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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凝集蛋白执行不同功能所需浓度不同 

凝集蛋白能够确保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新复制的染色体结合在一起，然后准确地进行分裂，以及

在DNA受到损伤时能够有效地对其进行修复。 

来自卡内基研究所的科学家首次发现，凝集蛋白在执行不同的功能时所需的浓度是不同的。这个发现

就有助于解释某些发育疾病，比如说Cornelia de Lange综合征和罗伯茨综合征是如何在不影响对发

育非常关键的细胞分裂的情况下出现的。这项研究也因为科学家为真核细胞研发的一项新技术而得以

顺利进行，这项新技术使得科学家能够逐渐减少活细胞内的蛋白质浓度。 

这篇文章发表在5月6日的《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在线版上，也将发表在《当代生物

学》5月25日的印刷版上。这项研究为更好地了解发育疾病和研究其它具有多种功能的蛋白质打开了

大门。 

“最大惊喜之一是，我们认为凝集蛋白的主要作用是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将新复制的染色体结合在一

起，但是我们却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只需要少量的凝集蛋白。”卡内基研究所胚胎学系的Jill 

Heidinger-Pauli表示，他也是该文章的主要作者。 

细胞的生命周期具有四个阶段：生长、合成、增长和有丝分裂。在合成阶段，细胞核内的DNA进行复

制，然后生成两条相同的子染色体，称为姐妹染色单体。这两条姐妹染色单体在细胞分裂之前都必须

连接在一起。有丝分裂发生在细胞周期的最后一步，在这个阶段，染色体会发生凝集，形成纤维结构

纺锤体。凝集蛋白必须保持姐妹染色单体准确地结合在一起，直至纺锤体将它们分别拉向细胞的两

侧。然后这个细胞被分成两个在遗传上相同的细胞。凝集蛋白在除细胞分裂外的其它进程中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凝集蛋白在DNA凝集和DNA损伤修复中都起着关键作用。凝集蛋白通过将姐妹染色单体黏

合在一起而有效地促进了DNA修复，因此，如果一条姐妹染色单体的DNA受到损伤了，那么另一条可

以作为一个模板来对受损姐妹染色单体进行修复。这对防止遗传信息的丢失是非常关键的。 

为了检测在这些不同的进程中需要多少凝集蛋白，研究人员利用一种遗传方法使一个终止密码子能够

偶尔编码一个氨基酸。一个密码子由三个DNA碱基组成，有些能够编码成一个特定的氨基酸，有些却

是会停止DNA序列的翻译。如果翻译过程因为一个终止密码子的插入而过早地停止了，那么一个具有

完全功能的蛋白质就不能形成。研究人员在能够编码凝集蛋白的DNA序列中插入了一个或多个终止密

码子。通常这会导致细胞的死亡，但是研究人员也在细胞内插入了另一个称为SUP53的突变体，这就

导致能够偶尔地产生全长凝集蛋白。 

这个方法造成了凝集蛋白产量的减少，但是并没有改变凝集蛋白形成的时间和它的氨基酸序列。 

“我们发现，DNA修复、染色体凝集、DNA重复序列的稳定性都因为凝集力降到正常水平的30%而受

到影响。”Heidinger-Pauli表示。有趣的是，姐妹染色单体的结合以及染色体的分离并没有受到影

响，即使该水平降到了正常水平的13%。我们还研究了凝集蛋白数量的减少是如何改变它与染色体的

相互作用的。正常情况下，凝集蛋白能够与染色体的整个区域结合，但是我们发现，细胞在仅有少量

凝集蛋白的情况下，凝集蛋白优先与染色体的中心结合。在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存在这样的层次体

系，而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凝集蛋白的功能更具有影响力。 

 

原文检索：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0/05/1005061217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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