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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大肠杆菌合成聚（!*巯基丙酸）和

聚（!*羟基丁酸*!*巯基丙酸）的研究

刘双江7，>! C)-. GS%M#5!3#0’,&2> P,#R.-(#0 A%#)-ES$2#,>
7（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北京 7VVV<V）

>（U-’%)%*%# &" O)$0&E)&,&/4，X-)3#0’)%4 &" O*#-’%#0，O*#-’%#0 L<7L8，Z#0+.-4）

摘 要 利用 2&%50#-6-"( /,*0%:"0’&-,"( 的丁酸激酶基因（ :"?）和磷酸转丁酰基酶基因（ .0:），以及 @3-%,/.5/ .A*88-B--
的 \NP 合成酶基因，设计了一条能够合成多种聚羟基烷酸的代谢途径，用构建的质粒转化大肠杆菌，获得了重组大

肠杆菌菌株。前期的研究表明，在合适的前体物条件下，该重组大肠杆菌能够合成包括聚羟基丁酸、聚（羟基丁酸5
戊酸）等多种生物聚酯［G)* .-( A%#)-ES$2#,，P11,6 !-3)0&-6 O)$0&E)&, 6 ::：9=859L=］。利用该重组大肠杆菌，通过生物

催化作用合成了 =5巯基丙酸的同型共聚酯，同时利用该重组大肠杆菌还获得了含 =5巯基丙酸单体的多种异型共聚

物。实验首先研究了 =5巯基丙酸对大肠杆菌生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优化了培养过程中添加 =5巯基丙酸的时机和

浓度，结果表明，在实验的条件下，细胞合成聚（=5巯基丙酸）可达 :‘9a（占细胞干重），合成聚（=5羟基丁酸—=5巯基

丙酸）（分子中 =5巯基丙酸：=5羟基丁酸 b =：7）可达 >L‘=a。实验进一步研究了同时或分别表达以上 = 个基因的重

组大肠杆菌合成聚合物的能力，结果表明只有当 = 个基因同时表达时才能合成聚合物，说明 = 个基因对合成过程

是必须的，从而表明了合成途径是按照设计的路线进行的。还通过 Z?YOA、Z\?、UW 等手段对合成的化合物进行了

定性的研究。聚（=5巯基丙酸）或聚（=5羟基丁酸5=5巯基丙酸）等聚酯属于一类新型生物聚合物，它在分子骨架中含

有硫酯键，不同于聚羟基烷酸酯的氧酯键，从而具有显著不同的物理、化学、光学等性质和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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