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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体外聚合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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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有些植物病毒的核酸对寄主植物的侵染活性 只有装配完整的病毒颗粒 的 0．1 
— 1％ 。。。。即使是部分被病毒衣壳蛋白包装的病毒粒子也 比相应的完整病毒颗粒对寄 主的 

侵染活性低许多b J。未被装配的病毒核酸还不能有效地在寄主体 内进行长距离的传播_4- 。 

作为病毒装配过程的第一步，病毒的衣壳蛋白必须先形成一定程度的多聚体，而后再与病毒桉 

酸进行进 一步的装配，使之形成完整的病毒颗粒。因此，对药剂是否干扰病毒衣壳蛋白的聚合 

过程的研究，成为了解抗植物病毒剂是否作用于病毒颗粒组装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材料与方法 

I 实验材料 

l 1 病毒 ： 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TMv．sh type)．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 究所植物病毒研 

究蕈提供。用 Gooding ff『Hebert的方法提纯备用¨】 

1 2 实验药物 ： 1 2 1 NS-83．采用北京农业大学实验 药厂的产品。1 2 2病毒唑 (Viraz0le，1 B_ ribofu 

n05yl一1．2．4-triazole-3一carboxamide)．由湖北天 门制药厂提供。纯度 >99 9％。1．2．3 DHT (2，4 dloxohexahv． 

dm-I．3．5-~riazine) 纯度>97 5％口1 2 4DADHT (1，5-diacetyl 2，4-dioxohexahydro-1．3 5triazine)．纯度 > 

99 0％。1 2．5 E-30(alkane mon~sulfoaate)，烷烃链为 C9～C16的 混合物．纯度 >95 0％ 1 2 6大豆卵磷脂 

【~yheanlecithin．PC)，采用“Serva”的产品 DHT，DA．DHT和 E 30均 由德国莱比锡大学 G Schuster教授提 

供 所有的药剂均用 0 033tool／I ．pH7 0的磷酸钾缓}巾渡制备成 0．1％的溶液，4℃下保存备用。 

2 实验方法 

2 1 TMV衣壳蛋白的制备： 采用 Fraenke1．Conrar的醋酸法进行TMV表壳蛋白的制备 。经67％醋酸抽 

提后的病毒衣壳蛋 白涪坡，在 4℃，pH4 6的条件下，用蒸馏水透析 96小时后，10 000g离心 30分钟 即得提纯 

的 TMV衣壳蛋白。将离心所得的烟草花叶病毒衣壳蛋白沉淀溶于 4t；，0 033mol／L，pH7 0的磷 酸钾缓冲 

液中备用 。测得 8o／A’5 ：2 25。 

2 2 抗植物病毒剂对病毒衣壳蛋白体外(in itro)聚合过程的影响 ； 分 别将 不阿的 抗病 毒物质及 4℃， 

0 033mo1／I ，pH7 0的磷酸钾缓冲漓加到 1 0ml的衣壳蛋 白溶液中，使药剂的最终浓度为 0．01％(m V )， 

衣壳蛋白的浓度为0．65mg／mI。参照Shalahy和Lauffer(1967)的方法 ， 等浓度的 TMV衣壳蛋白溶{寝为 

本文于 1994年 l2月 2日收到，1995年 7月 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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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样术，用岛津 UV-2100在 320 nm处进行不同温度下的光谱分析。 

结果与讨论 

抗植物病毒剂对 TMV衣壳蛋白体外聚合过程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 1所示。从图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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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六种抗植物病毒剂对 TMV衣壳蛋白体外聚台过程影响的紫外吸光度(320一 】测定结果 

Fig1 1 e瞄 t r~ults ofUV(320nm)absorpt aon of lDbtovI substancesinflun~ ontheTMV ∞at protein(cP) 

polymerization in vitro 

看出，当有参试药剂存在时，随温度的升高．病毒衣壳蛋白的 320 nm 吸光度数值增大的趋势， 

没有对照处理显著。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320 nm处的 TMV衣壳蛋 白的吸光度与其 自身的 

聚合程度呈正比 ，而且，TMV衣壳蛋 白的体外聚合程度与温度的变化也呈正 比关系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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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验说明，参试的六种药剂对烟草花叶病毒衣壳蛋白的体外聚合过程普遍具有一定的干扰 

作用：其中，E一30对病毒衣壳蛋白的体外聚合过程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本实验的初始条件 

下(4℃，pH7 0，0 033mol／L，的磷酸钾缓冲液)，病毒的衣壳蛋 白多是 以单体或寡聚体的形式 

存在 ’ 。随着温度的升高(pH值不变)，病毒衣壳蛋白先聚合成具有双层圆盘结构的 20S聚 

合体，然后，再进一步聚合成螺旋形管状 堆砌体 ]。对实验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除 E一3O 

外，所有的参试药剂在高于 22℃时，对烟草花叶病毒衣壳蛋白的体外聚合过程都有一定的干 

扰作用 其中三种碱基类似物的干扰作用比 Ns83和大豆卵磷脂要强些，这种作 用可能是由 

于它们与核酸碱基的结构相似，比 NS一83和大豆卵磷脂更易与病毒衣壳蛋白结合 E一3O在与 

病毒衣壳蛋白倬外聚合过程的相互作用时，吸光度的降低可能是 E一3O的疏水基团与衣壳蛋白 

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引起了原有衣壳蛋白寡聚体解离的结果。结合在研究 E．3O与 TMV颗粒 

的直接作用时，曾发现它可引起病毒颗粒的断裂(将另文发表 )，说明 E一30对病毒的衣壳蛋白 

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抗植物病毒物质的这种作用可能不利于病毒粒子的进一步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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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ome Antiphytoviral Substances on the 

Polymerization(in vitro)of Coat Protein 

of Tobacco Mosaic Virus(TMV) 

Jiang Shan Guo Xuiliu Han X[1ai 

(College of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oing 100094) 

The influence of six antiphytoviral substances． including three base analogues and three 

membrane lipid analogues，on the polymerization of coat protein ot tobacoo mosaic virus(TMV) 

was studied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in vitro．Tl1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ll of the tested 

antiphytoviral substances can restrain the po lymerization of TM V coat protein．The base ana— 

logues，including DHT，DA—DHT and Virazole，showed suppression to the po lymerization process 

much more than  lipid analogues，N 83 and soybean lecithin．A1l the inhibition to the polymer— 

ization of TMV coat protein were taken place above 22℃ except E一30’s．The E一30 have remark— 

ably inhibited the TMV ooat protein polymerization．These actions suggested that all of tested an— 

tiphytoviral substances would be contributed to pres．sure the process of virion assembly． 

Key words Antir)hytoviral substance，Tobacco mosaic virus(TMV)，Coat protein．Polymerza— 

tion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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