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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可靠，既可筛选 !"#$%，又可直接作为 !"#$% 使

用& 质粒表达载体在细胞内直接转录 !"#$%，方法经

济、易操作，可建立稳定表达 !"#$% 的细胞克隆，延

长 #$% 干涉效应［’］& 实验结果表明，不同序列和结

构的 !"#$% 所介导的基因敲出，效率和特异性差异

明显& 我们根据 !"#$% 设计特定规则［()］，采用了一

个载体编码 * 个 !"#$% 的方法，采用体外化学合成

两段 +,- 基因特异性的 !"#$% 的寡核苷酸片段，构

建了 . 个能够稳定表达 !"#$% 的 ,/010!234(4+,-4
!"#$% 重组质粒，将其转染 5678. 卵巢癌细胞，用

/9(: 筛选出稳定的细胞克隆& . 组细胞克隆中，+,-
的表达均受到一定的抑制& 其中以 ;< ==/>=%>=>4
>/%/%%>%>= .< 和 ;< =///=>/>%/==%//%/%%
.<组合产生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多个表达盒构建于

一个载体上，能够转录出多种不同的短发夹型结构的

小 #$%，简单而可靠，但可能存在启动子抑制现象或

基因重排& 这种抑制作用和重排不是绝对的，有时染

色质结构的改变也会导致两个启动子同时高效转录&
通过多方筛选，可得到较好的组合&

研究结果表明，!"#$% 抑制作用和抑制效率具

有片段特异性& 一个载体编码同一基因的多个 !"#4
$% 或编码多个基因的 !"#$%，产生增效的或不同作

用的 #$% 干涉功能将成为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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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我院 *))( ^ *)). 年口腔门诊以口臭为主诉的

患者 *R[（男 (;(，女 ((R）例，年龄 (( a R) 岁& 通过临床检查

询问病史，对由口腔局部因素、全身因素以及系统疾病的原因

所致的口臭进行分析之后，针对由口腔局部疾患引起的口臭

再进一步查找，详细检查患者有无口腔黏膜疾患、牙周疾患、

残根残冠情况、舌苔的厚度、有无不良修复体、是否有口腔癌

肿等局部因素，以及它们与口臭的关系（表 (，*）&

表 (_ 口臭患者 *R[ 例的致病原因 ［"（b ）］

性别 口腔疾病 消化疾病 呼吸疾病 鼻咽疾病 精神因素 其他

男 (.)（9:& [） ;（(& ’） 9（(& ;） [（*& R） *（)& :） .（(& (）

女 ’:（.R& [） 9（(& ;） .（(& (） 9（(& ;） .（(& (） 9（(& ;）

合计 **:（:;& 9） ’（.& 9） [（*& R） ((（9& (） ;（(& ’） [（*& R）

表 *_ 口腔局部疾患所致口臭的原因 ［"（b ）］

性别 牙周疾病 残根残冠 舌及黏膜疾病 不良修复体 癌肿

男 [:（.9& *） ([（[& ;） (:（[& ’） ((（9& :） 9（(& :）

女 ;R（*9& R） (*（;& .） *(（’& *） :（.& ;） .（(& .）

合计 (.9（;:& :） *’（(*& [） .’（([& (） (’（:& .） [（.& (）

!% 讨论% 患有系统疾病或口腔疾病时，会产生口臭& 口腔疾

病所致口臭占门诊求治的 :;& 9b ，主要是细菌分解腐败坏死

后产生挥发性硫成分引起［(］，常见的是牙周病引起的口臭［*］，

经口腔科治疗，多数口臭是可以消失的，若是系统疾病或精神

因素所致，则需相关科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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