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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B4_c22_652496.htm 细菌的DNA除大部分集中于核

质（染色体）内，尚有少部分（约1～2%）存在于染色体外

，称为质粒！ 细菌的DNA除大部分集中于核质（染色体）内

，尚有少部分（约1～2%）存在于染色体外，称为质粒。质

粒与染色体的相似处为：质粒亦为双链环形DNA，不过其分

子量远比染色体为小，仅为细菌染色体DNA的0.5～3%.质粒

亦可携带遗传信息，可决定细菌的一些生物学特性。然而质

粒却有一些与染色体DNA不同的特性。 1.质粒并非细菌生存

所必不可少的遗传物质。细菌如失去染色体，则不能生存；

然而细菌失去质粒后仍能生存。这是由于染色体DNA携带的

基因所编码的产物，在细菌新陈代谢中是生存所必须者；而

质粒携带的基因所编码的产物并非细菌的生存所必须者。因

此质粒可以在细菌间传递与丢失。 2.质粒的传递（转移）是

细菌遗传物质转移的一个重要方式。有些质粒本身即具有转

移装置，如耐药性质粒（R质粒）；而有些质粒本身无转移装

置，需要通过媒介（如噬菌体）转移或随有转移装置的质粒

一起转移。获得质粒的细菌可随之而获得一些生物学特性，

如耐药性或产生细菌素的能力等。 3.质粒可自行失去或经人

工处理而消失。在细菌培养传代过程中，有些质粒可自行从

宿主细菌中失去。这种丢失不像染色体突变发生率很低，而

是较易发生。用紫外线、吖啶类染料及其他可以作用于DNA

的物理、化学因子处理后，可以使一部分质粒消失，称为消

除。目前学者们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人工处理消除耐药质粒



或与致病性有关的质粒。 4.质粒可以独立复制。质粒为DNA

，有复制的能力，质粒的复制可不依赖于染色体，而在细菌

胞浆内进行。这一特性在基因工程中需扩增质粒时很有用处

，因可使细菌停止繁殖而质粒仍可继续复制，从而可获得大

量的质粒。 5.可有几种质粒同时共存在于一个细菌内。因质

粒可独立复制，又能转移入细菌和自然失去，因此就有机会

出现几种质粒的共存。但是并非任何质粒均可共存，因发现

在有些情况下，两种以上的质粒能稳定地共存于一个菌体内

，而有些质粒则不能共存。 目前已在很多种细菌中发现质粒

。比较重要者有决定性菌毛的F因子，决定耐药性的R因子以

及决定产大肠杆菌素的Col因子等。耐药性质粒的分子量相对

较小，而与致性有关的质粒则为大质粒。革兰氏阴性菌一般

都带有质粒。某些革兰氏阳性菌如葡萄球菌也有质粒。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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