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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人类化脓性感染中常见的病原菌#根据

美国疾控中心报道#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感染的比例仅次于大

肠杆菌#近年来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耐甲氧西林的金黄

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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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日益严峻#已经与艾滋病'病毒性肝

炎成并列地位(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多种毒素且大部分都产

生肠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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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近年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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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人或鼠的抗原递呈细胞表面的
#

类主要组织

相容性复合体结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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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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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激活后

产生干扰素'白细胞介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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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克隆金黄色葡萄球

肠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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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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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表达#为其功能及应用研究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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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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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是引起食物中毒和院内感染的重

要病原#肠毒素
!

是一种具有超抗原活往的外毒素#具有很强

的生物学活性#在金葡脓毒症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肠毒素
!

的超抗原性活性#目前已应用于临床肿瘤治疗

研究)

H

*

(

本研究以临床分离金葡菌株#使用单菌落煮沸法#获得扩

增模板#与传统集菌提取基因组
/01

相比#单菌落煮沸法无

需特殊试剂#操作简单(使用简易模板#首次扩增即成功获得

'(!

基因#表明此种方法所提取基因组
/01

质量可满足实验

需求(

同源性分析发现
'(!

基因与其他国家地区肠毒素
!

基因

同源性非常高$一致性
CCD

&#表明
'(!

在不同区域金葡菌株

间的高度保守性(同时与葡萄球菌其他菌属$表皮葡萄球菌#

中间葡萄球菌&同源性在
G&D

左右#同源性较低#提示金葡菌

'(!

作为金葡感染诊断抗原的可能性#后续将研究重组
'(!

与其他菌种间的交叉反应性#并使用其进行诊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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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测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
E"$GF"&

E

#

.K=

标签及前导序列相对

分子质量为
E$%F"&

E

#

'/'721)(

示在
E%F"&

E 处见目的条

带#与预测相对分子质量加融合
.K=

标签大小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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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相对分子质量大小检测到融合蛋白#表明
'(!

成

功融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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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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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载体包含
6H

启动子#可通过表达菌株所产

生的
6H401

聚合酶进行有效转录#插入
G

"

.K=

标签下游进

行融合表达#可克服转录和转录后水平对外源基因表达可能带

来的不利影响)

8

*

#但由于
5

(6

系列载体的高效表达特性#所以

致使表达的蛋白很可能为包涵体(本实验中#尝试低温低速诱

导
'(!

蛋白表达#但仍以包涵体形式存在(试验中#对
;26)

诱导浓度及时间进行摸索#表明
;26)

终浓度
"JJBA

"

:

#诱导

时间
%N

所获表达量最大#为后续大规模纯化研究奠定了

基础(

综上所述#成功建立
'(!

融合蛋白的高效表达体系#为获

得高纯度的
'(!

蛋白和以
'(!

为模式抗原的相关临床科研研

究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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