使其成为极具潜力的基因工程受体藻 ∀但

是 尽管有不少研究者在螺旋藻基因工程方面开展了

大量的工作 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其进展依然缓

慢 ∀其主要原因目前尚不很清楚 但许多研究者认为

螺旋藻细胞内存在丰富的高活性核酸酶 能阻止外源

⁄ 的转入和整合 ∀对螺旋藻来说 这是一种自我保

护机制 能防止外源 ⁄ 的侵入 ∀但对研究者而言

这却成了螺旋藻基因转化的一个巨大障碍 ≈ ∀要成功

建立螺旋藻的转化与表达体系 实现外源基因在螺旋

藻中的稳定和高效表达 就必须克服螺旋藻胞内高活

性核酸酶的障碍 ∀ ≤ 等 ≈ 和茅云翔等 ≈ 先后报道用

无 的 ∏ 培养基培养螺旋藻或用 ∞⁄× 处理

等方法 均能大大降低其胞内和胞外 ⁄ 活性 ∀本

实验室也通过对多种处理条件的探索 发现适当的处

理 如低温 !无 的 ∏ 培养基培养或 ∞⁄× 处

理等 均可降低螺旋藻对供体质粒 ∞ × ≥ 的降解作

用 从而使外源基因的转化障碍得以克服 为以后利

用该质粒对螺旋藻的转化奠定基础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螺旋藻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程兆第教授提供

质粒 ∞ × ≥ 由本实验室构建

培养基 ∏ ∏
≈ ∀

方法

螺旋藻的培养 在 ε 光照强度为

¬的条件下培养 ∀

胞内核酸酶活性的检测方法 螺旋藻

胞内核酸酶粗提液的制备 取 螺旋藻藻液 低速

离心 收集 用不含 ∞⁄× 的

∏ 培养基洗涤 次 以排除胞外酶活性的影响

重悬藻体于 无 ∞⁄× 的 ∏ 培养基中 冰浴

超声波破碎藻体 输出功率 • 约 离心 取

上清液备用 ∀

酶切检测胞内核酸酶活性 取上面制备的螺旋藻

胞内酶粗提液 Λ 加入 ∞ × ≥ 混匀 ε

温浴 后 电泳检测 ∀

抑制螺旋藻胞内核酸酶活性的方法

∞⁄× 处理 取对数生长期的螺旋藻藻液 加入 ∞⁄2

× 使其终浓度分别为 正常培养

条件下培养 后 按上述方法检测胞内核酸酶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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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 培养基处理 取对数生长期的螺旋藻藻

液 低速离心 收集 重悬于不含

≥ 的 ∏ 培养基中 分别培养 后取

藻液检测螺旋藻胞内核酸酶活性 ∀

低温处理 按 接种量接种对数生长期的螺

旋藻 组 分别置于 ε 培养 藻体生长至对

数生长期时检测螺旋藻胞内核酸酶活性 ∀

结果与分析

螺旋藻胞内核酸酶活性的检测

从图 可以看出 未经任何处理的钝顶螺旋藻胞

内核酸酶粗提液对供体质粒 ∞ × ≥ 有明显的降解

作用 如用这样的藻细胞作为受体进行转化 外源基

因极易被其核酸酶降解 不可能在细胞质中稳定存在

和表达 ∀早期的实验中 用正常培养条件下 !未经任何

预处理的螺旋藻作为转化受体材料 分别探索了包括

自然转化 ! 超声转化和电击转化在内的多种转化方

法 都不能获得成功 这也说明 螺旋藻胞内核酸酶对

供体质粒的降解是螺旋藻难以转入外源基因的一个

重要原因 ∀除了使用质粒 ∞ × ≥ 外 作者还使用了

其它几种与 ∞ × ≥ 质粒 ⁄ 序列差异显著的质粒

如 ∞ × ! ! 等作了相同的检测 均得到类似

的被降解的结果 数据未列出 ∀

∞⁄× 对螺旋藻胞内核酸酶的抑制作用

由于 ∞⁄× 是一种很强的金属螯合剂 对生物体

内需金属离子的酶 如核酸酶 活性具有普遍的抑制

效应 所以本文设计了一组含不同浓度 ∞⁄× 的培养

液对螺旋藻进行预处理 ∀实验结果表明 的

∞⁄× 处理 就可对螺旋藻的胞内核酸酶活性起

到较强的抑制作用 随浓度的增加 ∞⁄× 的抑制作用

加强 图 当 ∞⁄× 处理时间延长至 时

以上浓度的 ∞⁄× 能完全抑制胞内核酸酶对

质粒的降解作用 图 而 的 ∞⁄× 无

论是对螺旋藻处理 还是 均不能抑制其细胞

内核酸酶的活性 ∀另外 在作者的后续实验中发现 高

浓度的 ∞⁄× 会影响螺旋藻转化后的生长状况 使藻

体生长变缓 颜色发黄 故建议一般不使用过高浓度

的 ∞⁄× 处理用于转化的受体螺旋藻 ∀

无镁培养基处理对螺旋藻胞内核酸酶

的抑制作用

将正常培养条件下生长到对数期的螺旋藻转入

不含镁的 ∏ 培养基中继续培养 结果发现 培养

基中 的缺乏 使胞内核酸酶对供体 ⁄ 的降解

作用受到明显的影响 ∀取在此培养基中培养 的

螺旋藻检测其胞内核酸酶活性 发现质粒仍被降解

培养时间延长到 时 胞内核酸酶活性降低 质粒

降解不完全 培养 后 大部分的质粒 ⁄ 没有被

降解 仍保持完整 说明螺旋藻在无 培养 后

其胞内核酸酶的活性已经大大降低 图 ∀

降低螺旋藻培养温度对胞内核酸酶的

抑制效应

螺旋藻最适培养温度为 ε 在低于最适温度

的培养条件下培养后 其胞内核酸酶粗提液对质粒的

降解程度有所降低 图 虽然其抑制效果不显著

但相对于 ∞⁄× 和无镁处理 降低培养温度是一种较

为温和的作用方式 ∀后续的观察发现 ∞⁄× 或无镁培

养基处理过度的螺旋藻均在处理后的培养过程中表

现出生长不好的状况 严重时藻细胞出现不同程度的

发黄甚至死亡 ∀而降低培养温度 虽然会使螺旋藻的生

长速度减慢 但藻的生长状态却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 ∀

讨论

外源基因是否能导入螺旋藻细胞并在其内稳定

遗传和表达 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 ∀现在普遍

认为 螺旋藻遗传转化之所以难以成功 与其胞内高

活性核酸酶有关 ∀螺旋藻细胞中所含核酸酶包括高活

性的核酸外切酶和种类丰富的限制性内切酶 其中已

图 螺旋藻胞内核酸酶对转化供体质粒 ∞ × ≥

的降解作用

ƒ ⁄ ∞ × ≥ ∏ ∏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质粒 ∞ × ≥ 对照 ε 温浴 ∞ × ≥ 与螺旋藻胞内核

酸酶粗提液混合 ε 温浴 ∀

Λ ∞ × ≥ Λ Λ

∞ × ≥ Λ ∏ ∏ ∏ ∏2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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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处理后螺旋藻胞内核酸酶对 ∞ × ≥ 的降解作用

ƒ ∞ ∞⁄× √ ∏ ∏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 × ≥ ∏

∞⁄× 处理螺旋藻 后 螺旋藻胞内核酸酶对供体质粒 ∞ × ≥ 的降解情况 ∞⁄× 处理螺旋藻 后 螺旋藻胞内核酸酶对供

体质粒 ∞ × ≥ 的降解情况 ∀

∞ × ≥ 正常培养条件下 含 ∞⁄× ∞⁄× 处理 ∞⁄× 处理 ∞⁄× 处理

∞⁄× 处理 ∞⁄× 处理 ∀

Λ ∞ × ≥ ∗ Λ ∞ × ≥ Λ ∏ ∏ ∏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 ∞⁄× √

图 无镁培养后螺旋藻胞内核酸酶对 ∞ × ≥ 的降解情况

ƒ ∞ 2 ∏ √ ∏ ∏

∏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 × ≥ ∏

质粒 ∞ × ≥ 对照 正常培养条件 无镁处理 无

镁处理 无镁处理

Λ ∞ × ≥ ∗ Λ ∞ × ≥ Λ

∏ ∏ ∏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 ∏2

∏ 2 ∏ ∏ √

图 不同温度下螺旋藻胞内核酸酶粗提液对 ∞ × ≥ 的

降解情况

ƒ ∞ ∏ √

∏ ∏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 × ≥ ∏

质粒 ∞ × ≥ 对照 ε 培养 ε 培养 正常培养条

件 ε

Λ ∞ × ≥ ∗ Λ ∞ × ≥ Λ

∏ ∏ ∏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 ∏2

∏ ∏ ε √

经得到鉴定的内切酶就有 种 ≥ ! ≥ ! ≥

!≥ 它们分别是 × !°√ !°√ !

的同裂酶 在 ∗ ε 均保持较高的内切酶活性 ≈ ∀

这些高活性的核酸酶与螺旋藻细胞防御外源 ⁄ 入

侵 保护自身基因组稳定性密切相关 是一种防御性

机制 ∀但这同时也成为螺旋藻遗传转化的一大障碍 ∀

为了实现外源基因在螺旋藻细胞中的稳定转化 就必

须降低其胞内核酸酶活性 为此作者设计了本实验以

便为螺旋藻遗传转化提供相关参数 ∀

本文的研究表明 在没有对螺旋藻藻体进行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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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处理之前 螺旋藻胞内核酸酶粗提液可以迅速地降解

供体质粒 这是外源 ⁄ 导入螺旋藻细胞并在其内

稳定遗传和表达的限制因子 ∀ ≤ 等 ≈ 发现用无

的 ∏培养基培养螺旋藻 能大大降低其胞内和胞

外⁄ 活性 ∀茅云翔等人用 ∞⁄× 预培养的方法显

著抑制了螺旋藻胞内核酸酶活性 并通过电激转化法

实现了氯霉素抗性基因在螺旋藻细胞内的表达 ≈ ∀本

文通过对多种处理条件的探索 也证明适当的处理

如无 的 ∏ 培养基培养 ! ∞⁄× 或低温预培养

等 均可降低螺旋藻对供体质粒的降解作用 从而使外

源基因能顺利 !稳定地整合到染色体上 另文发表 ∀基

因整合平台系统和穿梭质粒系统是在蓝藻基因工程

中应用最多的两类转化系统 ∀在螺旋藻这样高核酸酶

活性的受体细胞中 即使对受体藻进行转化前的处理

也只能暂时抑制其胞内核酸酶活性 一旦回到正常的

培养条件 核酸酶活性不再受抑制而恢复高活性状

态 ∀即使穿梭质粒能暂时转入到螺旋藻细胞内 也将

由于质粒本身的内切酶位点和外源 ⁄ 序列而被螺

旋藻识别降解 不可能稳定传代 并且在螺旋藻细胞

中也未发现有内源质粒的存在 因此 在螺旋藻遗传转

化中不宜采用穿梭质粒载体系统 ∀而依据同源重组机

制 将外源基因整合到螺旋藻染色体上 是使外源基因

在螺旋藻细胞中稳定遗传和表达的最好方式 ∀综上所

述 在外源基因转化螺旋藻的研究中建议采用基因整

合平台系统 并在转化前后进行适当物理或化学处

理 ∀根据作者的实验结果 在转化前 开始低温 !无

培养 转化前 提高培养基中 ∞⁄× 的浓度至

就能获得胞内核酸酶活性极低的受体藻

从而有利于外源基因的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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