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皓生物蛋白表达

产品名称 明皓生物蛋白表达

公司名称 武汉明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500.00/mg

规格参数 品牌:明皓

公司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武汉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项目C区研发楼C6栋203室

联系电话 02787687991 15527027539

产品详情

 蛋白表达是指用模式生物如细菌、酵母、动物细胞或者植物细胞表达外源基因蛋白的一种分子生物学
技术，在基因工程技术中占有核心地位。

体外蛋白表达系统包括原核蛋白表达和真核蛋白表达两种。原核蛋白表达

系统主要是大肠杆菌，它操作简便、周期短收益大及表达产物稳定，但是

表达蛋白的相对分子质量有限，不宜过大，且不能对表达产物进行一些翻

译后加工 、修饰。真核蛋白表达系统主要包括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

酵母表达系统和昆虫细胞表达系统。

原核蛋白表达系统

原核表达是指将克隆基因插入合适的原核表达载体后导入大肠杆菌表达大

量蛋白质。大肠杆菌用于表达重组蛋白有以下特点：

①易于生长和控制；



②能在廉价的培养基中高密度培养；

③有各种各样的大肠杆菌菌株及与之匹配的具各种特性的质粒可供选择。

尽管原核蛋白表达系统中有众多的优点，但并非每一种基因都能在原核蛋

白表达系统中有效表达。这归因于每种基因都有其独特的结构、mRNA的

稳定性和翻译效率、蛋白质折叠的难易程度、宿主细胞蛋白酶对蛋白质的

降解、外源基因和E.coli 在密码子利用上的主要差别以及蛋白质对宿主

的潜在毒性等等。    原核蛋白表达可获得占总蛋白50%的蛋白表达

水平，但原核蛋白表达的动物蛋白不能进行正确的翻译后加工如糖基化和

三维结构的形成，缺乏将蛋白质有效释放到培养基中的分泌机制和充分形

成二硫键的能力。不具有与天然抗体相似的功能活性，且在人体内易于清

除。

真核蛋白表达系统

真核蛋白表达系统可以进行修饰和糖基化、磷酸化等翻译后加工，保持蛋

白的生物学活性及构象。受到日益重视，其优点是：

①根据原核生物蛋白与靶DNA间作用的高度特异性设计，而靶DNA与真

核基因调控序列基本无同源性，故不存在基因的非特异性激活或抑制；

②真核蛋白表达能诱导基因高效表达，可达105倍，为其他系统所不及；

③真核蛋白表达能严格调控基因表达，即不仅控制基因表达的“开关”，

还可人为地调控基因表达量。



真核蛋白表达系统主要包括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酵母表达系统和昆虫

细胞表达系统。

1、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是最常用的真核蛋白表达之一，它的优势在于能够

指导蛋白质的正确折叠，提供复杂的N型糖基化和准确的O型糖基化等多

种翻译后加工功能，因而表达产物在分子结构、理化特性和生物学功能方

面最接近于天然的高等生物蛋白质分子。但构成复杂、操作技术要求高、

表达产量不大、产率低，且有时会导致病毒感染等是该表达系统的不足之

处。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外源重组蛋白可利用质粒转染和病毒载体的感染。利用

质粒转染获得稳定的转染细胞需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而利用病毒表达系

统则可快速感染细胞，在几天内使外源基因整合到病毒载体中，尤其适用

于从大量表达产物中检测出目的蛋白。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载体包含原核序列、启动子、增强子、选择标记基因、

终止子和多聚核苷酸信号等。为提高哺乳动物细胞的蛋白表达量，需选择

合适的表达载体和有效的启动子和增强子。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常用的宿主细胞有中国仓鼠卵巢(CHO)细

胞、COS细胞、小仓鼠肾(BHK)细胞、小鼠NSO胸腺瘤细胞和小鼠骨髓瘤S

P2/0细胞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NIH3T3等，不同宿主细胞表达的重组蛋白

其稳定性和蛋白糖基化类型不同，因此在选择宿主细胞时应根据具体情况

而定。



CHO细胞利于外源基因稳定整合，易于大规模培养，能在无血清和蛋白

的条件下生长，是用于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较为成功的宿主细胞。已用于多

种复杂的重组蛋白的生产，但其产量较低，一般仅占细胞蛋白的2.5%。

COS细胞则是进行外源基因瞬时表达时用途最广的宿主，其重组载件易于

组建，便于使用，而且对插入DNA的量或者采用基因组DNA 序列的情

况都没有什么限制，便于通过检测表达情况来确证cDNA的阳性克隆，也

利于快速分析引入克隆化cDNA序列中的突变。

哺乳动物细胞对培养环境十分敏感，营养和生长因子缺乏、缺氧、病毒感

染、毒性代谢物的积累、机械搅动以及培养压力的增加等很多因素都可诱

导细胞凋亡。大量细胞的死亡严重影响蛋白的表达产量。

目前的生物工程要求使用无血清无蛋白(或含量极低)的双无培养基，使细

胞培养很容易做到恒定，细胞分泌的的蛋白更易分离纯化，真核蛋白表达

的成本大为下降。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中，重组蛋白的表达水平与许多因素相关，如转录

和翻译调控元件、RNA剪接过程、mRNA稳定性、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整合

位点、重组蛋白对细胞的毒性作用以及宿主细胞的遗传特性等；而且某些

理论上可信的设计在实验中不一定可行，比如外源基因在染色体高活性位

点的定点整合不一定能获得高表达。因此如果需获得一个基因的高表达。

最好多试用几种不同的真核蛋白表达载体及宿主细胞。

随着基工程技术研究的深人，利用哺乳动物细胞表达蛋白产物的有效方式

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在工业生产中的开发应用必将促进基因工程药物

的大量生产。



2、昆虫细胞表达系统

(即杆状病毒

表达系统)

昆虫细胞表达系统（即杆状病毒表达系统)是重组真核蛋白表达技术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广泛用来制备蛋白，用于基础生命科学研究，如功

能基因组学和信号传导。昆虫细胞能像哺乳动物细胞一样，在翻译蛋白质

之后对真核生物的蛋白进行折叠和修饰。它们同样适合表达细胞内的哺乳

动物蛋白，如激酶，以及分泌性蛋白，某些可能对哺乳动物宿主细胞产生

负作用（抑制或毒性）。

昆虫细胞表达系统(即杆状病毒表达系统)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具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①重组蛋白具有完整的生物学功能：可为高表达的外源蛋白在细胞内进行

正确折叠、二硫键的搭配及寡聚物的形成提供良好的环境，可使表达产物

在结构及功能上接近天然蛋白。

②能进行翻译后的加工修饰：具有对蛋白质完整的翻译后加工能力，包括

糖基化、磷酸化、酰基化、信号肽切除及肽段的切割和分解等。（修饰的

位点与天然蛋白在细胞内的情况完全一致：对比实验证明，在昆虫细胞发

生的糖基化位点与哺乳动物细胞中完全一致，但修饰的寡糖种类却不完全

一样。这种不一致对不同目的蛋白的活性影响不同，所以昆虫表达系统还

可作为一个研究糖基化对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影响方面的理想模型。）



③表达水平高：最高可使目的蛋白的量达到细胞总蛋白的50％。

④能容纳大分子的插入片段：杆状病毒

毒粒可以扩大，并能包装大的基因片段，但目前尚不知杆状病毒所能容纳

的外源基因长度的上限。

⑤能同时表达多个基因：杆状病毒表达系统具有在同一细胞内同时表达多

个基因的能力。既可采用不同的重组病毒同时感染细胞的形式，也可在同

一转移载体上同时克隆两个外源基因，表达产物可加工形成具有活性的异

源二聚体或多聚体。

⑥昆虫细胞

悬浮生长，容易放大培养，有利于大规模表达重组蛋白。

⑦昆虫杆状病毒表达系统具有剪切的功能，能表达基因组DNA；还有对重

组蛋白进行定位的功能。

⑧杆状病毒对脊椎动物无感染性，现有研究也表明其启动子在N-％动物细

胞中没有活性，因此在表达癌基因或有潜在毒性的蛋白时可能优于其它系

统。

    昆虫细胞表达系统(即杆状病毒表达系统)，由于其操作安全，表

达量高，目前被广泛应用于蛋白表达

的各个领域中。



3、酵母表达系统

酵母是一种单细胞低等真核生物，培养条件普通，生长繁殖速度迅速，能

够耐受较高的流体静压。与昆虫表达系统和哺乳动物表达系统相比，酵母

表达系统操作简便，成本低廉，可大规模进行发酵，是最理想的重组真核

蛋白质生产制备工具。

酵母表达系统是一种新型的真核蛋白表达系统，它兼具原核以及真核表达

系统的优点，拥有转录后加工修饰功能，收获的外源蛋白质具有一定程度

上的折叠加工和糖基化修饰，性质较原核表达的蛋白质更加稳定，特别适

合于表达真核生物基因和制备有功能的表达蛋白质。一些酵母表达系统具

有外分泌信号序列，能够将所表达的外源蛋白质分泌到细胞外，因此很容

易纯化。用于重组蛋白表达时，可以大规模生产，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酵母表达系统生产蛋白质产物也有不足之处，如产物蛋白质的不均一、信

号肽加工不完全、内部降解、多聚体形成等，造成表达蛋白质在结构上的

不一致。解决内部降解的方法有三：一是在培养基中加入富含氨基酸和多

肽的蛋白胨或酪蛋白水解物，通过增加酶作用底物来缓解蛋白水解作用；

二是将培养基的pH值调成酸性(酵母可在pH3.0~8.0的范围内生长)，以抑

制中性蛋白酶的活性；三是利用蛋白酶缺失酵母突变体进行外源基因的表

达。另外，还要选择合适的真核表达系统，以避免表达产物的过度糖基化

情况。因此，真核蛋白表达系统应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改进。

总之，各种蛋白表达系统各有其优缺点，哺乳动物细胞产生的蛋白质更接

近于天然蛋白质，但其表达量低、操作繁琐；酵母和昆虫细胞表达系统蛋

白表达水平高，生产成本低，但它们的加工修饰体系与哺乳动物细胞不完

全相同。各种蛋白表达系统由于翻译后的加工不完全相同，因而产生的重



组蛋白的生物学活性和免疫原性有时会有差别。因此，选择蛋白表达系统

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如所需表达的蛋白质性质、实验条件、生产

成本、表达水平、安全性等，权衡利弊后再选择相应的蛋白表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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