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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立全lZjo 炭现为细胞核仁还隐约可见。 收苓

it;诱导 HL-60 细胞分化至少需持续作用 48 小

n.j以J.:， lirÎ TPA ) ~需 :3 -- - 6 小 11;]-[3 J ， RA 12 

-2 4 小 H、].[4) ， 1 ,25( OH) 2D 3 4小时便可访导 HL

-60 细胞 汁化 [ G ] 。 快苓案与 RA 等 ì1H于 齐1] 一

十 i . - -纠 ì}} J:.3:分化，细胞 (贞不依柿子药物的存

fl HIi继吹 沙化)ι弘 ‘ 民 i先 J导分化作用工J 个可逆

l~ I J(U. 'hj.,i t'1 ~ J 攻宅 ， 芮 )i~: 足半 山j 细胞分化障隅，

J( 有 ~r ~:!: J\~Y.I! ~d i_'，占i: ) J j'j(_) ( j I(J L jJj ，i 细 ij包在组织|人l 古i积

;f! ! 屉 jiEJ 等 ， j'\Iíii I:UJll~…系列临床航状。用诱 导

分化的~h 洼 〉的~ .， f~ ' !(lL :i ，~J ;立近年来 -- . :}':1 -~韧的尝

i儿 i先 -s手分化 H:) M[' 究噎 )9 1iH元 WI !l也;?化的调

控， r:- i lÎll 峭 的发病机用也提快 了有益的实验模

型。目前 . 虽然 J亚来跑多，的分化诱导齐1] 相结I~ 问

i_'-': , {li r!J 灼的的导兮化作用去fJtIÆJ1i在~:少。右斗骂:

京的 呼 ~'[n %1 .'j' 化 h';‘ t': :rý') 发现 ， _/'} "i先导剂的来il1\

_ ~; rIH~ J二在新的 阳东途径:。此外?根:苓!~ frií 手f

1111 ;il'liHJi自Li.H 胞 i抖的 . 增强机体2'1ft，疫的作用 [ lJ] ，

如果同样叮 1;) ì无导原代 J:r "\: .)f; 的白 .: lll病细胞分

化， 经临床 ilír兰'~ Jlll，实验 )r:;- ，布吁台告肘子髓东 l可

JlU. ~i:"j 人的辅助治疗 手段。

摘 要

:尔文出::.草了校苓素川人急忙阜幼粒臼，fu 州

ff8}j也系 HL-(iO 的 诱导))' 化 作用。 FþJ 12 . iJ -

100μg/ml 挟苓素处理 4 天， 50- - 80 %以上的

HL-60 纠1! JJ& ~f)E1~}if二 !!且 NBT 染料的能力。 细胞

形态及ii El H l:i 化学反应五生 :' 1).若变化。附体鸭

山、 ;主 与 1 \句 i辛苦增加，并获;与乔!哎莉.n悦目~i '1'>'1 (1斗 的力 ，

分化为 !-i气愤巨毗 ~;Y:~I刊的 。 0: 苓采访 HL-S O

细胞 分 化:指 ijj 织 竹，: FH 43 ;J'\' II 以 … L ， 说 1444j、 化

作用为不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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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离子与激素对小麦黄:化幼苗离休核转录活性的影晌

共- I~l ~毛五r i手 :f_址 .{;f}._ ~r: 

f 北京 l]Jji范~~~:院主Lj勿系 )

近年来，随J向 hi! '先 ]1段的 ;; I:I::t ， X、 : 1'0 习E i主

_. . 业 因表达 jJ: t~_~ (l\J 'çr: 安才、 : 'j 'î :pf -{ ì且 一 学的了

俐 。 j旦 司、]-t自 1匆习。 )J 6i. I}斗 j'均这一 ' iJt:~ 以及各种[犬! 东

对转录的 ì)，~ 拉达;在还了解q'J不够。目 前， 人们

普遍承认，恼'出激京刘转录有调控作用。问友

现洋jE根尖细胞核经激动京处卫一" 30 分钟后 ， LW

可看到J RNA :.I(.J ','4)]:;[IJ ; I手汗 、 豌 I:i才民主1'1织以

及梢;于 、 问}，-r~ ?J 的内休细胞校等都能在 KT来束IJ

i~J. 干. 7JII边 RNA 的 f!( .;\~[ 2 - 5 J o ~i _ ;. 山。.'\ ;主，:ì Ji . l l.可

KT J- f:无 f!i: .r 生 H.NA 合成的 f/l. ~) l-J l ~ J 。

Ca 2 + 右斗I\ :!;如 体 JFl 有不同于 民{[lJ二 f{j 肉 j立

的特殊作用 以及钙 i!可 蛋白 (CaM)的飞 JII~. 使人

们 ~，;'Ca 2 + 1烦 !岳 飞飞趣 。 目 前 Jl主 ;:'1] -~j、;: 1旧 JJ法是 :

KT: if\'k")J 紊; IAA: 叼 11~~ ，- 3- (:. i'钞 $

". t\ll ;'仪 乙J巴i Ftrf-N ， N'- Vlj 乙段 。

E(;TA.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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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卷第 1 期 细胞生 物 学 杂 志 3J 

Ca 2 + 作为细胞内功甜 i角节的第二俏皮 ， . 在:与

CaM 结合日 闪节细胞内多种酶的活性 丰i-:功能 。

在转录7J<半止 的 13 发现在动妆!组织、中 Ca 2 + 促

进 RNA 台 jJU7 -9 ]，但 也有相反的m ;草 (1 0 J 。在

植物元1 ft日 ， 立今 j王无 CaZ + 与核转求的关系的

报道。

引 1、j . 1~ :iJii:'J 迦 ， / j ~ '_).,: ~~.主 1k~，tγCa υ 与 他

物细胞机 [1'0 尽 的 元东 ， ;兰 州 KT ~j Ca?'+ I关

CaM k~专 ;JzjJ:f'二 月 1 .( J 果 .f[il[关系。 J\; 11 1 i'1~j ~j~ 况

也许 却 于扫~H Ca l
+ -ti: 1.0 物件: I Î才行 二 月'J i'jçJ }I 式!二

机恐吓j … í丘 ，主义。

材料 和方法

-、材料 萌发 3 大 Ij~" .' i '. 1 元 8 .~:;.!:小主必 化幼

苗。 选HJ 直言{已动苗能够jí卡除iq 绿纠、 的于扰， 叮外， 生;

· 年 ij<jf英东在 J见 ， :'1在 f.t> ;J /'Mfl iJH!:i去 U ;另 'I~i 较 i; 右 。

二、方法 细胞核 JltH': 、 : ' !， ftJ L!I主松 r~' ;J、 i~H)i (j(J

iYW，ι f仅 也倒俨 ~'Ì !f,j }J i 兵 1 1 1 1 0 4-f V, ~， ;i朱均 {J' 5 ;< 、 U ; .1í'0 

重复， J1'( ! L 'fij'J (i:o 

必士
:::r.., 果

激素对离休搭转录活性的影响

古 : 50-4000 μmol !L ;:川1~! 内， 分月|仨H义 IAA

1、]'KT的最近影响浓度，友 J ; ，~，不同浓度的 IAA):::_

转求的 ~0 r~ ;忖J!)主;丘 (1只 i f l iJi放呆不 lij J Jl/!:。然而在

Ji豆浓 !立 j止国内 ， Kl'的影响也应 变化很大，浓

度很{8，.; I I ;J ' ， 促进效果 I U"J .~日， 气 '. ;1 00 μmoljL ， 促进

效果最 }~， KT i~ : 1.\二纳 f3~ 附大}时， 比求 i'，i i d 反

Hü下降 (1封 1 )o ~) íOO IUTIol / L !19 KT JC3 IAA j子

HO
卢

。t

5. 0 

×
山
川
吁
民
8 2.3 
\
EBUV 

一寸古「寸柿-一寸由「

图 1 不罔浓度的((1'对小麦离休核
丰奇景活性的影响

7.5• 

6 , 2 
,...., 

毛 5.0←
× 
坦E
R 
o 
2 
、、、

里 2 .~1一
龟，

4 , 9 
~ 

4. I r-

0.0 
I\T IAA 对照

国 2 lAA、 Kl‘ 对小麦离休核

转录活性的影响

另I j;'在 JJfl于细胞陆 会人 *i元 ， :~f.!V.: 址 : JAA 仪转

)J( tr引 l jfti二6 22 % ， Kl llb点，' i1 1足 l与 lr 50 % /l e

毛 ( I茎1 2 )。

二、 Ca 2 + 对离休核特录;lÍ性酌影响

(1)不同液庶的影响 逃 r; j ò μ moJ /L 、 ;jO

μmol川d 、 500μmoljL 3 和Î I浓度的 CaClz 处理禹
体核。友现 5 1lmoJ /L 的 Ca 2 争使 出 ~;V ~j( i1;.t: 提高

了 90 % 以上。在J~.J主浓度也国内，转 手1< ì ，l;"i ' l 陀

Ca 2
+. A\度的增大而下降〈图 3 ) 。

5. 6 

'/. 3 
H 
o 

×
巡
问
「

~.9 

50μ 

\'
Z
E
ω
 

1. 6 

0.0 

周 5 不同 i衣班的 Ca2 1 对 ;r~伪。核

转运的影响

( 2 ) 统:] J.hEG1'A É~I 第~~~ 分 i;J :j lli 5 μmoljL 

Ca 2
+ + :? 5 0 μmol/L La Cl ~ >>. : ï j..t11lo I / LCa 2 + 十 1 5 0

μmoljL MEGTA 处 J~J 阿 {不枉。 ~' j ! i :'.. il: 1, C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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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IJi胞生物 ，学 杂 志

的作用 '，'::.:(;111 1 1 1 r" J.仰马!! . 制 W Ca 21
' ~KJ 仙~ ;l.1: f七月 ii肖

少...:， EGTi\ 久t J:n 月=1' ， cpm íi ' i. 乱、 二j二入.J H\: (囱<1 ) 。

7 , 6 

i . 5 

4. 4 

5 E2 门 11 n 3 . 0 

EE Z 

O. 又t.~\~

图Ij La3+ 及 EGTA 对离体核转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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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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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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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
问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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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三

ω2 .5←-

0 , 0 
川剧 C,,2 ' 盼嚷嚷 +Ca"

图 5 盼嗖Uí奈对离体核转录的影响

7.' 
亏。

• , " .~ .. 
" 

阁 6 KT + 盼略。秦对离体核转录的影响

]990 年

(3 }硝哩碟的影晌 用 5μ moljL Ca 2 + + 
1 0 0 μmoJ /L 肋哇 !嗓处理离体校 。 结尿:是: 船i摩

I漆{ifj 分:tU'，抑制 1 Ca 2 + 的作用 ( 图 5 ) 。

三 、 KT 与酣睡曝的影响

肉体核经 400μmoJ /L的 KT !c; 100 μmol/L 

的阶|噬睐同时 处坦 ， 转录 ìft 'lt 下 1:午c"J'.对!币水

习': (!可。〉。

讨 论

Ca 2 + kj 核们，向/iti {)'l ill作 )!J 1t;.1川 ;lil的浓

度/、) 5 μmol/L 。如此之低的浓度就能使中表转录;

而 't'::. ~ iJ J .~i l. t足南 (i主1 3 )， 可能是由于用用材料，为

1;j~坏的细胞浊。Peter 等 jfl 山 [lZ] ，细胞|付 Ca 2 + i农

度低于做克分子 . 细胞内):::1:丰12 通过提高 Ca2 +

浓度 平 1 -- - 1 0 IlNl \( \~ fì~被大大7[; 化。 5 μM 就在

此也 l:tl 内 ， 古来此j么!主~，J' f安 1/才 r 示: jJ; 巳 的提高

fi二}'& ;(可放的 。 !打 Ca 2 咆 I /'J ; J~dr!J ;:pj 方 IJ 制 1 1 ] H~ Ca2+ 

对付求的促进作用降低;3 'IJ 对 Jl?，{ 的 水平 ， iiù JfI 
Ca 2 斗 整 合弃1] EGTA , :lt 外 j!-il Ca2+L九十亥 内部

Ca ~ + 汗 l约1日 ， 使核 ~;;;沃 i ， : ;H: l i;在 低 J 32; ~ 。 银]

斗、11 EG丁A 的作川全占 .::1 HU IJ ] ， Ü1 2 +λ、j 核 价 ;/t过

川 (~(j í j 比 i t 竹 : )i i ，且H去 试平11 1 们 ! I J i'1~HL l_1日记不泊

:ft; 另外 ， ~iJ l Jjli核 |忖 也 占有 少 :2 门飞J Ca 2
" , 它

在转示过几l ~I_j也~作用。 为了i"~~ !J~~ .(i :. Ca 2 + 的

作用 过千五巾。 心否与 CaM ')1 二七 il入丘， HJ 一 手/11

't"j 讲i f提出扣! ;:) ';齐li一一|忻 I:J'I飞 l垛址川 :U:l IJ包忙。从结

二l 、三‘ i份 l号:睐 15仁分地 JW:l ;1j Ca 2 卡 的 ft， f! J, 使

Ca ' + Ji'] (J{世封:封二 r'j !] :JJ -( 15 % 。 虽然!飞机J]I :0:_:

石油U1L E2可以古山 ， 在~'0 求: .d .:Vl ~ 巾， Ca 2 + 

与 CaM 发且 与I~ 11'1 ;以系 ， 4和 tilfX: 系千j 且}j -f-促进

核转录洁性 。 前 /入f气i\1'

依赖于 Ca扩l泸~.l.-的蛋臼 i激f殷攻仰R陶每 [υ1 3叫l 、 NTP [l1I)lIIJ ， 而且

Ca 2 + 安与北tillli i习(ij.由与化 í '~， HJl I 5 . 1 6 J 
0 j主些发

yi~~ f:J.~ 人们在 .PJI ~L! Jik ;町 ， Ca 2~ 有J1 j 能与fi 细胞核

巾 ;虽过~ _; CaM 的杭i_iõd年m直拉 j_~\ rl ìJ f_t: J也剌激

RNA 的 合 i J;~ ç J与(门 的 ~，: jí;z !fÎ 出 I!; } lifl l Ji i~ ìIC): T 
这一ift;yi : , 

出~( f~JJ ft飞与市}I也 l比共 1; ，]处 JI; ! ,,;,\ i1~ 1 :: 的细尿很

(J J ! 何n.泣 。 KT .( H'; ;j( (I\J (lr: ìJJ: f'I: I i j 书l~: Ca M j'1{_J j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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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IJ剂百分晾吨宅:'Ë '消除。 这?是 示 我们， KT 与

Ca 2 + 手f1 CaM 有某种正袖关的联系~ Euieft [F 71 

曾有实验表明 ， CaM 抑制剂对生长 素、 细胞

激动索 、 赤害素等多种激素的作用都有影响 。 "
Saunders 和! Hepler 发现， 。M 参与葫芦夺 细

胞分裂素诱导的芽形成的过程[l B ] ? 这 粤东现

使询多人相信，通过 Ca勺 、 CaMrr调节细胞内

功能可能是植物激素的一种统「作用方式 dt秩

们的结果也表明 ， 在离 体核这 样 - 4'- 内 、合

Ca2 + 与 CaM 的细胞器内， 激动素对核内某种

生化过程的调控作用可能通过 Ca 2 + 及 CaM 进

行。 目 前， 我们对KT 及 Ca2 + 处理过的核转录

产物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 试图在分子水平上对

它们在核转录中的作用机理有进一步的了解。

摘 要

400μmoljLKT加于离休核反应液中后，核

转录活性提高了 50 %左右， 二参入系统中加入l

5 μmoljLCa 2 + ，使核转录活性k提高了 90% , Ca 2
+ 

浓度大于 500 μmol j L 时 ，产生贺效应。 La :l + 及

EGTA 明显地消除 Ca2 + 的'促进作用'0 饵调蛋

白抑制剂酷唾嚓部分地减弱 Ca~ + -的促进作用 ; . 

用酣l庭日奈和 KT 同时处理离体核， 则 KT 的促进

作用大大削弱 。 . { 

参考文献 , " 

[ 1 1 Gut tman R. 19 56~' Ohromosoma, 8: 341. 

H1.5'f, J. Biophys. Biochem . Cy tology , 3; 

1. 29 . 
[ 2 J Fankhanser , M. & Erisman n K. H. 196 9, 

Planta, 88: 332 . 
[3 J T巳rry L . Shininger et a l. , 1977 , P!ant 

phys!cal \ 59: 4 -~ . 

[4 J Roychoudhury , ' R. et a l., 196 5, Biop1tys. 

Actd, 107: 346. 
[ 5 J Matthysse, A . G.. et al 1970 , Biochim 

Biop1tys. A cta.. }99: 51 1. 
[ 6 J Klainbt . D. 1974 , Planta 118: 7- 16 0 

[ 7 ] White ， 也 B. A.、 et a l., 1981 , J . Biol. ' 
Chem， ~ 256: 594 2- 5975. 

[8 J Kaplan , ,E et a l., 1975 , Proc . Soc. Exp . 
Biol. M ed. 142: -1 87- 489. 

[ 9 ] Wu , F 飞 S . e ì- al. , 1981, J . Biol. Chem, ' 

2563 5309- 53jl L 
[lOJ J. P. Pardo et a l., 1982, F ebsle!ters 143 , 

no. 1. 
[ l1 J 赵微平等 ， 198 5 ， 北京师院学报 ， 自然科学

版第二期 73-8 0 。

[ 12 J Peter, K. H. et a1. 1985, Ann Rev . Plant 

Physiol. 36: 397- 439 . 
[l3J Sikorska , M. ，et 电1. 1980 , Biochem, Biop-

hys. Res. Commun . 93 : 1196-1 203. 
[14 J Chen , Y--R et a l., 1981 , Plant Physiol 
, 1 ‘ 2': 609- 613 . 
'[15] KQnungo, M. S . et a l., 1979, Biochem. 

Biophys. Res. COf]tr,,!un ., 8Q: 14-19. 
[ 161 kanunso, M · ,, s et a l , 1979,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 79, 103 1-1036. 
[ 17 J E lI iet , D. C . 1980, Biochem. lnternat ionaZ ; 

1: 290- 294. 
口8J Saunders, M . J. , et al. , 1983, Develop

ment ,/3 iolQgy, 99: 41-49 .. 

! 1 I 

人血小板衍生徨长因子A链(PDGF-A)反义 RNA

' ‘ 表达克隆的构建

" 
林鑫华 !李 文裕i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

人 PDGF 是人血清中主要的生长因子 ， 由

A、 B 两条多肤链以二硫银连接扭成V 1 ， A、 B

链各由不同的基因编码。 每 链基 因足 ，ssv 病

在的 V7SIS 癌基因同源， 被称之为细 胞内原

癌某因 [ 2 1 0 A 链基因的功郁尚不清楚。 一些问

叶组织和源的肿瘤细胞有 PDGF-A 链 的 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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