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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靠自制“注射器”攻击人体细胞
新发现有助于研发优于抗生素的高效抗感染药物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 李山 发布时间：2010-06-17 【字号： 小  中  大 】 

德科学家首次成功揭示病菌组装致病因子运输系统的基本机制。该发现对研发比抗生素更有效的抗感染药物有

重要意义。相关研究发表在6月13日的《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杂志上。  

人体组织每天都会受到各种病原体的攻击。大多数病原体会被人体免疫系统击退。因此，要发生感染，病菌就

必须有针对性地绕过宿主的免疫系统。于是病菌生成了所谓的致病因子，并通过一个传输系统将其导出细胞膜外，

有针对性的送入宿主细胞。一些病菌，如痢疾、食物中毒、伤寒和鼠疫的病原体，发展出了一种特别的运输系统，

被命名为III型分泌系统。在电子显微镜下，这一分泌系统看起来就像一个注射器，其中注射器体嵌入在病菌细胞膜

内，针头指向外面，病菌可以利用这种纳米注射器直接将致病因子注入宿主细胞。 

此前，科学家们对这些病菌如何建立这样的纳米注射器知之甚少。现在，马克斯普朗克感染生物学研究所和生

物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联邦材料研究与测试研究院的科学家共同破解了这一注射器组装的基本机制。他

们的分析已被验证，因为研究人员已在试管中成功组装出这种注射器装置。该研究展示了蛋白质如何组装成一个空

心针：病菌在细胞内部合成蛋白质，然后通过注射器把它排到外面，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置于不断增长的针头上。

此外，科学家们还发现，在构成针的时候蛋白质会改变其空间结构。通过X光和核磁共振光谱，研究人员成功追踪了

针结构形成中每个蛋白质氨基酸的结构变化。 

该发现在研发可在感染早期阶段起作用的药物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些被称为抗感染药物的高效物质，

将可以阻止注射器的形成，以及致病因子渗透进入宿主细胞。与抗生素相比它们将有巨大的优势，因为抗生素必须

通过细胞膜进入病菌的细胞内才能发挥作用。抗生素还不能区分致病病菌和有益病菌，往往导致不良的副作用。另

外，这样的抗感染药物还能够克服不断发展的抗生素耐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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