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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ＤＮＡ 甲基化是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修饰，可对生命发生发展阶段中的基因表达进行调控。 近来研究发

现，胸腺嘧啶 ＤＮＡ 糖苷酶（ ｔｈｙｍｉｎｅ 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ＴＤＧ）是能特异修复 Ｇ： Ｔ 错配的酶，在 ＤＮＡ 去甲基化过程

中起到重要作用。 ＴＤＧ 与 ＴＥＴ、ＡＩＤ、Ｇａｄｄ４５ａ 等蛋白协同，通过碱基切除修复（ｂａｓｅ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ＢＥＲ）作用参

与 ＤＮＡ 去 甲 基 化 过 程。 此 外， ＴＤＧ 介 导 的 ＢＥＲ 作 用 能 去 除 甲 基 化 中 间 产 物 的 ５ 羟 甲 基 胞 嘧 啶 （ ５⁃
ｈｙｄｒ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５ｈｍＣ）及其衍生物的积累、消除 ５ 甲基胞嘧啶（５⁃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ｏｓｉｎｅ， ５ｍＣ）自发脱氨基导致的

突变，保持基因组的遗传稳定性。 ＴＤＧ 的表达下降或酶的失活会引起基因组稳定性降低，增加肿瘤发生的风险。
ＴＤＧ 介导的 ＤＮＡ 去甲基化修饰调节影响胚胎发育、细胞分化与衰老的过程，其对癌症的发生也有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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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ＮＡ 甲基化与去甲基化的平衡在个体的整个

生长发育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并且受到严

密的调控。 胸腺嘧啶 ＤＮＡ 糖苷酶（ ｔｈｙｍｉｎｅ 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ＴＤＧ）是近几年研究发现的一个调节

ＤＮＡ 甲基化的酶，属于尿嘧啶 ＤＮＡ 糖苷酶（ｕｒａｃｉｌ⁃
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超级家族，在调控 ＤＮＡ 甲基化动

态平衡中，特别是 ＤＮＡ 主动去甲基化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本文对 ＴＤＧ 调控 ＤＮＡ 去甲基化的机制

及其在生命发生发展与疾病发生中的作用进行综

述，为进一步了解 ＴＤＧ 在生理和病理过程中的作用

提供理论依据。

１　 ＴＤＧ在ＤＮＡ甲基化修饰调节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

１．１　 ＤＮＡ 的甲基化修饰

ＤＮＡ 甲基化是最早被发现的 ＤＮＡ 表观遗传修

饰途径之一［１］。 在胚胎发育、配子发生和体细胞组

织分化等过程中，建立和维持正确的 ＤＮＡ 甲基化

模式是必不可少的［２］。 在本综述中，对于 ＤＮＡ 甲

基化修饰特指胞嘧啶被修饰成 ５ 甲基胞嘧啶（５⁃
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ｏｓｉｎｅ， ５ｍＣ）。
１．２　 ＴＤＧ 介导的 ＤＮＡ 去甲基化

ＴＤＧ 参与的 ＤＮＡ 去甲基化修饰包含两种类

型： ＤＮＡ 被动去甲基化和 ＤＮＡ 主动去甲基化。
１．２．１　 ＴＤＧ 与 ＤＮＡ 被动去甲基化　 ＤＮＡ 的甲基

化的发生和传递依赖 ＤＮＡ 甲基转移酶 （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ＤＮＭＴ） 驱动，如果 ＤＮＭＴ
的活性受到抑制，会阻碍新的甲基化修饰发生。
ＴＤＧ 通过靶向锚定 ＤＮＭＴ，抑制 ＤＮＭＴ 对 ＤＮＡ 产

生新的甲基化修饰［２⁃３］，已携带修饰基团的 ＤＮＡ 被

不断地“稀释”，总体的 ＤＮＡ 的甲基化率则会随着

复制的进行而不断减低，这被称为 ＴＤＧ 介导的

ＤＮＡ 被动去甲基化。
１．２．２　 ＴＤＧ 与 ＤＮＡ 主动去甲基化　 ＤＮＡ 被动去

甲基化只能阻断新的甲基化事件的发生，若是需要

通过不依赖 ＤＮＡ 复制的方式将已被修饰的 ＤＮＡ
甲基化基团完全去除，则需要通过 ＤＮＡ 主动去甲

基化过程实现。 ＴＤＧ 介导的 ＤＮＡ 主动去甲基化的

机制主要是对 ５ｍＣ 氧化或脱氨基后产生的异常碱

基进行碱基切除修复（ｂａｓｅ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ＢＥＲ），
最终达到将 ５ｍＣ： Ｇ 修复成未经修饰的 Ｃ： Ｇ 的目

的［４］。 将 ５ｍＣ 进行氧化或脱氨基需要其他蛋白协

助，包括 ＤＮＡ 羟甲基化酶 １０ １１ 转位（ ｔｅｎ⁃ｅｌｅｖ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Ｔ）蛋白家族、活化诱导胞苷脱氨酶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ｙｔｉｄｉｎｅ ｄｅａｍｉｎａｓｅ， ＡＩＤ）和载脂

蛋白 Ｂ ｍＲＮＡ 编辑酶催化多肽 （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Ｂ
ｍＲＮＡ⁃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
ＡＰＯＢＥＣ）蛋白家族、生长阻滞和 ＤＮＡ 损伤诱导蛋

白 ４５ （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ｒ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４５， Ｇａｄｄ４５）、ＤＮＭＴ 等。

ＴＥＴ 蛋白家族是最主要的与 ＴＤＧ 协同作用参

与 ＤＮＡ 主动去甲基化的蛋白，该蛋白家族中的

ＴＥＴ１、ＴＥＴ２ 和 ＴＥＴ３ 均可对 ５ｍＣ 进行氧化，将其逐

步变成 ５ 羟甲基胞嘧啶（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５ｈｍＣ）、５ 醛基胞嘧啶 （ ５⁃ｆｏｒｍ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５ｆＣ） 和

５ 羧基胞嘧啶（５⁃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５ｃａＣ） ［５］。 研究

表明，ＴＥＴ１ 和 ＴＤＧ 在物理上相互结合，能够有效

地进行 ＤＮＡ 去甲基化修饰［６］。 ５ｈｍＣ 是 ＤＮＡ 主动

去甲基化的重要中间产物，在哺乳动物细胞中有广

泛累积［７］。 ５ｆＣ 是 ５ｈｍＣ 的氧化产物，ＴＤＧ 对 ５ｆＣ
显示出较高的亲和力［８］。 ５ｃａＣ 是 ５ｆＣ 进一步的氧

化产物，ＴＤＧ 通过不同的机制切除 ５ｆＣ 和 ５ｃａＣ，并
恢复未修饰的 Ｇ： Ｃ 配对［９］。

另一种主动去甲基化的方式是 ５ｍＣ 脱氨基后

的切除修复。 ５ｍＣ 可直接被 ＡＩＤ ／ ＡＰＯＢＥＣ 脱氨基

至胸腺嘧啶［１０］，或者也可在被氧化成 ５ｈｍＣ 后被

ＡＩＤ ／ ＡＰＯＢＥＣ 脱 氨 基 至 ５ 羟 甲 基 尿 嘧 啶

（５ｈｍＵ） ［１１］，随后 ＴＤＧ 通过 ＢＥＲ 过程进行修复。
有研究证明 ＡＩＤ、Ｇａｄｄ４５ａ、ＴＤＧ 互相结合成一个复

合体共同发挥作用［４］。 Ｇａｄｄ４５ａ 与 Ｇａｄｄ４５ｂ 均是

Ｇａｄｄ４５ 蛋白家族的成员，在胚胎干细胞中具有相似

的表达水平。 Ｇａｄｄ４５ａ（或 Ｇａｄｄ４５ｂ）可以通过促进

ＴＤＧ 介导的 ＤＮＡ 主动去甲基化修饰，消除 ５ｆＣ 和

５ｃａＣ 的积累［１２］。 此外，有研究显示，从头甲基化的

过程也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在缺失甲基供体 Ｓ 腺苷

基甲硫氨酸的情况下，ＤＮＭＴ３ａ 和 ＤＮＭＴ３ｂ 亦能将

５ｍＣ 脱氨基成胸腺嘧啶［１３］，从而实现去甲基化。 其

中，ＤＮＭＴ３ａ 的 ＰＷＷＰ 结构域和催化结构域能与

ＴＤＧ 相互作用，对 ＴＤＧ 的糖基化酶活性进行正向

调节［３］。
１．３　 ＴＤＧ 与 ＤＮＡ 的稳定性维持

甲基基团在胞嘧啶中的写入和擦除为甲基化修

饰建立调节机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这种分子模式

·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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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缺点。 ５ｍＣ 可自发脱氨基而产生胸腺嘧啶，导
致 Ｔ： Ｇ 错配，若不能及时修复，则会在后续复制中

导致该位点产生 Ｃ→Ｔ 的突变，降低基因组的稳定

性。 另外，有学者综述了 ＡＩＤ 带来的体细胞自发突

变与 ＤＮＡ 修复之间的平衡关系，胞嘧啶可在 ＡＩＤ
的作用下脱氨基生成尿嘧啶，跨尿嘧啶的 ＤＮＡ 复

制可导致 Ｃ→Ｔ 或 Ｇ→Ａ 的突变［１４］，而由 ５ｍＣ 羟基

化生成的 ５ｈｍＣ 亦可造成这种跨尿嘧啶复制产生的

突变。 碱基错配情况的存在使高保真的 ＤＮＡ 的自

身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尿嘧啶 ＤＮＡ 糖苷酶家族是

可对 ＤＮＡ 中的错配碱基对进行特异性识别修复的

一组酶［１５］。 ＴＤＧ 作为该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可通

过 ＢＥＲ 作用修复异常 Ｔ： Ｇ 碱基错配［３⁃４］，亦可将

５ｈｍＵ 切除修复为胞嘧啶［１１，１４］。 ＴＤＧ 在消除这种

由 ５ｍＣ 自发脱氨带来的基因组不稳定问题上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研究发现，当 ＤＮＡ 双链中胸腺嘧啶与受损

的腺嘌呤残基配对时，ＴＤＧ 可对受损碱基对序列发

动异常修复，切除位于受损链对侧的正常链中的胸腺

嘧啶，启动异常碱基修复［１６］。 通过对人单核苷酸多

态性（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ＳＮＰ）数据库

的生物信息学分析，与全基因组突变谱相比，ＣｐＧ
岛的自发突变谱显示出对 ＴｐＧ→ＣｐＧ 与 ＣｐＡ→
ＣｐＧ 突变的强烈突变偏向，ＴＤＧ 催化的 ＢＥＲ 被认

为可能参与维持体内启动子 ＣｐＧ 岛中的 ＣＧ 含量，
维持 ＣｐＧ 岛的完整性［１６］。 ＴＤＧ 维持启动子区域

ＣｐＧ 岛的完整性这一功能，为甲基化修饰调控基因

的表达提供了稳定的序列背景。

２　 ＴＤＧ 调控的 ＤＮＡ 去甲基化修饰在胚胎发育、细
胞分化及衰老中的意义

２．１　 ＴＤＧ 与胚胎发育

哺乳动物的生殖细胞在大体上具有相似的甲基

化模式———配子高甲基化、合子的甲基化修饰被大

部分擦除后再重建———生殖细胞从配子形成到受精

发育成胚胎的过程中会经历多次必须的去甲基化修

饰［１，１７］。 人类原始生殖细胞的甲基化水平在妊娠后

１０ ～ １１ 周降至最低点，随后进入重新甲基化过

程［１８］。 去甲基化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普遍存在提

示着其在生命发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ＴＤＧ 作为 ＤＮＡ 去甲基化的一个关键因子，对

于胚胎发育是必不可少的。 一项原位杂交实验检测

到在小鼠早期胚胎中 ＴＤＧ 高度表达于神经系统、胸
腺、肺、肝、肾和肠等组织；在晚期小鼠胚胎中 ＴＤＧ
高度表达于胸腺、脑、鼻上皮、肠、皮肤、肾、牙齿和骨

骼的增殖区域（在肺和肝中较早期胚胎下降）；出生

后 ＴＤＧ 在大多数组织中均表达下降 （除了睾

丸） ［１９］。 在两项 ＴＤＧ 基因敲除小鼠的研究中，ＴＤＧ
缺失的纯合子小鼠胚胎在发育早期（大约第 １１ ５
天）即死亡，且死亡的胚胎表现出内出血及器官发

育障碍等异常表型［２，４］。 在 ＴＤＧ 缺失的死亡胚胎

中，胚胎发育和发生相关的基因在缺少 ＴＤＧ 的情况

下出 现 严 重 表 达 下 调 （ 如 ＨＯＸＤ１３、 ＳＦＲＰ２、
ＨＯＸＡ１０、 ＴＷＩＳＴ２、 ＲＡＲＢ［２］， 以 及 ＲＡＲ、 ＲＸＲ、
ｐ３００［４］等），可在这些基因的启动子 ＣｐＧ 岛检测出

高甲基化状态［２］。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ＴＤＧ 与常染

色体紧密结合，保护调控发育基因的启动子 ＣｐＧ 岛

免受高甲基化修饰，阻止了胚源性疾病的发生。
２．２　 ＴＤＧ 与细胞分化

哺乳动物细胞的 ＤＮＡ 甲基化模式的擦除重建

与细胞重编码后多能性的建立与稳定息息相关［２０］。
ＴＤＧ 通过介导 ＤＮＡ 的主动去甲基化，使基因组发

生重编码，重新激活细胞多能性［２０⁃２２］。 在 Ｈｕ 等［２０］

的研究中，ＴＤＧ 与 ＴＥＴ 协同介导 ＤＮＡ 去甲基化过

程，使 得 小 鼠 胚 胎 成 纤 维 细 胞 （ ｍｏｕｓｅ ｅｍｂｒｙｏ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ＭＥＦｓ）的基因重新编码，失分化形成多

能干细胞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ｉＰＳＣｓ）。
而 ＴＤＧ 缺陷的 ＭＥＦｓ 会造成间充质向上皮转换的

过程被阻断，导致重编码失败。 同时去甲基化过程

所依赖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ｍｉＲＮＡ）也会因此出现缺失

（ 包 括 ｍｉＲＮＡ⁃２００ａ、 ｍｉＲＮＡ⁃２００ｂ、 ｍｉＲＮＡ⁃２００ｃ、
ｍｉＲＮＡ⁃１４１ 及 ｍｉＲＮＡ⁃４２９），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

步阻碍了 ＭＥＦｓ 向 ｉＰＳＣｓ 转化的过程［２０］。 这证明了

ＴＤＧ 在诱导细胞产生多能性的过程中必不可少。
此外，ＴＤＧ 在参与体细胞的生长分化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在一项研究中，体外细胞系实验证

实 ＴＤＧ 可受 ｍｉＲＮＡ⁃２６ａ 的靶向调节，抑制 ＴＤＧ 的

表达。 随后证实了 ＴＤＧ 在小鼠出生后胰岛的分化

过程中表达下调，且伴随 ｍｉＲＮＡ⁃２６ａ 的上调。 通过

建立 ｍｉＲＮＡ⁃２６ 过表达的小鼠，研究者发现 ｍｉＲＮＡ⁃
２６ａ 的过表达增加了体内胰腺细胞的数量以及在体

外培养时的内分泌细胞与腺泡细胞的比例［２１］。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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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 ＴＤＧ 可受 ｍｉＲＮＡ 的调控，对体内的细胞的分

化增殖产生影响。 另有研究显示，ｍｉＲ⁃２９ｂ 与 ＴＤＧ
存在靶向关系［２３］，而 ｍｉＲ⁃２９ｂ 可以下调 ＤＮＡ 去甲基

化酶 ＴＥＴ 蛋白的表达，并显著促进间充质干细胞向

成骨细胞的分化［２４］，但是 ＴＤＧ 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有

待深入研究。 此外，ＴＤＧ 可能参与 Ｇａｄｄ４５ｂ 调控的

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 研究显示，Ｇａｄｄ４５ｂ 缺失的小

鼠在神经祖细胞增殖、成年海马体中新生神经元的树

突生长中表现出特异性缺陷［２２］。 可见 ＴＤＧ 介导的

ＤＮＡ 去甲基化在建立组织特异性表达的细胞生长分

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２．３　 ＴＤＧ 与衰老

过去的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组甲基化模式的变

化与生命周期中随着时间进行的老化有关，这种现

象通常被定义为“表观遗传漂移” ［２５］。 ＤＮＡ 去甲基

化和超甲基化的共同发生构成了哺乳动物衰老过程

中 ＤＮＡ 甲基化的变化模式［２６］。 衰老过程中出现广

泛的基因组中 ＣｐＧ 甲基化修饰的减少。 这种去甲

基化事件往往发生在整个基因组的重复序列中，因
此形成了在全基因组中普遍存在的局面［２７］。 而除

了广泛的全基因组低甲基化外，衰老还涉及显著的

ＤＮＡ 甲基化的增加，提示着在衰老情况下存在特定

基因的表达沉默［２６］。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ＴＤＧ 在哺乳动物衰老状况

下表现出局部表达下降的趋势。 在欧洲的“ＭＡＲＫ⁃
ＡＧＥ”项目中的一项研究中，衰老群体外周血单核

细胞中的 ＴＤＧ、ＴＥＴ１、ＴＥＴ３ 表达降低，伴随 ５ｈｍＣ
减少和 ５ｃａＣ 积累［２８］。 其中，ＴＤＧ 的下调或者 ＴＤＧ
活性的损伤则是 ５ｃａＣ 积存的原因［２９］。 另有研究显

示，老年小鼠主动脉 ｍｉＲＮＡ⁃２９ａ 的水平与 ＴＤＧ 负

相关［３０］，ｍｉＲＮＡ⁃２９ａ 可以抑制 ＴＤＧ 的表达［３０⁃３１］，这
提示了衰老状况下机体可能通过 ｍｉＲＮＡ 调节 ＴＤＧ
的表达而影响甲基化模式。 此外，在老化的卵母细

胞中，所有 ＤＮＡ 去甲基化的标志物发生动态调节。
ＴＤＧ 在自然老化的卵母细胞中表达受到抑制，并伴

随 ＴＥＴ３ 的增高。 在加速老化的状态下，ＴＥＴ３ 和

ＴＤＧ 亦产生同样的变化［３２］。 因此，ＴＤＧ 的表达降

低，以及相关甲基化标志物的动态改变，这些都有可

能导致机体在衰老状态下的甲基化模式改变，并很

有可能促进衰老状态下疾病的发生。

３　 ＴＤＧ 介导的 ＤＮＡ 去甲基化与肿瘤发生

ＴＤＧ 与癌症的发生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 在

许多恶性肿瘤疾病或其疾病模型中可观察到 ＴＤＧ
的异常表达，包括食管癌［３３］、结直肠癌［３４⁃３５］、胰腺

癌［３６］、多发性骨髓瘤［３７］、非黑色素瘤皮肤癌［３８］ 等。
其中涉及到的 ＴＤＧ 作用机制包括： 杂合错义突变

造成酶的功能失活［３４⁃３５，３８］，ＴＤＧ 的表达抑制受到癌

基因 Ｒａｓ 的调控［３６］，ＴＤＧ 自身高甲基化导致的基

因沉默［３７］等。
３．１　 去甲基化通路失衡引发基因突变

ＴＤＧ 表达失调，在极大程度上会影响 ＤＮＡ 去

甲基化通路中各个酶之间的平衡作用，对基因组的

稳定性及基因表达调控产生负面影响。 ＴＤＧ 的缺

失或表达下调，会导致去甲基化中间产物的毒性累

积、５ｍＣ 自发脱氨后的突变损伤延续，造成体细胞

的 Ｇ： Ｃ→Ａ： Ｔ 突变，增加对外界损伤因素的敏感

性；而 ＴＤＧ 对同时存在的去甲基化中间产物和 Ｔ：
Ｇ 错配的修复效率差异，亦可能在 ＴＤＧ 酶失调时造

成修复遗漏，影响体细胞基因组的自我修复过程，从
而导致肿瘤的形成。
３．１．１　 去甲基化中间产物的毒性累积 　 ＴＤＧ 介导

的 ＤＮＡ 主动去甲基化涉及到多种蛋白，一旦参与

其中的各种酶之间没有保持高度协调，则会导致通

路中的上下联系无法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在

一项细胞实验中，ＴＤＧ 的敲除会导致 ＴＥＴ２ 参与的

ＤＮＡ 主动去甲基化产生的中间产物（包含羟基化产

物： ５ｈｍＣ、５ｆＣ、５ｃａＣ）的累积。 这些中间产物的累

积会诱导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组的突变，促使 Ｇ： Ｃ→
Ａ： Ｔ 的转变［３９］。 因此，ＴＤＧ 的正常表达对于控制

ＴＥＴ２ 的活性表达结果十分重要。 在 ＴＤＧ 缺少的

情况下，去甲基化作用失衡造成的具有基因组毒性

的中间产物的累积，将引起体细胞发生突变，降低基

因组的稳定性。
３．１．２　 自发脱氨后的突变损伤 　 相比于胞嘧啶自

发脱氨基产生尿嘧啶，５ｍＣ 更容易自发脱氨基产生

胸腺嘧啶，产生 Ｔ： Ｇ 错配。 并且，上文中提及到

ＡＩＤ 的脱氨基作用可使胞嘧啶脱氨基为尿嘧啶，
５ｈｍＣ 亦可脱氨基为 ５ｈｍＵ，通过跨尿嘧啶复制而引

起突变的发生［１４］。 因而甲基化状态下的 ＤＮＡ 若是

缺乏 ＤＮＡ 修复酶的保护，十分容易发生内源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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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导致基因组的不稳定。 因此甲基化状态下的碱

基错配修复酶的缺失可能加剧基因组的不稳定性。
在 １ 例存在 ＴＤＧ 杂合错义突变的直肠癌病例中，研
究者发现了肿瘤细胞 ＤＮＡ 中大量 Ｃ： Ｇ→Ｔ： Ａ 的

突变，而在肿瘤中突变基因的 ＣｐＧ 位点大体上在正

常结肠黏膜中被甲基化修饰［３４］。 可推测这些位点

的突变可能是由 ５ｍＣ 脱氨基化为胸腺嘧啶引起的。
ＴＤＧ 的杂合错义突变造成 ＴＤＧ 蛋白表达失调，以
致 Ｇ： Ｔ 错 配 碱 基 修 复 失 败， 产 生 大 量 的 Ｃ：
Ｇ→Ｔ： Ａ突变的累积与延续。 该病例可为 ＴＤＧ 错

义突变引起 ５ｍＣ 自发突变的挽救失败而导致肿瘤

的发生提供体内证据。
３．１．３　 ＴＤＧ 的修复遗漏 　 ＴＤＧ 作为尿嘧啶 ＤＮＡ
糖苷酶超级家族的成员之一，具备高效的碱基切除

修复能力。 但是当存在多种影响基因组稳定性的威

胁时，其对不同修复对象的修复效率差异会使修复

过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有研究显示，当去甲基化

中间产物 ５ｃａＣ 和 Ｔ： Ｇ 错配分别存在时，ＴＤＧ 会以

高于 ５ｃａＣ 的效率处理 Ｔ： Ｇ 错配。 但是，当两者同

时存在于邻近的相对位点时，ＴＤＧ 更倾向于修复

５ｃａＣ，两种作用的前后发生可以避免 ＤＮＡ 双链断

裂（ＤＮＡ 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ｒ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 ＤＳＢ） ［６］。 但与此同

时也有潜在的隐患，５ｃａＣ 的优先修复可能造成 Ｔ：
Ｇ 错配修复的遗漏，最终导致 Ｃ： Ｇ→Ｔ： Ａ 突变的

固定和延续。 这种隐患在 ＴＤＧ 功能失调的情况下

会恶化，导致基因组的不稳定。
３．２　 ＴＤＧ 失调导致肿瘤易感性增加

ＴＤＧ 参与的去甲基化通路失衡会增加基因突

变的风险。 而基因突变会使细胞对各种损伤因素的

敏感性增加，基因的不稳定性可以诱发肿瘤形成。
多项研究证明，ＴＤＧ 的基因表达水平下降或 ＴＤＧ
蛋白活性下降可能会增加癌症发生的风险。
３．２．１　 ＴＤＧ 的表达沉默与肿瘤　 ＴＤＧ 不仅参与去

甲基化过程，其本身亦受到表观遗传修饰调控。 有

学者在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系中检测到 ＴＤＧ 的表达

下调与其启动子区域的高甲基化程度相关［３７］。
ＴＤＧ 表达水平与细胞在受到过氧化氢损伤时显示

出的修复活力具有显著相关性；外源性的 ＴＤＧ 表达

可以在功能上补偿受损的 ＤＮＡ 修复活动。 由此看

来，高甲基化造成的 ＴＤＧ 沉默可能增加细胞对外界

损伤因素的敏感性，但是还需更多的研究证明高甲

基化引起的 ＴＤＧ 下调对肿瘤发生的影响。 此外，有
研究发现 ＴＤＧ 在胰腺癌中表达下降［３６］。 并且该研

究通过体外实验证实癌基因 Ｒａｓ 通过抑制转录激活

因子生长蛋白抑制剂 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４）与 ＴＤＧ 的启动子的相互作用，从而下调 ＴＤＧ 的

表达。 综上，不同机制导致的 ＴＤＧ 的表达沉默可能

增加癌症发生的风险。
３．２．２　 ＴＤＧ 的错义突变与肿瘤　 ＴＤＧ 的 ＳＮＰ 与肿

瘤易感性相关。 有体外研究表明，表达 ＴＤＧ 的

Ｇ１９９Ｓ 变异（ＳＮＰ： ｒｓ４１３５１１３）的细胞中会发生无碱

基位点的持续积累，从而引发 ＤＳＢ。 这将降低基因

组的稳定性，诱导细胞的转化［４０］。 该研究证明了

ＴＤＧ 的错义突变增加了基因组对损伤因素的敏感

性，进而发生更为严重的 ＤＳＢ 结局，造成细胞命运

向癌变的方向发展。
此外，临床病例研究为 ＴＤＧ 错义突变与肿瘤易

感性提供了更多证据。 在一项基于人群的 ＤＮＡ 修

复基因变异的研究中发现，ＴＤＧ 的两种 ＳＮＰ 与非黑

色素瘤皮肤癌患者再患其他恶性肿瘤的风险之间具

有显著相关性： 一种是导致 ＴＤＧ 的 Ｖ３６７Ｍ 变异的

非同 义 编 码 的 ＳＮＰ （ ｒｓ２８８８８０５ ）， 另 一 种 是 与

ｒｓ２８８８８０５ 高度连锁不平衡的 ＳＮＰ（ ｒｓ４１３５１５０） ［３８］。
其中，造成 Ｖ３６７Ｍ 变异的 ＳＮＰ（ ｒｓ２８８８８０５）在一项

９４ 例家族性直肠癌的研究中存在 １０％以上的突

变［３５］。 此外，在直肠癌中还发现了氨基酸的 Ｒ６６Ｇ
变异、非同义编码氨基酸 Ｄ２８４Ｙ 变异等［３４⁃３５］。 另

外，尽管不是错义突变，ＴＤＧ 的 ＳＮＰ（ ｒｓ４１３５０５４）被
报道与食管鳞状上皮细胞癌显著相关［３３］。 这些基

于肿瘤病例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 ＴＤＧ 错义突变增

加了基因组的不稳定性及肿瘤发生的风险。

４　 展　 　 望

ＴＤＧ 通过参与被动与主动去甲基化过程，在建

立和维持合理的基因组甲基化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整个生命发生发展的过程中，ＴＤＧ 在各个阶

段肩负不同的使命：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保护了发育

相关基因的正常表达，避免了胚源性疾病的发生；调
控基因组的重编码、激活细胞的多能性，诱导胚胎成

纤维细胞失分化为多能干细胞；参与机体在衰老状

况下的基因组甲基化模式调整，调控衰老过程中特

定基因的表达与沉默。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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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ＴＤＧ 的碱基切除修复作用维持着基因组

的稳定性，消除了外源性或内源性因素对基因组的损

伤，避免基因突变及 ＤＮＡ 双链断裂。 当 ＴＤＧ 表达下

降或活性降低时，去甲基化途径中产生的多种损伤因

素会影响基因组的稳定性： （１） 影响去甲基化通路

中各个酶的协调运作，造成去甲基化中间产物的毒性

累积；（２） 高甲基化位点中 ５ｍＣ 的自发脱氨基引发

ＤＮＡ 突变的累积和延续；（３） ＴＤＧ 对去甲基化中间

产物的优先修复造成邻近的其他错配修复遗漏。 这

些影响基因组稳定性的因素可能与癌症的发生具有

密切联系。
目前关于 ＴＤＧ 与癌症的研究资料为 ＴＤＧ 功能

失活而增加肿瘤易感性的风险积累了证据，但是还

未能总结出公认的 ＴＤＧ 介导的去甲基化作用与癌

症之间的关联机制。 本综述提出可能的关联机制

是： ＴＤＧ 参与的去甲基化通路失调所产生的上述 ３
种损伤因素，将引起基因突变，降低基因组的稳定

性，从而增加了肿瘤生成的风险。 研究 ＴＤＧ 介导的

去甲基化与肿瘤生成之间的关联机制，将有助于我

们理解表观遗传分子在肿瘤中的相互作用关系，为
优化肿瘤的早期诊断指标、开发高效精准的表观遗

传调控药物、准确评估肿瘤的预后提供新的策略。

【参考文献】

［ １ ］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Ｃ Ｂ， ＯＯＩ Ｓ Ｋ， ＢＥＳＴＯＲ Ｔ Ｈ， ｅｔ ａｌ． Ｅｐｉ⁃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３１６（５８２３）： ３９８ ３９９．

［ ２ ］　 ＣＯＲＴÁＺＡＲ Ｄ， ＫＵＮＺ Ｃ， ＳＥＬＦＲＩＤＧＥ Ｊ， ｅｔ ａｌ． Ｅｍ⁃
ｂｒｙｏｎｉｃ ｌｅｔｈａｌ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ＤＧ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１，４７０
（７３３４）： ４１９ ４２３．

［ ３ ］　 ＬＩ Ｙ Ｑ， ＺＨＯＵ Ｐ Ｚ， ＺＨＥＮＧ Ｘ Ｄ，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ｍｔ３ａ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ｎｅ 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ｌｉｎｋｓ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ｅ⁃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 Ｊ ］ ．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 ２００７，３５（２）： ３９０ ４００．

［ ４ ］　 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ＮＯ Ｓ， ＸＵ Ｊ Ｆ， ＳＡＮＮＡＩ 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ｙ⁃
ｍｉｎｅ 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ＮＡ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ｅ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
ｐａｉｒ［Ｊ］ ．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１，１４６（１）： ６７ ７９．

［ ５ ］　 ＴＡＨＩＬＩＡＮＩ Ｍ， ＫＯＨ Ｋ Ｐ， ＳＨＥＮ Ｙ，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 ｏｆ ５⁃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ｔｏ 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ｉｎ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ＤＮＡ ｂｙ ＭＬ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ＥＴ１［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３２４（５９２９）： ９３０ ９３５．

［ ６ ］　 ＷＥＢＥＲ Ａ Ｒ， ＫＲＡＷＣＺＹＫ Ｃ，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Ａ Ｂ，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１⁃ＴＤＧ⁃Ｂ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ＮＡ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Ｊ］ ．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８０６．

［ ７ ］　 ＳＯＮＧ Ｃ Ｘ， ＳＺＵＬＷＡＣＨ Ｋ Ｅ， ＦＵ Ｙ， ｅｔ 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Ｊ］ ． Ｎａ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１１，
２９（１）： ６８ ７２．

［ ８ ］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Ｈ， ＺＨＡＮＧ Ｘ， ＣＨＥＮＧ Ｘ 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５⁃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ｂｙ ａ ｔｈｙｍｉｎｅ ＤＮＡ ｇｌｙ⁃
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ｍｕｔａｎｔ［ Ｊ］ ． Ｊ ＭｏｌＢｉｏｌ， ２０１３，４２５（６）： ９７１
９７６．

［ ９ ］　 ＭÜＬＬＥＲ Ｕ， ＢＡＵＥＲ Ｃ， ＳＩＥＧＬ Ｍ， ｅｔ ａｌ． ＴＥＴ⁃ｍｅｄｉ⁃
ａｔ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ＤＧ ｏｒ ＮＥＩＬ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ｅｎ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 ２０１４，４２（１３）： ８５９２ ８６０４．

［１０］　 ＭＯＲＧＡＮ Ｈ Ｄ， ＤＥＡＮ Ｗ， ＣＯＫＥＲ Ｈ Ａ， 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ｙｔｉｄｉｎｅ ｄｅａｍｉｎａｓｅｄｅａｍｉｎａｔｅｓ ５⁃ｍｅｔｈｙｌ⁃
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ｉｎ ＤＮＡ ａｎｄ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 ｔｉｓ⁃
ｓｕ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４，２７９（５０）： ５２３５３ ５２３６０．

［１１］　 ＧＵＯ Ｊ Ｕ， ＳＵ Ｙ Ｊ， ＺＨＯＮＧ Ｃ，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ｂｙ ＴＥＴ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ＮＡ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ｕｌｔ ｂｒａｉｎ［ Ｊ］ ．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１，１４５
（３）： ４２３ ４３４．

［１２］　 ＬＩ Ｚ， ＧＵ Ｔ Ｐ， ＷＥＢＥＲ Ａ Ｒ， ｅｔ ａｌ． Ｇａｄｄ４５ａ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ＤＮＡ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ＤＧ ［ Ｊ］ ．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 ２０１５，４３（８）： ３９８６ ３９９７．

［１３］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ＩＪＳＴ Ｍ Ｇ， ＶＥＮＫＩＴＥＳＷＡＲＡＮ Ｍ，
ＣＨＥＮ Ｈ， ｅｔ 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ＤＮＭ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ｔｏ ＤＮＡ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ｓｅ ｏｒ ＤＮＡ ｄ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ａｓｅ［ Ｊ］ ．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１０（８）： ６７１ ６７６．

［１４］　 ＬＩＵ Ｍ， ＳＣＨＡＴＺ Ｄ Ｇ．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ＩＤ ａｎｄ ＤＮＡ ｒｅ⁃
ｐａｉ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ｍｍｕ⁃
ｎｏｌ， ２００９，３０（４）： １７３ １８１．

［１５］　 ＳＪＯＬＵＮＤ Ａ Ｂ， ＳＥＮＥＪＡＮＩ Ａ Ｇ， ＳＷＥＡＳＹ Ｊ Ｂ．
ＭＢＤ４ ａｎｄ ＴＤＧ：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Ｊ］ ． Ｍｕｔａｔ Ｒｅｓ， ２０１３，
７４３⁃７４４： １２ ２５．

［１６］　 ＴＡＬＨＡＯＵＩ Ｉ， ＣＯＵＶＥ Ｓ， ＧＲＯＳ Ｌ， ｅｔ ａｌ． Ａｂｅｒｒａｎ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ｙｍｉｎｅ⁃ＤＮＡ ｇｌｙ⁃
ｃｏｓｙｌａｓ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ＣｐＧ Ｉｓｌａｎｄｓ ［ Ｊ ］ ．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
２０１４，４２（１０）： ６３００ ６３１３．

［１７］　 ＳＭＩＴＨ Ｚ Ｄ， ＣＨＡＮ Ｍ Ｍ， ＨＵＭＭ Ｋ Ｃ， ｅｔ ａｌ．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ｍｂｒｙｏ［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４，５１１（７５１１）： ６１１ ６１５．

·１２５·

　 第 ４ 期 郁霞青　 等： ＴＤＧ 介导的去甲基化在细胞发育分化及肿瘤发生中的研究进展



［１８］　 ＧＵＯ Ｆ， ＹＡＮ Ｌ Ｙ， ＧＵＯ Ｈ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
ｔｏｍｅ ａｎｄ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ｏｍ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ｉ⁃
ｍｏｒｄｉａｌ 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ｓ［ Ｊ］ ．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５，１６１（６）： １４３７
１４５２．

［１９］　 ＮＩＥＤＥＲＲＥＩＴＨＥＲ Ｋ， ＨＡＲＢＥＲＳ Ｍ， ＣＨＡＭＢＯＮ Ｐ，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 Ｇ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
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ａｎｄ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ｇｅｎ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１９９８，１７（１２）： １５７７ １５８５．

［２０］　 ＨＵ Ｘ， ＺＨＡＮＧ Ｌ， ＭＡＯ Ｓ Ｑ， ｅｔ ａｌ． Ｔｅｔ ａｎｄ ＴＤＧ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ＤＮＡ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ｏ⁃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Ｊ］ ． Ｃｅｌ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４，１４（４）： ５１２ ５２２．

［２１］　 ＦＵ Ｘ Ｈ， ＪＩＮ Ｌ， ＷＡＮＧ Ｘ Ｃ，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６ａ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ｅｎ ｅｌｅｖ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 ２０１３，１１０（４４）： １７８９２ １７８９７．

［２２］　 ＭＡ Ｄ Ｋ， ＪＡＮＧ Ｍ Ｈ， ＧＵＯ Ｊ Ｕ，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ａｄｄ４５ｂ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ＮＡ ｄｅｍ⁃
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３２３（５９１７）： １０７４ １０７７．

［２３］　 ＹＡＮＧ Ｙ Ｗ， ＰＡＮ ＱＱ， ＳＵＮ Ｂ Ｘ，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２９ｂ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ＬＰＬ ａｎｄ ＴＤＧ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Ｃｓ［ Ｊ］ ． ＤＮＡ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６，３５（１２）： ７５８ ７６５．

［２４］　 秦兵莲，沈君颜，陈嘉瑜，等．ｍｉＲ⁃２９ｂ 调节 ＴＥＴ 蛋白

对脂肪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的影响［ Ｊ］ ．同
济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７，３８（５）： ７ １２．

［２５］　 ＴＥＳＣＨＥＮＤＯＲＦＦ Ａ Ｅ， ＷＥＳＴ Ｊ， ＢＥＣＫ Ｓ． Ａｇｅ⁃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ｒｉｆ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ｐｉ⁃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ｈｒｉｆｔ？ ［Ｊ］ ． Ｈｕｍ Ｍｏｌ Ｇｅｎｅｔ， ２０１３，２２（Ｒ１）：
Ｒ７ Ｒ１５．

［２６］　 ＺＡＭＰＩＥＲＩ Ｍ， ＣＩＣＣＡＲＯＮＥ Ｆ，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Ｒ，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ｇｉｎｇ［ Ｊ］ ．
Ｍｅｃｈ Ａｇｅｉｎｇ Ｄｅｖ， ２０１５，１５１： ６０ ７０．

［２７］　 ＢＯＬＬＡＴＩ Ｖ，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Ｊ， ＷＲＩＧＨＴ Ｒ， ｅｔ ａｌ． Ｄｅ⁃
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ｏｈｏｒｔ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Ｊ ］ ． Ｍｅｃｈ Ａｇｅｉｎｇ Ｄｅｖ，
２００９，１３０（４）： ２３４ ２３９．

［２８］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 Ｅ， ＺＡＭＰＩＥＲＩ Ｍ， ＭＡＬＡＶＯＬＴＡ Ｍ，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ｈｍＣ⁃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ＤＮＡ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ａｇｉｎｇ
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ＡＧＥ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Ａｇｉｎｇ
（Ａｌｂａｎｙ ＮＹ）， ２０１６，８（９）： １８９６ １９２２．

［２９］　 ＳＨＥＮ Ｌ， ＷＵ Ｈ， ＤＩＥＰ Ｄ，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ＥＴ⁃ａｎｄ ＴＤＧ⁃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５⁃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Ｊ］ ．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３，１５３ （ ３）： ６９２
７０６．

［３０］　 ＺＨＡＮＧ Ｐ， ＨＵＡＮＧ Ｂ Ｈ， ＸＵ Ｘ Ｒ， ｅｔ ａｌ． Ｔｅｎ⁃ｅｌｅｖ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ｅｔ ）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ｎｅ 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ＴＤ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ｏｆ ｍｉＲＮＡ⁃２９ａ［Ｊ］ ．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３，４３７（３）： ３６８ ３７３．

［３１］　 ＭＯＲＩＴＡ Ｓ， ＨＯＲＩＩ Ｔ， ＫＩＭＵＲＡ Ｍ，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２９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ＮＡ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ｓｅ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１３，１４（７）：
１４６４７ １４６５８．

［３２］　 ＱＩＡＮ Ｙ， ＴＵ Ｊ Ｊ， ＴＡＮＧ Ｎ Ｌ Ｓ，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ｏｆ ＤＮＡ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ａｒｋｓ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ｏｏｃｙｔ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ａｇｉｎｇ［ Ｊ］ ．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５，６７： １２１ １２７．

［３３］　 ＬＩ Ｗ Ｑ， ＨＵ Ｎ， ＨＹＬＡＮＤ Ｐ Ｌ，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
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ＮＡ ｒｅｐａｉｒ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
ｇｅ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ｄ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２０１３，
３４（７）： １５３６ １５４２．

［３４］　 ＶＡＳＯＶＣＡＫ Ｐ， ＫＲＥＰＥＬＯＶＡ Ａ， ＭＥＮＩＧＡＴＴＩ Ｍ，
ｅｔ ａｌ． Ｕｎｉｑｕ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ｓｓ
ｏｆ ＴＤ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ｆ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ＭＳ２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Ｊ ］ ． ＤＮＡ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ｍｓｔ）， ２０１２，１１（７）： ６１６ ６２３．

［３５］　 Ｂ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Ｐ， ＢＡＧＲＡＴＵＮＩ Ｔ， ＶＩＪＡＹＡＫＲＩＳＨ⁃
ＮＡＮ Ｊ，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ＴＨＬ１， ＮＥＩＬ１， ＮＥＩＬ２，
ＭＰＧ， ＴＤＧ， ＵＮＧ ａｎｄ ＳＭＵＧ１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ｃｏｌｏ⁃
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 ． ＢＭＣ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６，６：
２４３．

［３６］　 ＳＵＮ Ｊ， ＳＨＥＮ Ｑ， ＬＵ Ｈ Ｑ， ｅｔ ａｌ． Ｏｎｃｏｇｅｎｉｃ Ｒａｓ 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Ｇ４⁃ＴＤＧ⁃Ｆａｓ ａｘ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 ２０１５，６（３９）： ４１９９７ ４２００７．

［３７］　 ＰＥＮＧ Ｂ， ＨＵＲＴ Ｅ Ｍ， ＨＯＤＧＥ Ｄ Ｒ， ｅｔ ａｌ． ＤＮＡ ｈｙ⁃
ｐｅｒ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ｇｅｎｅ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ｔｈｙ⁃
ｍｉｎｅ⁃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ｙｅｌｏｍａ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Ｊ］ ．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１（３）： １３８ １４５．

［３８］　 ＲＵＣＺＩＮＳＫＩ Ｉ，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 Ｔ Ｊ， ＳＨＵＧＡＲＴ ＹＹ， ｅｔ
ａｌ．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ＮＡ ｒｅｐａｉｒ ｇｅｎｅ ｖａｒｉ⁃
ａ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ｎ⁃ｍｅｌａｎｏｍａ ｓｋ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ｓ ａ ｍａｒｋ⁃
ｅｒ ｏｆ ａ 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ｏｎｅ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 Ｊ］ ．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２０１２，３３（９）： １６９２ １６９８．

［３９］　 ＭＡＨＦＯＵＤＨＩ Ｅ， ＴＡＬＨＡＯＵＩ Ｉ， ＣＡＢＡＧＮＯＬＳ Ｘ，
ｅｔ ａｌ． ＴＥＴ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ｕｔ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 Ｊ］ ． ＤＮＡ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ｍｓｔ）， ２０１６，４３： ７８ ８８．

［４０］　 ＳＪＯＬＵＮＤ Ａ， ＮＥＭＥＣ Ａ Ａ， ＰＡＱＵＥＴ Ｎ， ｅｔ ａｌ． Ａ
ｇｅｒｍｌｉ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ｙｍｉｎｅ ＤＮＡ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ＬｏＳ Ｇｅｎｅｔ， ２０１４，１０（１１）： ｅ１００４７５３．

·２２５·

　 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 第 ４０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