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１７－０６－２１　 　 接受日期(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２０１５７６)ꎻ 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０３０９００６ＮＹ、２０１６０５２００３５ＪＨ)
作者简介: 王金鑫ꎬ 女ꎬ 硕士研究生ꎮ 研究方向: 昆虫分子生物学ꎮ Ｅ￣ｍａｉｌ: ｊｘｗａｎｇ１６＠ ｍａｉｌｓ.ｊｌｕ.ｅｄｕ.ｃｎ
∗通信作者(Ａｕｔｈ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ꎬ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ｊｕｎ＠ ｊｌ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７８７.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４

西花蓟马蛋白的提取及双向电泳
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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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蛋白样品的制备是获得良好双向凝胶电泳(２￣ＤＥ)图谱的前提ꎬ建立合理的西花蓟马蛋白的双向电泳体系ꎬ获
得分辨率较高、重复性较好的图谱ꎬ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有力支撑ꎮ 【方法】实验以西花蓟马成虫为实验材料ꎬ对比了饱

和酚法、ＴＣＡ /丙酮法和直接裂解法 ３ 种蛋白提取方法ꎬ从中选出最适宜双向电泳分析的一种蛋白提取方法ꎮ 【结果】３ 种方

法蛋白提取率差异显著ꎬ直接裂解法蛋白提取率最高ꎬ饱和酚法的蛋白提取率最低ꎻ３ 种方法的 ＳＤＳ￣ＰＡＧＥ 条带数差异不明

显ꎻＴＣＡ /丙酮法的双向凝胶图谱效果最好ꎬ蛋白点最多ꎮ 【结论】ＴＣＡ /丙酮法能够有效去除西花蓟马蛋白中的干扰物质ꎬ是
最适合西花蓟马双向凝胶电泳的蛋白提取方法ꎬ为后续西花蓟马在蛋白组学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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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质组学分析是后基因组时代的重要技术

手段(黎飞ꎬ２０１０)ꎬ蛋白质双向电泳(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ꎬ２￣ＤＥ)是蛋白质组学研究的重

要技术之一(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尽管蛋白质组学

研究的技术进展比较迅速ꎬ２￣ＤＥ 仍然是进行复杂

蛋白质样品分离的核心技术ꎬ蛋白质样品的制备是

２￣ＤＥ 的关键ꎬ也是进行后续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前

提(刘倩等ꎬ２０１０)ꎮ

西花蓟马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ｉｅｌｌ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Ｐｅｒｇａｎｄｅ)
又称苜蓿蓟马ꎬ 属缨翅目 Ｔｈｙｓａｎｏｐｔｅｒａ 蓟马科

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ꎬ是一种危害性严重的外来入侵物种ꎬ寄主

种类多(张安盛等ꎬ２０１２ꎻ 周卫川等ꎬ２００６)ꎮ 随着

国际贸易往来的日趋频繁ꎬ该虫随花卉和蔬菜的远

距离运输迅速向世界各地扩散(张桂芬ꎬ２０１４)ꎮ 为

从蛋白层面上揭示西花蓟马的入侵机制ꎬ建立适用

于蛋白质双向电泳分析的蓟马全蛋白提取方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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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必要ꎮ 蓟马蛋白质含量相对较低ꎬ成份复杂ꎬ富
含核酸、脂类及多糖等干扰物质ꎬ这些物质给蛋白

质的定量和分析带来了困难ꎮ 加之一些几丁质、肌
动蛋白、骨骼蛋白等不易溶解ꎬ使得蓟马的蛋白提

取比较困难ꎮ 本实验以西花蓟马成虫为材料ꎬ对不

同的蛋白质提取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ꎬ为蓟马蛋白

质样品的制备提供了实验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西花蓟马采于吉林大学校园的万寿菊中ꎬ将其

饲养于养虫室自然条件下生长的地被菊上ꎬ温度控

制在(２５±２) ℃、相对湿度 ４０％~５０％、光周期 Ｌ ∶ Ｄ
＝ １６ ｈ ∶ ８ ｈꎮ 收集成虫作为试虫ꎬ采集后分装于离

心管中ꎬ冻于－８０ ℃冰箱中备用ꎮ
１.２　 蛋白的提取

１.２.１　 饱和酚法 　 参考 Ｆａｕｒｏ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的

方法ꎬ取－８０ ℃冻存的成虫样品ꎬ置于液氮中充分

研磨ꎬ分别加入 １ ｍＬ －２０ ℃预冷的 １０％ＴＣＡ /丙酮

溶液、甲醇和 ８０％ 的丙酮溶液ꎬ充分悬浮后ꎬ于

４ ℃、１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的条件下各自离心洗涤 ５ ｍｉｎꎬ
弃上清ꎬ得到的沉淀于室温下干燥 ２ ｍｉｎꎻ加入等体

积的饱和酚溶液和 ｄｅｎｓｅ ＳＤＳ ｂｕｆｆｅｒ (０.１ ｍｏｌＬ－１

ｐＨ ８.０ Ｔｒｉｓ￣ＨＣｌ、２％ＳＤＳ、２％β－巯基乙醇、３０％蔗

糖)ꎬ充分混匀震荡ꎬ于 ４ ℃、１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 离心

５ ｍｉｎꎬ取酚层加入 ５ 倍体积的 ０.１ ｍｏｌＬ－１乙酸铵

溶液ꎬ于－２０ ℃下沉淀 ２ ｈꎻ４ ℃、１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

心 １５ ｍｉｎꎬ沉淀用 ８０％丙酮洗涤 ２ ~ ３ 次ꎬ将沉淀于

室温下干燥后ꎬ置于－８０ ℃冰箱中储存备用ꎮ
１.２.２　 ＴＣＡ / 丙酮法　 参考 Ｍéｃｈ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的
方法ꎬ取－８０ ℃冻存的成虫样品ꎬ置于液氮中充分

研磨ꎬ加入 １ ｍＬ －２０ ℃预冷的 １０％ＴＣＡ /丙酮ꎬ充
分震荡混匀ꎬ 于 － ２０ ℃ 冷 藏 ２ ｈ 以 上ꎻ ４ ℃、
１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 １５ ｍｉｎꎬ弃上清ꎻ沉淀用 １ ｍＬ
冷丙 酮 充 分 悬 浮ꎬ － ２０ ℃ 冷 藏 ３０ ｍｉｎꎻ ４ ℃、
１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 ５ ｍｉｎꎬ弃上清ꎻ沉淀用 １ ｍＬ
８０％冷丙酮充分悬浮ꎬ－ ２０ ℃ 冷藏 ３０ ｍｉｎꎻ４ ℃、
１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 离心 ５ ｍｉｎꎬ弃上清ꎻ将沉淀干燥

２ ｍｉｎꎬ蛋白沉淀置于－８０ ℃冰箱中储存备用ꎮ
１.２.３　 直接裂解法　 参考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的
方法ꎬ取－８０ ℃冻存的成虫样品ꎬ置于液氮中充分

研磨ꎬ加入适量 ４ ℃预冷的裂解液ꎬ充分震荡混匀ꎬ

４ ℃、１２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 离心 １５ ｍｉｎꎬ取上清ꎬ４ ℃、
１５０００ ｒ  ｍｉｎ－１ 离心 ４０ ｍｉｎꎬ取上清ꎬ样品冻于

－８０ ℃冰箱中储存备用ꎮ
１.３　 蛋白浓度的测定

取－８０ ℃冻存的蛋白样品ꎬ根据样品的量加入

适量的 ｌｙｓｉｓ ｂｕｆｆｅｒ 充分涡旋ꎬ ３０ ℃ 孵育 １. ５ ｈꎬ
２０ ℃、１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 ３０ ｍｉｎꎬ取上清进行蛋白

浓度测定ꎮ
参照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１９７６)法测定蛋白质浓度ꎬ以牛

血清白蛋白为标准蛋白ꎮ
１.４　 ＳＤＳ￣ＰＡＧＥ 凝胶电泳

分离胶浓度为 １２％ꎬ浓缩胶浓度为 ４％ꎮ 采用

考马斯亮蓝染色法进行染色ꎮ 染色后的凝胶用 Ｅｐ￣
ｓ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００００ＸＬ 扫描仪扫描ꎮ 利用 Ｉｍａｇｅ Ｊ
软件进行图像分析ꎮ
１.５　 双向凝胶电泳

取 ３００ μｇ 蛋白溶液于离心管中ꎬ加入 ６.８ μＬ
ＩＰＧ ｂｕｆｆｅｒꎬ加入 ｌｙｓｉｓ ｂｕｆｆｅｒ 至 ３４０ μＬ 充分震荡混

匀ꎬ将 １８ ｃｍ ｐＨ ３~１０ 的 ＩＰＧ 胶条覆盖于该溶液上

方ꎬ在水化槽中水化 １６ ｈ 以上ꎮ 在等电聚焦仪中进

行第一向等电聚焦ꎮ 在胶条平衡缓冲液(６ ｍｏｌＬ－１

尿素、２％ＳＤＳ、３０％甘油、５０ ｍｍｏｌＬ－１ Ｔｒｉｓ￣ＨＣｌ ｐＨ
８.８、０.００２％溴酚蓝)中分别加入 １％ＤＴＴ 和 ２.５％碘

乙酰胺溶液ꎬ使用摇床震荡 １５ ｍｉｎ 进行胶条平衡后

将胶条转移至聚丙烯酰胺凝胶中进行第二向垂直

电泳ꎮ 使用银染方法进行凝胶染色 ( Ｙ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ꎮ 染色后用 Ｅｐｓ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００００ ＸＬ 扫描

仪扫描ꎬ利用 ＩｍａｇｅＭａｓｔｅｒＴＭ ２Ｄ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７.０ 软件

进行图像分析ꎬ每种提取方法重复 ２ 次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蛋白产率分析

３ 种方法提取的蛋白产率利用 Ｓｉｇｍａ 软件制作

图ꎬ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ꎬ直接裂解法的平均蛋白提取率最

高ꎬ为 ５７.９ μｇｍｇ－１ꎬＴＣＡ/丙酮法为 ４６.２ μｇｍｇ－１ꎬ
饱和酚法为 ２２.６ μｇｍｇ－１ꎮ 通过 ｉｎｓｔａｔ 软件对其

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ꎬ其中 ＴＣＡ /丙酮法与饱和酚

法和直接裂解法差异性不显著(ｐ>０.０５)ꎬ饱和酚法

与直接裂解法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ꎮ
２.２　 ＳＤＳ￣ＰＡＧＥ 图谱分析

将 ３ 种方法提取的蛋白以相同的上样量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检测ꎬ结果显示ꎬ３ 种方法的条带数

目差异不明显ꎮ 直接裂解法条带最多ꎬ为 ３１ 条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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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条带不明显ꎻ饱和酚法 ３０ 条ꎬＴＣＡ /丙酮法 ２８
条ꎬ条带最为清晰明显ꎮ 蛋白分布差异不大ꎬ主要

集中于 ２５.０ ｋｕ 以上和 １４.４~１８.４ ｋｕ 之间(图 ２)ꎮ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ꎮ 不同字母表示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
图 １　 ３ 种方法提取蛋白质的产率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蛋白质分子质量标准ꎻＡ:饱和酚ꎻＢ:ＴＣＡ / 丙酮ꎻ
Ｃ:直接裂解ꎮ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ｋｅｒꎻ Ａ: Ｔｒｉｓ￣ｐｈｅｎｏｌꎻ Ｂ: ＴＣＡ￣ａｃｅｔｏｎｅꎻ
Ｃ: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图 ２　 ３ 种方法提取西花蓟马总蛋白的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
Ｆｉｇ.２　 ＳＤＳ￣Ｐ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３　 双向电泳图谱分析

ＴＣＡ /丙酮法、饱和酚法和直接裂解法提取总

蛋白的双向图谱如图 ３ 所示ꎮ 相对于直接裂解法ꎬ

饱和酚法和 ＴＣＡ /丙酮法得到的蛋白纯度较高ꎬ杂
质较少ꎬ能够得到背景相对清晰的图谱ꎮ 直接裂解

法由于蛋白纯度较低ꎬ杂质较多ꎬ得到的图谱整体

背景不清晰ꎬ蛋白点最少且形状不规则ꎬ在 ４５.０ ｋｕ
和 ２５.０ ｋｕ 处有明显弥散现象ꎮ

ＴＣＡ /丙酮法、饱和酚法和直接裂解法分别得

到平均 ４２９、３３０ 和 ２３５ 个蛋白点ꎮ ＴＣＡ /丙酮法蛋

白点最多ꎬ蛋白点颜色层次分明ꎬ蛋白点形状规则ꎻ
饱和酚法图谱背景较清晰ꎬ蛋白点形状规整ꎬ但蛋

白点颜色普遍较浅ꎬ蛋白点较 ＴＣＡ /丙酮法少ꎮ ３ 种

方法提取的蛋白点分子质量大小主要集中在 ４０ ｋｕ
以下ꎬ酸性蛋白点略比碱性蛋白点多(图 ４)ꎮ

３　 讨论
蛋白质样品的制备是进行 ２￣ＤＥ 的关键步骤ꎬ

也是进行昆虫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前提(Ｇｙｇ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ꎮ 由于昆虫组织中所含有的色素、几丁质、醌
类及其他多种代谢产物的干扰ꎬ获得重复性好的

２￣ＤＥ图谱相对比较困难(Ｌｉａ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本研

究比较了 ３ 种不同蛋白提取方法对西花蓟马 ２￣ＤＥ
结果的影响ꎬ以寻找一种适用于西花蓟马等蓟马类

成虫的双向电泳方法ꎬ为后续蓟马类蛋白质组分析

奠定一定的基础ꎮ
本实验采用的 ３ 种蛋白提取方法ꎬ在蛋白提取

率上存在明显差异ꎬ直接加入 ｌｙｓｉｓ ｂｕｆｆｅｒ 的直接裂

解法步骤简单ꎬ可以避免沉淀造成的蛋白损失

(Ｃ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ꎻ Ｌａｖｉｌ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它的

原理是将可溶性蛋白溶解在裂解液中ꎬ能够有效减

少蛋白的降解ꎮ 由于 ｌｙｓｉｓ ｂｕｆｆｅｒ 中含有高浓度的

尿素和硫脲ꎬ二者联合发挥协同作用ꎬ可以增强溶

解疏水性蛋白效应ꎬ因此蛋白产率较高ꎮ 直接裂解

法得到的 ＳＤＳ￣ＰＡＧＥ 图谱上的条带较为模糊ꎬ蛋白

样品中含有杂质较多ꎮ 样品中盐离子的浓度也会

影响 ２￣ＤＥ 的效果ꎮ 盐离子增加胶条的导电性并引

起电内渗ꎬ进而干扰蛋白质的等电聚焦ꎬ导致聚焦

不完全ꎬ从而在双向电泳图谱产生水平条纹(刘倩

等ꎬ２０１０)ꎮ 直接裂解法没有洗涤样品的步骤ꎬ杂质

和盐分含量较高ꎬ更多的脂质和核酸会干扰蛋白质

的聚焦和分离(Ｃａｎａｓꎬ２００７ꎻ Ｌｅｅꎬ２０１０)ꎮ 直接裂解

法制备的蛋白在等点聚焦过程中ꎬ电压上升慢ꎬ耗
时长ꎬ２￣ＤＥ 图谱背景不清晰ꎬ蛋白点少ꎬ出现多处

横条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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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ＣＡ / 丙酮ꎻＢ:饱和酚ꎻＣ:直接裂解ꎮ
Ａ: ＴＣＡ￣ａｃｅｔｏｎｅꎻ Ｂ: Ｔｒｉｓ￣ｐｈｅｎｏｌꎻ Ｃ: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３　 不同蛋白提取方法的 ２￣ＤＥ 凝胶图谱
Ｆｉｇ.３　 ２￣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总蛋白点数ꎻＢ:蛋白点 ｐＨ 分布ꎻＣ:蛋白点分子质量分布ꎮ
Ａ: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ｐｏｔｓꎻ Ｂ: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ｐｏｔｓ ｐＨꎻ 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ｐｏｔ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ｓｓ.

图 ４　 不同蛋白提取方法分析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酚是强的蛋白变性剂ꎬ可以使细胞或组织中的

蛋白质变性析出ꎮ 在提取时ꎬ蛋白能很好地溶于酚

层ꎬ而核酸和一些小分子物质溶于水相而被清除

(付涵予等ꎬ２０１１)ꎮ 饱和酚法得到的图谱背景清

晰ꎬ在等点聚焦过程中电压升得快ꎬ耗时短ꎬ但该方

法的蛋白提取率较低ꎬ操作相对繁琐ꎬ出现少量横

条纹ꎮ
大部分蛋白可溶于水、稀盐、稀酸或稀碱溶液

中ꎬ少数与脂类结合的蛋白质可溶于乙醇、丙酮及

丁醇等有机溶剂中(杨爽等ꎬ２０１６)ꎮ ＴＣＡ /丙酮法

能有效去除蛋白质中的杂质ꎬ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蛋

白提取方法(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丙酮通过有机溶剂

破坏蛋白质的水化层ꎬ降低介电常数ꎬ增强带电蛋

白质分子的相互作用ꎬ促进蛋白的聚集沉淀ꎻ同时

作为蛋白质变性剂使蛋白质构象发生改变ꎬ暴露出

较多的疏水性基团ꎬ使之聚集沉淀 ( Ｇöｒ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ꎮ ＴＣＡ /丙酮法可以很好地去除西花蓟马成

虫蛋白中的干扰物质ꎬ其 ２￣ＤＥ 图谱背景清晰ꎬ蛋白

点较多且清晰ꎬ形状规则ꎮ 无论从图谱清晰度还是

从蛋白分布情况来看ꎬＴＣＡ /丙酮法都是适合西花

蓟马蛋白提取的方法ꎮ

参考文献

付涵予ꎬ 任嘉红ꎬ 黄麟ꎬ 叶建仁ꎬ ２０１１. 松材线虫全蛋白的

提取及其双向电泳体系优化. 生物技术ꎬ ２１(５): ５８－６２.

黎飞ꎬ 徐秋芳ꎬ 臧宪朋ꎬ 赖亿玉ꎬ 程维舜ꎬ 徐幼平ꎬ 蔡新忠ꎬ

３８２　 第 ４ 期 王金鑫等: 西花蓟马蛋白的提取及双向电泳体系的建立



２０１０. 番茄子叶总蛋白双向电泳体系的建立. 园艺学报ꎬ
３７(４): ６６１－６６８.

刘倩ꎬ 阮松林ꎬ 俞晓平ꎬ 马华升ꎬ 叶子弘ꎬ ２０１０. 适于茭白

茎部蛋白质组分析的双向电泳技术体系的建立. 浙江农

业学报ꎬ ２２(３): ２８１－２８６.
杨爽ꎬ 尹娇ꎬ 张炬红ꎬ 李克斌ꎬ 席景会ꎬ ２０１６. 一种适合稻

水象甲双向电泳的蛋白质提取方法. 生物安全学报ꎬ ２５
(２): １４３－１４７.

余功明ꎬ 胡春锦ꎬ 魏源文ꎬ 史国英ꎬ 岑贞陆ꎬ 覃丽萍ꎬ 黎起

秦ꎬ 黄思良ꎬ ２０１１. 适于双向电泳分析的水稻纹枯病菌菌

体蛋白提取方法的比较. 西南农业学报ꎬ ２４(６): ２１６０－

２１６３.
张安盛ꎬ 张思聪ꎬ 庄乾营ꎬ 李丽莉ꎬ 门兴元ꎬ 周仙红ꎬ 于毅ꎬ

２０１２. 外来入侵害虫———西花蓟马在山东省不同地区主

要花卉上的分布. 生物安全学报ꎬ ２１(２): １１４－１１８.
张桂芬ꎬ 乔玮娜ꎬ 古君伶ꎬ 闵亮ꎬ 万方浩ꎬ ２０１４. 我国西花

蓟马线粒体 ＤＮＡ￣ＣＯⅠ基因变异及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生物安全学报ꎬ ２３(３): １９６－２０９.

周卫川ꎬ 林阳武ꎬ 翁瑞泉ꎬ 吴宇芬ꎬ 王念武ꎬ ２００６. 西花蓟

马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和年发生代数预测. 昆虫知识ꎬ ４３
(６): ７９８－８０１.

ＢＲＡＤ Ｆ Ｍꎬ １９７６. Ａ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ｍ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ｙ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７２: ２４８－２５４.

ＣＡＮＡＳ Ｂꎬ ＰＩＮＥＩＲＯ Ｃꎬ ＣＡＬＶＯ Ｅꎬ ＬＯＰＥＺ￣ＦＥＲＲＥＲ Ｄꎬ
ＧＡＬＬＡＲＤＯ Ｊ Ｍꎬ ２００７.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
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ꎬ １１５３: ２３５－２５８.

Ｃ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 Ｓ Ｃꎬ ＷＩＴＴＥＲＳ Ｅꎬ ＬＡＵＫＥＮＳ Ｋꎬ ＤＥＣＫＥＲＳ
Ｐꎬ ＳＷＥＮＮＥＮ Ｒꎬ ＰＡＮＩＳ Ｂꎬ ２００５.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ꎬ ５: ２４９７－２５０７.

ＦＡＵＲＯＢＥＲＴ Ｍꎬ ＰＥＬＰＯＩＲ Ｅꎬ ＣＨＡＢ Ｊꎬ ２００７. Ｐｈｅ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ｔｉｓ￣
ｓｕ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３５: ９－１４.

ＧÖＲＧ Ａꎬ ＷＥＩＳＳ Ｗꎬ ＤＵＮＮ Ｍ Ｊꎬ ２００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ꎬ
４: ３６６５－３６８５.

ＧＹＧＩ Ｓ Ｐꎬ ＣＯＲＴＨＡＬＳ Ｇ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ＲＯＣＨＯＮ Ｙꎬ ＡＥ￣
ＢＥＲＳＯＬＤ Ｒꎬ ２００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ｌ ｅｌｅｃ￣
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ｔｅｏ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９７: ９３９０－９３９５.
ＨＡＯ Ｒ Ｊꎬ ＡＤＯＬＩＧＥＢ Ｃꎬ ＪＩＡＮＧ Ｂ Ｊꎬ ＺＨＡＯ Ｘ Ｌꎬ ＧＵＩ Ｌ Ｓꎬ

ＱＵ Ｋ Ｘꎬ ＷＵ Ｓꎬ ＺＡＮ Ｌ Ｓꎬ ２０１５.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
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 Ａｃｅｔｏｎ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ｌ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ｑｉｎｃｈｕａｎ ｃａｔｔｌｅ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ｕｓ
ｄｏｒｓｉ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ｂｌｉｎｇ.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１０(４): １－１２.

ＬＡＶＩＬＬＥ Ｅꎬ ＳＡＹＤ Ｔꎬ ＭＯＲＺＥＬ Ｍꎬ ＢＬＩＮＥＴ Ｓꎬ ＣＨＡＭＢＯＮ
Ｃꎬ ＬＥＰＥＴＩＴ Ｊꎬ ＲＥＮＡＮＤ Ｇꎬ ＨＯＣＱＵＥＴＴＥ Ｊ Ｆꎬ ２００９.
Ｐｒｏｔｅｏ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ｅａｔ 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ｅｅｆ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ｂｅｅｆ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５７: １０７５５－１０７６４.

ＬＥＥ Ｈꎬ ＨＡＮ Ｊꎬ ＬＥＥ Ｋꎬ ＫＩＭ Ｅꎬ ＪＩＮ Ｙꎬ ＯＨ Ｊꎬ ＨＷＡＮＧ Ｊꎬ
ＫＡＮＧ Ｈꎬ ＫＩＭ Ｓꎬ ＳＥＯ Ｋꎬ ＫＡＮＧ Ｓꎬ ＣＨＯＩ Ｙꎬ ２０１０. Ｂｕｆｆ￣
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ｏｖｉｎｅ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ｕｓ ｍｕｓｃｌｅ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ｐｒｏ￣
ｔｅｏ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ｔｔｌｅ ｕｓｉｎｇ 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
１１０７－１１１２.

ＬＩＡＯ Ｄ Ｊ ꎬ ＬＵ Ｘ Ｐ ꎬ ＣＨＥＮ Ｈ Ｓ ꎬ ＬＵ Ｙꎬ ＭＯ Ｚ Ｙꎬ ２０１６.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ｎｇｏ ｐｅｅ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１５
(３): １－９.

ＭÉＣＨＩＮ Ｖꎬ ＤＡＭＥＲＶＡＬ Ｃꎬ ＺＩＶＹ Ｍꎬ ２００７.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ＣＡ￣Ａｃｅｔｏｎ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３５５: １－８.

ＮＧＵＹＥＮ Ｔ Ｔ Ａꎬ ＭＩＣＨＡＵＤ Ｄꎬ ＣｌＯＵＴＩＥＲ Ｃꎬ ２００７. Ｐｒｏ￣
ｔｅｏ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Ｍａｃｒｏｓｉｐｈｕｍ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ｈｏｓｔ￣ｐｌａｎｔ￣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
ｔｅｒ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５３: ６０１－６１１.

ＷＡＮＧ Ｗꎬ ＴＡＩ Ｆꎬ ＣＨＥＮ Ｓꎬ ２００８.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３１: ２０３２－２０３９.

ＹＡＮ Ｊ Ｘꎬ ＷＡＩＴ Ｒꎬ ＢＥＲＫＥＬＭＡＮ Ｔꎬ ＨＡＲＲＹ Ｒ Ａꎬ ＷＥＳＴ￣
ＢＲＯＯＫ Ｊ Ａꎬ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Ｃ Ｈꎬ ＤＵＮＮ Ｍ Ｊꎬ ２０００. Ａ 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ｃｏｍ￣
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ｒｉｘ￣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ｒａｙ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ꎬ
２１(１７): ３６６６－３６７２.

(责任编辑:郭莹) 　 　

４８２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