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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类异戊二烯是以异戊二烯为单元构建的一类化合物家族。类异戊二烯在自然界

中分布广泛 ,是天然物质中种类繁多的一类化合物。其中低等萜类主要存在于

高等植物、藻类、苔藓和地衣中 ,在昆虫和微生物中也有发现。目前已知类异

戊二烯类20000 多种, 据估计这仅占自然衍生物的一小部分。 

 

研究背景 

异戊二烯 



研究现状 核心内容 

Synthetic pathway for 

acetyl-CoA-derived 

bioproducts in 

S. cerevisiae  

 

Blue : Native 

 

green ：Synthetic 



研究现状 研究结果 

化学反应上理论的生产1mol金合欢烯消

耗原材料（葡萄糖）的量 



Identification of functional enzymes 

 

eutE 蛋白表达催化 ADA（酰化的乙醛脱氢酶） reaction。 

 

A图表明ADA reaction在酵母中也能有 ACS（乙酰辅酶A合

成酶）的功能。 

 

B图表明TDH3的产物eutE蛋白的产量越高，金合欢烯的产

量就越高。 

 

C图表明使用不同的微生物中eutE金合欢烯的产量也不同

。 

 

D图表明了NADH-HMGr相比于传统的tHMGr在ADA中的催

化作用更明显。而在Native途径中则相反 

 

E图表明了Pk和PTA能够起到产生乙酰辅酶A的作用。 

 

 



Identification of interfering, previously 

uncharacterized native reaction 

 
 

 

 

 

A图说明了在acs，ald6缺乏的体系中，加入ADA，PK和PTA途径
发现乙酸的含量会升高。 

 

 

B图表示无细胞体系下，加热后酶失活，乙酰磷酸无法水解。 

 

 

C图表示的在rhr2缺乏的体系中，水解活性会很低，仅hor2缺乏的
体系中与正常相比不明显，但同时缺乏的时候水解活性会更低。认
为水解反应中rhr2是主导酶，hor2是cofactor 

 

 

D~F:说明的是抑制这个水解反应的重要性 



 Fermentation performance 

与Native pathway 相比，重建后的C代谢生

产类异戊二烯的高效性 



总结 

 

本文通过重建酵母核心C代谢提高了异戊二丁烯，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合成效

率更利于工业化。 

 

 

可能的不足：个人觉得整个代谢生产过程还是由微生物来进行控制，重建后的C代谢是否能够进一步改

进到完全由人控制。另外重建的代谢对菌株生长是否会有不利的影响。 

 

 

启发：多角度对待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有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