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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SOD（superoxide dismutase）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和微生物中的金属

酶。它催化超氧化物阴离子自由基（O.
2
-）发生歧化反应，从而清除O.

2
-，在维

持生物体内超氧阴离子自由基产生与消除的动态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结合的金属离子不同，超氧化物歧化酶分为三类：

一是Cu-SOD、Zn-SOD

二是能与Fe2+、Mn2+分别或同时结合，即Fe-SOD、Mn-SOD或Fe/Mn-SOD

三是Ni-SOD



对SOD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1 利用NCBI、Uniprot查找SOD序列信息

2 利用MEGA7进行多序列比对

3 利用MEGA7构建进化树

4 利用NCBI 对SOD预测ORF 

5 利用EMBOSS EXPLORER plotorf分析其核酸序列及氨基酸序列的相似性

6 利用CBS、SMART、ProtScal进行跨膜域、信号肽、结构域预测及性质分析

7 利用Swiss-PdbViewer对SOD结构进行分析

8 利用Uniprot查找蛋白结构

9 利用NCBI 进行引物设计



1、利用NCBI、Uniprot查找SOD序列信息











2、利用MEGA7进行多序列比对



3、利用MEGA7构建进化树



4、利用NCBI 对SOD预测ORF 





5、利用EMBOSS EXPLORER 分析其核酸序列及氨
基酸序列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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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用CBS对SOD进行结构预测

CBS：





CBS TMHMM 跨膜区域预测





ProtScale进行疏水性、亲水性分析





SMART结构域预测



7、利用Swiss-Pdb Viewer对SOD结构进行分析



8、Uniprot的蛋白结构

https://www.proteinmodelportal.org/?pid=modelDetail&provider=SWISSMODEL&template=1jr9A&pmpuid=1001146335568&range_from=1&range_to=204&ref_ac=E7D087&mapped_ac=E7D087&zid=async


9、利用NCBI 进行引物设计



总结：

该蛋白无信号肽，无跨膜结构域；

是亲水性蛋白质；

与热坚芽孢杆菌分离出来的SOD亲缘关系最为相近；

其高级结构主要由两个同源亚基构成，每个亚基包括4个α螺旋和2个β折叠；

每个亚基有四个金属结合位点，分别与三个组氨酸和一个天冬氨酸

结合；

得到了一对引物，可以用于后续的克隆实验中。





氨基酸单位点突变

分子克隆构建载体

原核表达

氨基酸双位点突变

酶活测定以及SD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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