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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突变的肌动蛋白基因;fLI转化细胞内原月JL球蛋

白的减低 灰 ìbo

细胞转化时发生的肌动蛋白的改变， 其生化基础

尚不清楚， 但有几种解释最近已被提出。在化学致瘤

物转化的人类细胞中 ， 曾检出畸变的 自-肌动蛋白 [17 71 。

造成畸变肌动蛋白的点突变被认为是变异肌动蛋白结

合成骨架减少的原因。 在裸鼠中， 也存在着在裸鼠身

上形成肿瘤的能力与变异 肌动蛋白的相关现象[l 7 7J 。

最近报道， 在 DNA 或 RNA 肿瘤病毒诱导的转化巾 ，

原肌球蛋白 (它是肌动蛋白的结合蛋白 )的表达有明显

的降低[1怀阴]。 当使用的是温度敏感的转化病毒时 ，

1 ..述这些变化也表现Ll:\是温 !支依赖隘的 [ 198J 。 应用被

温度敏感的 RSV 所转化的鸡胚成 纤维细胞的一个类

似的系统， 显示出 α-肌动蛋白的合成有温度敏感性的

降低[川]。一种有屈的可能性是原肌球蛋白和 α-肌动

蛋白 (α-isoactin )的改变地表达， 与某些其它肌动蛋白

结合蛋白的改变相协调(参阅下文)是与转化细胞内 F

肌动蛋白不同组织是有责任的。

1主堕仁译 ~I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 780 , 197--212 (1985) 何大澄校

(全泽文未完待续)

译文内参考文献可查原文

植物组织培养的次生代谢产物 V 、皂角苦(Saponin ) * 

石嫁 -~ 

近年来从植物培养细胞分离出皂角昔， 及其糖苦

配基(aglycon ) 的皂角奋配基 (Sapogenin )。其中主要

看歹IJ于表 1 。 这些研究虽未达实用阶段， 但可从其中

吾出培养细胞中产物含最正在超出亲本植物， 今后会

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人参 (Panax gi

nseng ) 产生人参皂角苦和由薯Bi 属的一万!' Dioscorea 

deltoidea 产生薯毅皂苦配基(diosgen in ) ， 本文叙述迄

今为止的研究动向和利用细胞培养的生产方法。

表 1 植物组织培养生产皂角苦的例子

华产 物 | 植 物 i 文献

薯颈皂苦配基
(diosgen in ) 

人参苦
(ginsenoside) 

prototokoronin 

是基茄碱
(soZasonin ) 

Glyeyrrhiza 
Aculeatisside 

薯 孩属
Dioscorea deltoidea 
Dioscorea tokoro 

人 参
Panax ginseng 

薯毅属
Dioscorea tokoro 

茄 · 属
SoZanum xanthocarpum 

洋甘卒
Glycyrrhija glaba L 
Solanum acuZeatissimum 

柴胡皂苦 i 柴胡属

参看本文第 2 节
Tomita 等 (1 970) p] 

参看本文第 1 节

Tomita 等 (974) [2 J 

Heble 等 (971 ) [3]

玉置等 (1 973) [4 ]
锅田等 (1 983) [5] 

(Saikosaponin) i Bupleurum falcatumL I 鱼森等 (1 974) 归]

1 .人参生产人参皂角苦(saponin)

人参是自古以来就认为具有药效， 因而需求量很

大。由于分布的局限性和栽培的困难， 长期以来成为

贵重品。 为此， 很早进行有关组织培养的研究[7 叫，

最近从愈伤组织也再分化出植株[l 2J。另一方面利用组

织培养试行生产人参 皂 角 音 ， 首 先分离 出

panaxatr j1[ I3] ， 继而又分离出人参苦 (ginsenoside ) Rb1 、

Rgl' 而且这些皂角苦类显示与原来植物体的皂角脊

完全一致[叫。改良培养基后，细胞中皂角有的含量提

*本文摘译自山田康之编著 (l 981 年 ) "植物细胞

培养?二三 7 )V"一书第 73一7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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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人参生严人参皂角誓

高到白参的 6 倍左右[叫。试行添加皂角苦生物合成的

中间体 : 3-甲基-3 ， 5-二瓷基戍酸 (mevalonic acid ) 、

法呢醇( farnesol) ， 皂角苦产量又可提高 2 倍[叫。此

外， 也研讨了大量培养， 进行了用发酵槽的各种试

验[17 - 18] 。

用细胞培养的人参皂角苦生产方法(参看图 1 ) 

①准备新鲜人参根茎部、 日十柄等(地上部分只在

4-9 月有， 此后即枯死)。充分洗涤， 用水漂洗干净。

切成易于灭菌的一定大小。 以后操作除⑩外全部在无

菌条件下进行。

②切碎的组织在 0 . 2%洁尔灭的水溶液中浸渍五

分钟后 ， 用无菌水洗涤; 以 70 % 乙醇溶液浸沾 10 秒

钟后， 再次用无菌水洗涤。

③这一组织浸入次氯酸铀溶液(有效氯浓度 2% ) 

中灭茵 20一40 分钟 ， 弃去水溶液， 用无菌水清洗。清

洗重复五次。

④将组织移入灭菌培养皿， 用自牢剖刀仔细地切

碎〈组织片若含有形成层等增殖能力强的部分，以后易

于发生愈伤组织、)。

⑤将组织片植入含有 2 ， 4-D O . l~ l. O pp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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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同人参第 1 项

~ ./' 蜡\1'f 皿

Il:f..t::主圣王一无前水

4 
E二三二fJ

4 
厂

L (( 
①愈

⑥ i液侥体t培古养 f丛战苍 (⑩1哆阜收 1集在细胞 H t-忖飞 20μ m尼龙筛~R 
街入鲜宽 2 克2'.中

pm底 t'，寸电非

500 m l叫 叩Z 二 I 二~~~! JIIî

@继 {{.培 养 ÓÌ) lt f\'[ ~ 乒
培养景件同 8 - r、，，7"

午1川 DO. I Jff~J，~ 

MS 琼脂培养基(见表 2 )，在 25"(; 、 黑暗下培养约三

周。

⑥从组织片上形成愈伤组织。

⑦愈伤组织移入含有 IBA 2 .0 ppm 、 激动素 。 .1

ppm 的 MS 琼脂培养基上培养。

⑧间隔三周，将愈伤组织进行继代培养。

⑨将愈伤组织在成分相同的液体培养基中培养

三周。

⑩收集悬浮培养细胞，将人参皂角 普定量。定

量方法参照文献[19- 21 ] 。 培养基见表 2 。

2. 用薯葡属 Dioscorea deltoidea 生产薯

葫皂苦配基(Diosgenin ) 。

皂角苦，警预素 (dioscin)一类的薯预皂昔配基是

肾上腺皮质素 (contison )等各种有用简 体激素的重要

制造原料， 主要取薯预属的块茎。 用薯损属的组织培

养以获得薯预皂音配基[ 22 ，叫， Stable 等从 D. delto-

① 种子 ， 洗净 0 

4 
|同人参第 2 项l

4 
@ì:页备灭菌

③灭的

@播种

司

Till

-⑤发芽

表 2 各种培养基的组成( mg/ I )

培养基成分 修改MS MS 

无机成分 IMS 的无机 MS 的无机
i盐类盐类

煎糖 30000 30000 
肌醇 I 5000 100 

维生素类 | 
氨钻胶紊 ( VitBI2 ) 0 .00 15 
叶酸 (VitBll ) 0 . 5 
核黄紊(VitB2 ) 0. 5 
生物素 I 1.0 
胆碱盐酸盐 I 1. 0 
泛酸铝 ! 1. 0 
磷酸ntt哆醇 (VitB6 ) I 1 .0 
盐酸口比哆辞 i - 0.5 
盐酸硫胶素(VitB 1 ) ! 1. 0 0 . 1• 1. 0 
烟跌胶 I 2 .0 
烟酸 ! 一 0.5 
甘氨酸 - 2.0 
铁类 l 

FeS04.7 H 20 27 . 8 27.8 
Na 2EDTA I 37 . 3 37 . 3 

注2 固体培养基2 加入琼脂 1 %

⑥移入烧不

图 2 用 D . deltoidea 生产薯葡皂苦配基

⑩ t吉 养 A… 埔养*'件问 8

4 
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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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a j-"j :);'~ITIJYl!l /;~ 叫出密封:皂音配基， 来分化细胞含量

多 {约为 F 在 1'10 1 %) ，分{t细 )J包含量少[HJ(薯损皂在

配基在芽等升:1乏旺盛部分合成，贮于根茎[35J)。在

D.deltoidca 培养细胞Ij:l 14C 标 i己的胆固醇显示进入薯

颈皂背配基[叫。添加胆固醉能将 薯 ]立 皂音自己基含量

提高歪iJ 2. 5%[盯]。此外，也研究了激素对薯预皂苦配

基生产的影响， 发现 2 ， 4-D最佳[叫。 D. deltoidea 细

胞增殖停止后产生薯损皂苦配基， 间歇培养时延民稳

定期可使薯琐皂昔配基的产量增加 [391 0' Tal 等将连续

培养与间歇培养结合， 主害芳:皂 音配基产量可提高到

3.8% [30J 。

用细胞培养生产薯预皂夺 配基的方法 (参吾图

2 )。

( D.: deltoid ea 种子用清洁剂洗涤， 漂洗干净，

以后进行无菌操作。

②同人参培养第②项。

③同人参培养第③项。

④将种子放入有无菌水的培养 Jm 中， 于 25"C下

培养。

⑤ 约经三星期发芽。

⑤发芽种子植入加有 2 ， 4一D 1. 0 ppm 的改良

MS j占 :宋某。每天 16 小时光照， 转速 6S r/m 旋转培

养。

@约间隔三星期进行继代培养。

⑩炕养第 25 日 ， 用 20μm 尼龙筛网收集细胞。

@然后移入加有 2 ，←D 0.1 ppm 的改良 MS 培

养基(除去族精与 IAA ) ，在与第⑨项相同的条件下培

养 10 天。

@收集细胞， 将薯芳:皂脊配基定景 ， 定量方法参

照文献l叫 ， 培养基参照表 2 。

(周荣仁译，周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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