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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粉虫@%$%9*#(3(,#2(*4P抗冻蛋白基因家族有多个成员!其氨基酸数量和蛋白结构存在差异& 尽管有报
道发现冷驯化后这些抗冻蛋白的表达量会升高!但不同家族成员是否存在功能分化尚不清楚& 本研究中!检测了
冷驯化对低温死亡率的效应和对不同类型的抗冻蛋白家族成员基因表达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冷驯化可以显著
降低黄粉虫幼虫的低温死亡率和提高不同类型抗冻蛋白基因的表达量& 其中!长的抗冻蛋白和低温死亡率的相
关关系最为明显& 说明不同的抗冻蛋白家族成员的功能有明显的分化!为进一步理解抗冻蛋白的活性和利用抗
冻蛋白提供了新的认识&
关键词!系统树! 驯化! 基因表达! 死亡率! 实时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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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冻蛋白"61>9@H00J0AH?>091=!-/X#是一类具
有热滞活性的蛋白!属于一个大的基因家族& 目
前!已从多种节肢动物中分离到抗冻蛋白!例如蜘
蛛 " 5̂=MF61C U6E;6H96==01! $&Y##’螨类 "QB?ER
61C d5O61! $&Y&#’蜈蚣 "S5H=O61 61C d5O61!
$&&(#’蛾类 "SF=;01R?%2+,P! $&&*# 以及甲虫
"LH6;6O%2+,P! $&&*#等& 昆虫中的抗冻蛋白与
其它生物相比!活性是最高的 "j9661C d6I90=!

"##"#& LH6;6O等"$&&*#从黄粉甲幼虫中分离的
抗冻蛋白在 $ O2w4的浓度下可以达到 ([(\的热
滞活性& 抗冻蛋白家族成员的活性往往与它们的
保守片段长度是成正相关的 "40916B6%2+,P!
"##"#& 但是!抗冻蛋白不同家族成员的功能是否
有分化!目前尚不清楚&

黄粉虫@%$%9*#(3(,#2(*4P抗冻蛋白基因家族
拥有大量的成员& 以往的研究发现黄粉虫抗冻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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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表达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温度’虫
龄’光周期’湿度’饥饿"LH6;6O%2+,P! "####& 在
本研究中!作者选定 ’ 个不同长度的抗冻蛋白基
因-/$)#%&%’-/$)#%&) 及-/$)#%&* "49?5 %2+,P!
$&&&#经冷驯化后进行表达量的测定!来探讨抗冻
蛋白家族中不同成员基因表达量与耐寒性之间的
关系&

9:材料与方法
9K9:试验昆虫

黄粉虫"购自山东#饲喂在温度""( {$#\!相
对湿度 )#Z {(Z!完全黑暗的条件下!采用麦麸
进行饲养!每周喂养 $ 次胡萝卜补充水分&

9K;:主要试剂
db-胶回收试剂盒为百泰克"Q9?>0R0#生物

公司产品!S6c 酶’CbSX’8384T反转录酶’db-
O6HR0H及 A8d$Y3S载体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
有限公司"S6_6V6#!引物合成和 db-测序由华
大基因公司完成!感受态细胞菌种 d̂ ( 来自上海
生工公司! 智能人工气候箱"宁波海曙赛福实验
仪 器 厂 #! 低 温 处 理 用 的 是 AH?2H6OO6MB0
>0OA0H6>5H0E?1>H?BB0H"X?BF:E901E0# ! Vb-提取用
的是t<-LDb公司的 Vb06=F8919_9>&

9K@:实验方法
9K@K9:冷驯化处理!取样时间为喂食胡萝卜后
’ C!选取虫体重量在"$&# {$##O2的个体& 在
%\黑暗的环境下!驯养 %’Y’$)’"% C!然后在
+$$\条件下处理 "% ;!关闭机器 $" ; 后取出试
虫!计算虫体死亡率& 每个处理 ( 个平行组!每组
(# 头幼虫& 取部分经过 %\驯化的试虫每组取 (
头放入液氮中供 Vb-提取!其余的在 +$$\低温
处理器处理 "% ;后计算其死亡率&
9K@K;:黄粉虫 DV6提取!分别取 K_和 %’Y’
$) C试虫提取总 Vb-!将试虫置于研钵中并加入
液氮!待研钵中液氮不再剧烈沸腾时进行研磨!研
磨过程要迅速& 使用Vb06=F8919_9>"t<-LDb#!
按照说明书操作进行提取& 提取完成后!测量记
录 Vb-的提取浓度& 使用 8384T反转录系统
"XH?O026#!将 " (2的Vb-反转录为 Edb-!可用
于普通XKV或定量 XKV"cXKV#&
9K@K@:选取的序列#引物设计及定量程序!选取
-/$)#%&*’-/$)#%&)’-/$)#%&%!分别设计定量引

物$ /$ SS-K-KSLKS-K--K-SLS-KS--KSK-!
V$ LSSSS-LKSS-L-S--L--K-LSSSSLS+ /"
L---KSLS--S-K-LKK-SL-KLSL! V" SS3
S-LKSS-L-KS-SKKKSKKLSL+/’ -L-KSLSSSS3
L--LKK--K-K-SL! V’ -L-SKLL-S-K--S-3
K-L-LSSSS--KS+黄粉虫 $Y=定量引物上游引
物$SK-L-S-KKLKKKS-LSSKS--KK!下游引物$
KLSK--SSKKSSS--LSSSK-LKS& 在黄粉虫 Ed3
b-中进行扩增!使用 X-LD胶进行检测& 胶回收
后进行连接转化!选取 % 个摇菌!送华大基因测序
验证& 定量仪器为 8m’### "美国 :>H6>62010生
产#!定量程序为 &(\ ’ O91+解链 &(\ ’# =!退火
(Y\ ’# =!延伸 )Y\ ’# =!%# 个循环&

9KA:数据处理与分析
KB5=>6B‘"[#[$" 软件用来序列的比对& 利用

8DL-( 软 件! 用 邻 近 法 " >;0 1092;M?5H3
G?91912O0>;?C#构建抗冻蛋白的进化树& 死亡率和
基因相对表达量的显著性分析利用 :A6==软件中
>5R0F多重比较方法进行&

;:结果与分析
图 $ 是对应基因氨基酸的序列比较!可以清

楚地看到保守序列典型的由 $" 个氨基酸"灰色标
记# SKSm:mmKmm-m"m代表任意氨基酸#组成
的连续重复片段!这是拟步甲科昆虫抗冻蛋白所
特有的结构基序& 除了缺失序列!整个比较的氨
基酸都表现出高度的近似性!将这些氨基酸序列
按连续重复片段的多少分为 ’ 类!最长的是
-/$)#%&*! 中 等 的 为 -/$)#%&)’ -/$(&$$Y’
dt""&$"%!其余的则较短& 从图 " 中可以看出!基
因 -/$)#%&* " $%Y 66#’ -/$)#%&) " $"% 66#’
-/$)#%&%"$$" 66#!位于进化树不同分枝!从进化
角度上来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些蛋白的基
本功能都是相似的!氨基酸序列的缺失及进化树
中处于不同分枝!说明它们在蛋白的活性上存在
差异!或者在相应基因表达量上应该存在着差异&

在不同的冷驯化时间下!低温处理后的黄粉
虫的死亡率呈逐渐下降趋势!其中除了处理 $) 和
"% C的幼虫死亡率没有明显差异外其他处理均存
在显著性差异 "7�#[#(#& 处理 $) C后死亡率降
至 $*Z!大约为对照的 #["( 倍& 而 "% C的低温驯
化处理使死亡率降至 $’Z!但与 $) C 的死亡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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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目前在VJ\"数据库中获得的黄粉虫全长抗冻蛋白#DV6碱基序列对应氨基酸序列的 J,5(’%,_分析
<0+=9:J)#$%/0()1)*’23&5//31’%#01) %&04(3W531&3)*>242?"’# /#(’0#"%1’0*/33Z3

$/)’301)-’%0134*5,,#DV6,31+’201’23VJ\"-8 J,5(’%,_
灰色标记区域是所列抗冻蛋白氨基酸保守区存在缺失的区域&

LH6FO6HR0C 6H069=>;0O9==912E?1=0HI0C 6O91?6E9C H029?1 ?@61>9@H00J0AH?>091=B9=>0C 91 >;00k9=>01E0P

显著性差异 "图 ’#&
黄粉虫体内 ’ 个基因的基因相对表达量在

%\驯化后!基因表达量都明显高于对照的基因表
达量& -/$)#%&% 基因在低温驯化后!所有的时间
点都高于对照处理 " 倍& -/$)#%&) 基因在 % C 取
样点的表达量可以达到对照处理的 % 倍& 而
-/$)#%&* 则一直表现出高于对照 $# 倍&

在处理的过程中各个基因的表达量变化趋势
不同"图 %#& 例如 -/$)#%&) 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趋势!-/$)#%&*!-/$)#%&%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说
明当驯化时间延长时!基因 -/$)#%&*!-/$)#%&%
升为主导基因& 另外!’ 个基因在相同时间取样
点!基因-/$)#%&% 在黄粉虫体内的表达量在每一

个处理取样点都是最高的& 在趋势上!最短的和
最长的基因都表现出增长的趋势& 然而!中等长
度的基因-/$)#%&) 在短暂上升后!表现出下降的
趋势&

作者分析了低温处理后的死亡率与抗冻蛋白
基因表达量的关系& 基因 -/$)#%&) 的表达量和
死亡率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7 �#[#(#& 而
与基因-/$)#%&* 及-/$)#%&% 表达量表现出不显
著的负趋势 "7�#[#(#&

@:讨论
不同抗冻蛋白家族成员的功能并不相同& 在

对照条件下!大龄幼虫基因-/$)#%&% 的表达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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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于最大似然法建立的目前在 VJ\"数据库
中获得的黄粉虫全长抗冻蛋白#DV6碱基序列对应
::: 氨基酸序列的无根系统树
<0+=; : [%U0#5# ,0I3,02))4#3’2)4’/33)*’23
&5//31’%#01) %&04(3W531&3)*>242?"’# /#(’0#"
%1’0*/33Z3$/)’301)-’%0134*5,,#DV6 ,31+’201
::: ’23VJ\"

图 @:黄粉虫 Ab驯化 A#M#9C 和 ;A 4及对照$
!99b处理 ;A 2的死亡率

<0+=@:[)/’%,0’8 )*>242?"’# /#(’0#"%*’3/
A$ M$ 9C$ ;A 4%14J7)*%&&,0#%’0)1&Ab’ $

;A 2)*%&&,0#%’0)1& !99b’
注$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

代表差异显著"7�#[#(#& 下图同&
d6>6N9>; C9@@0H01>=O6BBB0>>0H=N9>;91 6E?B5O1

6H0=9219@9E61>BFC9@@0H01>6>#[#( B0I0BPS;0=6O0M0B?NP

有一个比较高的初始含量& 而龄期较小的黄粉虫
幼虫体内基因-/$)#%&% 表达量较低!经过驯化后
才能达到未经处理的末龄期幼虫体内基因
-/$)#%&% 的表达量 "LH6;6O%2+,P!"####& 因
此!作者推断基因-/$)#%&% 是一种在黄粉虫大龄
幼虫体内稳定表达的基因!是大龄幼虫积极应对
自然环境的进化& 基因-/$)#%&* 的表达量!经过
低温驯化!有了急剧增长!表明其有较强的低温诱
导效应& 以往文献中报道!基因-/$)#%&* 对应蛋
白是黄粉虫体内抗冻蛋白中活性最高的"LH6;6O
%2+,P! $&&*#!这就说明低温环境下!黄粉虫会表
达合成最具活性的抗冻蛋白!这是与长期进化形
成的适应机制相符合的& 基因 -/$)#%&) 保守区

图 A:黄粉虫 Ab驯化 A#M#9C 4及对照条件下$
不同基因的#DV6相对表达水平

<0+=A:F23/3,%’0?3#DV6,3?3,()*40**3/31’+313($
>242?"’# /#(’0#"%&&,0#%’34A b %’A$
M$ 9C 4%14’23&)1’/),&)140’0)1

域长度处于前两者之间!基因表达量的变化 % C最
高随后逐步降低!表现出一种虫体一定时期对寒
冷应对的应急补充作用!是对低温应急的积极进
化 "LH60>;0H61C :FR0=! "##%#& 通过在同一外界
刺激下!对 ’ 个基因的检测结果比较!对相似功能
基因家族成员在虫体不同时期中存在的意义有了
一个新的认识&

不同的抗冻蛋白家族成员间表达模式表现出
差异& 从对照到 % C 取样点 ’ 个基因表达量都有
所提升!作者推测是低温驯化初期抗冻蛋白在虫
体内含量较低!虫体需要一个高的基因表达量来
迅速提升体内抗冻蛋白浓度提高耐寒能力& 而低
温驯化 Y C后 ’ 个基因表现出降低现象& 以前的
报道发现抗冻蛋白的积累对细胞有一定的毒害作
用"_6N6;6H6%2+,P!"##&#!这可能是细胞为了避
免其毒性而暂时调低其基因表达量的原因& 在 $)
C的低温驯化后!基因 -/$)#%&* 及 -/$)#%&% 表
达量继续增加& 说明这 " 个基因对于黄粉虫的抗
冻能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抗冻蛋白基因家族中!保守区域存在
差异的几个基因在低温的诱导下表现出不同的趋
势!但是黄粉虫的耐寒性却是持续增强的!作者认
为这是体内整个家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复
杂调控的过程!是昆虫自身对寒冷长期适应进化
的结果& 通过不同家族成员基因表达的分析!作
者对各个基因的存在意义及趋势分化上有了新的
认识!可以通过模拟各个蛋白间的仿生配比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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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抗冻效果!同样作者的研究也对基因家族的成
员之间功能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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