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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组质粒在小鼠的免疫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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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
,-

基因在流感病毒入侵细胞的过

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产物是流感病毒最主

要的保护性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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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人类流感和禽流感

01-

疫苗的研制中!

,-

基因成为首选基因(本试

验在查阅人类流感和禽流感
01-

疫苗研究文献的

基础上!选择以猪流感病毒
,-

基因为目的基因构

建的真核表达质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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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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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胡永浩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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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感病毒
,-

基因重组质粒在小鼠的免疫效力

相比!免疫小鼠不仅具有较高的
,*

抗体滴度和良

好的清除病毒感染的能力!而且在影响小鼠体重增

减变化方面与对照组差异极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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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猪流感病毒
,-

基因能够作为猪流感
01-

疫苗的

目的基因!用于猪流感
01-

疫苗的研究!这与许多

流感病毒
01-

疫苗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

表达载体及其调控元件决定目的基因的表达效

率!不同启动子的真核表达载体对免疫原基因的表

达强度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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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表达载体及其调控元件

的选择及改造是提高
01-

疫苗免疫力的有效方

法(本试验选择
(

)*

和
(

)-../

作为表达载体!其

中
(

)*

带有巨细胞病毒"

)[W

#的早期启动子'增强

子!并含有来源于
$

球蛋白基因的内含子序列%而

(

)-../

则含有鸡的
$

+?4S@B

启动子和
)[W

增强

子(结果显示!

(

)-../

系列的猪流感
01-

疫苗

免疫效果优于
(

)*

系列的猪流感
01-

疫苗(因

此!猪流感
01-

疫苗的进一步研究应优先选择

(

)-../

质粒作为表达载体(

!!

疫苗的免疫保护试验通常是以减少感染率&发

病率和死亡率为指标进行评估!试验中需要现成的

实验动物或本动物疾病模型(对于某些缺乏实验动

物模型的疾病!上述方法存在明显缺陷(本试验所

用 流 感 病 毒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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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来

源于感染猪群(这
"

株病毒对实验小鼠致病力不

强!感染后一般无明显临床症状(因此!本试验以试

验鼠不同时期的
,*

抗体滴度&攻毒后体重变化及

肺脏病毒含量作为指标!建立了猪流感
01-

疫苗

免疫效力评价的有效方法!进而证实用本研究构建

的
,!

亚型和
,%

亚型
01-

疫苗免疫的
2-32

'

4

小鼠能够产生较高滴度的
,*

抗体!且免疫鼠可获

得较强的清除进入体内病毒的能力(研究结果为进

一步研究和开发猪流感
01-

疫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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