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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学家揭示DNA独特修复机制

为肿瘤等基因突变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新的解释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张梦然 发布时间：2013-09-28 【字号： 小  中  大 】 

  据《实验室管理人》杂志在线版近日消息，美国科学家报告称已揭示了细胞是如何修复双链断裂这样严重的DNA

损伤。这种独特的修复机制，或将对基因突变等遗传学研究提供更多的解释。研究论文发表在近期英国《自然》杂

志上。 

  一直以来，科学家们发现，当由于氧化、电离辐射、复制错误和某些代谢产物导致染色体的双链断裂时，细胞

会利用遗传相似的染色体借助一种涉及断裂分子两端的机制来填补损伤部位。换句话说，为了修复遭受断裂损伤染

色体，“绝望”的细胞会利用DNA复制机制中的一种独特结构来使细胞继续生存下去。 

  实际上，早在1953年DNA双螺旋模型提出之后，随即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之一是DNA以何种方式复制。各

种推测中最受瞩目的一种观点是半保留复制，即DNA以每一条单链为模板进行复制，子代DNA双链一条来自于亲代，

一条新合成。1958年这种复制模型，被两位年轻科学家富兰克林·威廉·斯塔尔和马修·尼尔森的实验得以证实。

他们发现，两条新的DNA双螺旋分子都分别是由一条DNA单链生成，而每个新的DNA双螺旋分子都包含一条DNA原始链

和一条新链。 

  如今，乔治亚理工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基里尔·罗巴切夫，利用该校帕克·h·佩蒂特生物学科与工程研究所先进

的分析技术以及全球顶尖的仪器设备，对酵母细胞中断裂诱导的DNA修复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们发现这种修复

模式并不依赖传统的复制模式，而是以一种气泡状的结构、采用此前真核细胞中未见的方式，完成了对缺失DNA链的

修补。 

  罗巴切夫及其研究团队称，在实验过程中，DNA的一个断裂端会与其伙伴染色体上的相同DNA序列进行配对，而

后以一种气泡式样的模式，通过染色体两端的端粒复制出数以百万的DNA碱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合成发生于整条

染色体臂，并不仅仅限于一些短的局部。 

  不过，这种不同于传统的DNA复制的断裂修补机制，也大大增加了突变的几率。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

纳波里斯联合分校生物学副教授安娜·马尔科娃表示，这种修复机制引入的突变率，比正常的DNA生成方式高1000

倍。而或许正是这种不顾后果的复制机制带来的遗传不稳定性，导致了肿瘤的形成。 

  “对于细胞而言，这是它们在遭遇潜在威胁时，为求生存而采用的一种方式，当然，这需要付出代价。”罗巴

切夫说。该DNA复制模式的气泡式样有着一段长的单链DNA尾巴，其产生的错误逃避其他修复机制的检测及纠正。长

久积累下来，将有可能导致高突变率，诱发癌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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