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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所合作研究揭示四膜虫交配型决定分子机制

  文章来源：水生生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03-28 【字号： 小  中  大 】 

3月26日，PLoS Biology以封面文章发表了题为Selecting One of Several Mating Types through Gene 

Segment Joining and Deletion in Tetrahymena thermophila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成果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原生动物功能基因组学学科组缪炜研究员等人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Orias教授实验室合作完成。 

单细胞真核生物通常是通过无性生殖方式进行繁殖的，但其生活史中一般都存在有性生殖阶段，以此来增加遗

传多样性以适应多变的环境。1937年，Sonneborn首先在草履虫(Paramecium Aurelia)中发现了形态上无法区分但能

够通过自我/非自我(self/non-self)识别方式进行有性生殖的交配型系统，随后该系统被证实广泛存在于从细菌到

单细胞真核生物的各种微生物类群中。 

嗜热四膜虫(Tetrahymena thermophila)是一种优良的单细胞真核模式生物。1953年，Nanney教授首次对嗜热四

膜虫交配型进行了描述，鉴定出具有7种不同的交配型，这为后来利用嗜热四膜虫的有性生殖建立成熟的基因操作技

术并将其发展为模式生物奠定了重要基础。1954至1960年间，Orias作为Nanney教授的博士生开始了四膜虫交配型的

研究。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嗜热四膜虫交配型决定的分子基础和机制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成为困扰四膜

虫研究领域的一大难题。 

2011年，缪炜研究团队通过对不同交配型嗜热四膜虫在饥饿早期的转录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精确预测出了嗜

热四膜虫的交配型决定基因：一对“头对头”的基因对。之后通过和Orias教授的深入合作，最终揭示了嗜热四膜虫

交配型决定的分子机制：包括所有交配型决定基因对单元的嗜热四膜虫小核，在有性生殖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程

序化DNA重排，发育成只含有一个交配型决定基因对单元的大核。 

该研究成果不仅揭示了纤毛类原生动物交配型决定的机制，还对于性别决定和起源进化、细胞自我/非自我识

别、肿瘤/癌症发生相关的DNA重排机制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PLoS Biology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Mating Type Determination in Tetrahymena: Last Man Standing，对该研

究成果进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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