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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所在鱼类卵母细胞中发现一种新的组蛋白H2A变体 
 

 

水生生物研究所   

4月22日，科技期刊Biology of Reproduction以Histone H2A Has a Novel 

Variant in Fish Oocytes为题在线发表了中科院水生生物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桂建芳研究组的研究成果。桂建芳研究组以银鲫为材料，在鱼类卵母细胞中

发现了一种新的核心组蛋白H2A变体。他们在筛选到一个卵母细胞核心组蛋白H2A变体

cDNA的基础上，首先分析确定了其卵母细胞特异表达的模式，接着观察到该蛋白在卵子

发生过程中的磷酸化修饰作用。由于它是一个卵母细胞特异的H2A新变体，该变体基因

被定名为h2af1o (H2A histone family, member 1, oocyte specific)。为了解这

个新变体在核小体中的结合动力学特征，他们还从银鲫中克隆出另一个遍在的h2afx，

并进一步采用体外过表达和FRAP实验方法比较分析了这两个组蛋白在染色质中的动态交

换差异。有意思的是， H2af1o在核小体中比遍在的H2afx有更高的运动性，并且，与

遍在的H2afx相比，H2af1o有更紧结合的C端和更弱结合的N端。这些结果表明，鱼类卵

母细胞中有一个新的H2A变体，其更为游离的N端可能提供了更多的修饰位点，并能轻微

降低核小体的稳定性，而其紧密结合的C端保证了核小体的中心区域的稳定。这些发现

意味着H2af1o可能在鱼类卵子发生、卵母细胞成熟和早期卵裂中有改变染色质特性的能

力。 

该研究得到国家基础研究973计划等项目的资助，主要由博士研究生吴南等完成。

据论文通讯作者桂建芳研究员介绍，组蛋白是核小体的重要成分，在基因表达模式的传

输和核小体运动性的表观遗传调节中起了重要作用；组蛋白也存在许多变体，且这些变

体在特定的细胞或特定的细胞周期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转录调控作用。由于卵母细胞

是高度特化的细胞，过去虽找到了一些卵母细胞特异的连接组蛋白，但迄今还未鉴定出

卵母细胞特异的核心组蛋白。因此，这一新的鱼类卵母细胞特异的核心组蛋白H2A变体

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鱼类卵子发生和卵母细胞成熟过程中的调控机制有重要意义。 

该文全文链接网址：

http://www.biolreprod.org/cgi/content/abstract/biolreprod.108.07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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