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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 RNA 技术：是借助基因重组技术，根据碱基互补原理，用人工合

成或生物体合成的特定 RNA 片段(或其化学修饰物)抑制或封闭基因

表达的技术。

反义 RNA：一种本身缺乏编码能力，

但能与特异靶 RNA（主要是 mRNA)

互补的 RNA 分子，它可通过配对

碱基间氢键作用与靶 RNA 的特定

互补区域结合形成双链复合物，

抑制靶 RNA 的功能，从而调控基

因的正常表达 。

根据反义 RNA 的作用机制可将其分为 3类：

Ⅰ类反义 RNA：直接作用于靶 mRNA 的 S D 序列和（或）部分编码区，

直接抑制翻译，或与靶 mRNA

结合形成双链 RNA，从而易被

RNA 酶Ⅲ 降解；

Ⅱ类反义 RNA：与 mRNA 的非编

码区结合，引起 mRNA 构象变

化，抑制翻译；

Ⅲ类反义 RNA：直接抑制靶

mRNA 的转录。



技术原理：利用自然存在的或人工合成的反义 RNA，通过基因重组技

术反向插入到合适的表达载体形成重组 DNA，然后转染受体细胞，则

这一反插入的序列就会

随细胞周期产生大量反

义 RNA，对基因的表达进

行调控，从而抑制、封闭

或破坏靶基因的表达。

反义 RNA 调节作用机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互补于特定 mRNA 的非编码区,如 SD 序列上游区，影响核糖体结

合,间接抑制翻译；

(2) 互补于特定 mRNA 的 SD 序

列和（或）编码区,直接抑制翻

译或使 mRNA 易被核酸酶降解；

(3)作用于靶 mRNA 的 5’端,阻

止帽子结构的形成,影响靶

mRNA 的成熟；

(4) 作用于 PolyA 形成位点,阻止靶 mRNA 的成熟及向胞浆内转运；

(5)作用于外显子和内含子的连接区,阻止 mRNA 前体的剪接；

(6)阻止特定基因的转录；

(7)复制水平的调节作用。

技术应用：



1 人工合成构建

只要靶基因的核苷酸顺序已经知道，就可以人工设计出Ⅰ类反义RNA。

有时还可设计同时具有Ⅰ类和Ⅲ类反义 RNA 功能的反义 RNA。

我们还可以设计出天然存在的反义 RNA 的反义 RNA 来。这样就可以拮

抗原始反义 RNA 对靶 mRNA 的抑制作用。而达到激活或加强某个靶基

因的表达的目的。

2抗病毒作用

抗病毒反义 RNA 技术是将特定的病毒基因反向插入到表达载体中，

以构建反义RNA 表达载体，再将重组体导入真核细胞(病毒宿主细胞)

中表达特异性反义 RNA，从而抑制特异有害基因的表达或抑制病毒复

制。如已成功地抑制疱疹病毒、流感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等对培养的组织细胞的侵袭；用针对植物病毒的反义 RNA 已培育出

具有抗病毒能力的植物。

3抗肿瘤作用

可以设计出针对肿瘤细胞的癌基因、突变基因、非正常表达基因及某

些肿瘤相关病毒的癌基因反义 RNA，以阻断这些有害基因的表达，达

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反义技术的优缺点：

优点：

（1）反义核苷酸是针对特定的靶 mRNA（DNA）的序列设计合成，具

有极高的特异性；

（2）反义核酸是针对已知序列的靶基因设计合成的，由于靶基因序



列已知，反义核酸仅有 15-30 个碱基，结构简单，容易设计和体外大

量合成。

（3）反义核酸进入细胞内与细胞周期无关，既可进入增殖期细胞又

可进入非增殖期细胞。

（4）反义寡核苷酸不含病毒序列，不会产生免疫反应，也不会整合

入宿主染色体内

缺点：对原癌基因表达抑制的同时抑制了细胞的生长，从而不利于转

化子的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