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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目的: 研究浙江省周期型马来丝虫等位基因酶谱。方法: 用微量平面淀粉凝胶电泳法, 检测浙江省周期
型马来丝虫成虫 180 条 (雌 60, 雄 120) , 微丝蚴 0. 4 m l(约 32 000 条)及感染期幼虫约 1 500 条的A cph 等 14 种酶的
同工酶的等位基因酶谱。结果: 浙江省周期型马来丝虫的 3 个生活期虫体呈现 13 种酶的同工酶的 27 个等位基因
位点, 多数位点为纯合子型, 仅 2 个位点 (M P I,M DH 22)为杂合子型 (占 7. 4% )。成虫、微丝蚴及感染期幼虫分别呈
现 16、16 及 9 个等位基因位点。同时用相同的方法对实验室传代的周期型马来丝虫等位基因酶谱进行比较检测。
结论: 浙江省与实验室传代的周期型马来丝虫的同工酶等位基因酶谱基本相似。

关键词　周期型马来丝虫　等位基因酶谱　淀粉凝胶电泳

　　我国 14 个省、市、自治区有马来丝虫病流行, 对

其病原体周期型马来丝虫 (下简称马来丝虫)是否存

在种间变异, 黄惠芬等 (1988) [ 1 ]和黄李等 (1990) [ 2 ]

先后从丝虫成虫M DH 和GP I同工酶的电泳型酶谱

分析和微丝蚴体内酸性磷酸酶活性分布情况, 认为

我国不同地区的马来丝虫可能有种内分化。浙江省

曾是马来丝虫病流行较为严重的地区, 研究浙江省

马来丝虫等位基因酶谱, 对我国马来丝虫的种下分

型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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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样品制备

1　马来丝虫成虫及微丝蚴　虫体取自马来丝虫

——长爪沙鼠动物模型。长爪沙鼠由浙江省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取 4 w k～ 6 w k 周龄健康长爪沙鼠, 分

别用浙江省马来丝虫 (虫源来自浙江省安吉县)和实

验室传代保种的马来丝虫 (虫源来自贵州省寄生虫

病防治研究所提供的阳性沙鼠) 的感染期幼虫经腹

腔感染, 感染后 6 个月剖检, 从腹腔或附睾收集活动

的成虫, 同时收集含有微丝蚴的腹腔液。腹腔液经离

心分离收集微丝蚴。成虫和微丝蚴经洗净后加缓冲

液分别置于塑料管中冷冻 (- 70℃)保存备用。

2　马来丝虫感染期幼虫　从微丝蚴腹腔液症的长

爪沙鼠, 抽取腹腔液感染中华按蚊。感染后 9 d～ 11

d, 用贝氏分离法收集蚊体内的感染期幼虫, 洗净后

用上法保存备用。

检测方法

对 62磷酸葡萄糖脱氢酶 (6PGD , EC 1. 1. 1.

44) , 葡萄糖262磷酸脱氢酶 (G6PD , EC 1. 1. 1. 49) ,

肌酸激酶 (CK, EC 2. 7. 3. 2) , 己糖激酶 (H K, EC 2.

7. 1. 1. ) , 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脱氢酶 (NADD ,

EC 1. 6. 99. 3) , 磷酸葡萄糖变位酶 (PGM , EC 5. 4.

2. 2. ) , 酯酶 (EST , EC 3. 1. 1. 1) , 苹果酸脱氢酶

(M DH , EC 1. 1. 1. 37) , 腺苷酸激酶 (A K, EC 2. 7.

1. 20) , 酸性磷酸酶 (A CPH , EC 3. 1. 3. 2) , 苹果酸酶

(M E, EC 1. 1. 1. 40) , 葡萄糖磷酸异构酶 (GP I, EC

5. 3. 1. 9) , 62磷酸甘露糖酶 (M P I, EC 5. 3. 1. 8) 和硫

锌酰胺脱氢酶 (D IA , EC 1. 6. 2. 2)等 14 种酶进行检

测。检测方法和染色方法按D avis 等微量淀粉凝胶

平面电泳改良法 (1994) [ 3 ]进行, 共检测浙江省与贵

州省两地丝虫成虫 540 条 (®360 条, ♀180 条) , 浓

集微丝蚴 1. 0 m l (约 80 000 条) , 感染期幼虫约

3 000条。所用的电泳仪及试剂均由本所遗传实验室

提供。

结果与讨论

浙江省马来丝虫等位基因酶谱检测结果　检测

成虫 (®120 条, ♀60 条) , 微丝蚴 (0. 4 m l 约32 000

条)和感染期幼虫 (约 1 500 条)的等位基因酶谱。14

种酶除D IA 外, 呈现 13 种酶的等位基因酶谱。成

虫, 微丝蚴及感染期幼虫的等位基因同工酶位点如

表 1 所列。成虫的M P I和感染期幼虫的M DH 22 为

杂合子型, 余为纯合子型。其中A CPH、A K21、CK2
1, G6PD , H K22,M DH 21. 2 和 6PGD 等 8 个等位基

因同工酶位点在 3 个生活期虫体均可测得; 在成虫

和微丝蚴两虫期中可测得 GP I, M P I, NADD 和

PGM 21 等位基因同工酶位点; H K21, PGM 22 位点

仅在成虫期测得; EST 21 和M DH 23. 4. 5 位点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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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丝蚴期测得,M E 等位基因同工酶位点仅在感染

期幼虫测到。
表 1　周期型马来丝虫等位基因同工酶位点检测结果

Table 1　Result of detection of a llel ic locus of per iodic B rug ia m a layi

位点

L ocus

成　　虫
A dult wo rm

浙 (Z) 实 (L )

微 丝 蚴
M icrofilaria

浙 (Z) 实 (L )

感染期幼虫
Infective larva

浙 (Z) 实 (L )

A CPH AA AA AA AA AA AA
A K　- 1 AA AA AA AA AA AA

2 AA AA - AA - -
EST - 1 - - AA AA - -

2 - - - AA - -
3 - - - AA - -

G6PD AA AA AA AB AA AA
H K　- 1 AA AA - - - -

2 AA AA AA AA BB -
M E - AA - AA AA AA
CK　- 1 AA AA AA AA AA AA

2 AA AA - - - -
GP I AA AA AA AA - -
M DH - 1 AA AA AA AA AA AA

2 AA AA AA AA AB AB
3 - - AA AA - -
4 - - AA AA - -
5 - - AA AA - -

M P I AB AB AA AA - -
NADD AA AA AA AA - -
PGM - 1 AA AA AA AA - -

2 AA AA - - - -
6PGD AA AA AA AA AA AA

注: 1 样本数见文内　2 AA , BB 示纯合子,AB 示杂合子　3 无位点
出现示“- ”　4‘L ’实验室,‘Z’浙江省
N o te: 1 Fo r the num ber of samp les, see the tex t. 　2 AA , BB - ho2

mozygo te,‘AB’- heterozygo te. 　3‘- ’N o locus. 　4‘L ’
L abo rato ry.‘Z’Zhejiang P rovince

实验室传代的马来丝虫等位基因同工酶谱检测

结果　取成虫 (® 240 条, ♀120 条) , 微丝蚴 (约

48 000条)和感染期幼虫 (约 1 500 条) , 同时进行 14

种酶的同工酶检测, 3 个生活期虫体的等位基因位

点如表 1 所列。成虫的M P I 位点, 微丝蚴的 G6PD

位点及感染期幼虫的M DH 22 位点为杂合子, 其余

位点均为纯合子型。在 3 个生活期虫体均可测得 8

个等位基因同工酶位点 (A CPH , A K21, CK21,

G6PD ,M E,M DH 21, 2 和 6PGD ) ; 在成虫和微丝蚴

2 个生活期均测得 4 个等位基因同工酶位点 (A K2
2, M P I, NADD 和 PGM 21) ; 仅在成虫期出现有

H K21 和 CK22 等位基因同工酶位点, 而 EST 21, 2,

3, 和M DH 23, 4, 5 等 6 个等位基因酶位点仅出现于

微丝蚴期。

上述结果表明, 用微量平面淀粉凝胶电泳对浙

江省马来丝虫和实验室传代的马来丝虫检测 13 种

同工酶的等位基因酶谱显示, 两者基本相似, 在 3 个

生活期虫体中虽有差异, 但用相似系数法 (L e

B lancq等 1986) [ 4～ 7 ]检测, 两者的成虫、微丝蚴和感

染期幼虫的相似系数分别为 0. 94、0. 71 和 0. 89, 提

示两者的变异较小, 其中M E 等位基因同工酶位点

在浙江省马来丝虫的成虫及微丝蚴中缺现, 这是否

是浙江马来丝虫等位基因酶谱特点, 值得进一步研

究。

丝虫的 3 个虫期分别寄生在不同的宿主环境

中, 他们在发育过程中组织分化, 形态改变, 必须适

应宿主环境的更换, 虫体的等位基因同工酶就会发

生特定的改变, 导致各发育阶段等位基因酶谱呈现

差异。

在实验过程中, 观察到丝虫成虫等位基因同工

酶谱与虫体的性别无关; 从不同长爪沙鼠宿主个体

内取出的成虫或微丝蚴, 它们的等位基因同工酶谱

相同。感染期幼虫寄生于蚊媒体, 在检测感染期幼虫

等位基因同工酶谱的同时, 曾对中华按蚊成虫进行

了检测, 发现CK21 位点在两者呈现完全一致。该等

位基因同工酶位点是否与马来丝虫和其中间宿主蚊

媒间寄居相容性有关, 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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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ALL EL IC ZYMOGRAM OF PER IOD IC B RUG IA

M ALA YI FROM ZHEJ IANG PROV INCE3

D EN G Shan shan, 　W AN G Pengpeng, 　ZEN G X iaopeng, 　YAN X iao lan, 　D irecto r: CH EN Cu i’e
Institu te of P arasitic D iseases, Z hej iang A cad emy of M ed ica l S ciences, H ang z hou 310013

ABSTRACT

　　A IM : To study the a llelic zym ogram of period ic B . m a lay i from Zhejiang P rovince. M ETHOD S: 180

adu lt w o rm s (®60, ♀120) , 32 000 m icrofila ria and 1 500 infect ive la rvae of period ic B . m a lay i w ere exam 2
ined fo r the isoenzym es of 14 enzym es by ho rizon ta l sta rch gel electropho resis w ith 14 differen t isom ym e.

RESUL TS: Tw en ty2seven allelic loci w ere found in th ree develop ing stages of B . m a lay i, m o st of them

w ere hom ozygo tes, how ever, tw o of them (M P I,M DH )w ere heterozygo tes (7. 4% ). 17, 19 and 9 loci w ere

p resen ted in adu lt w o rm s,m icrofila riae and infect ive la rvae, respect ively. A t the sam e tim e, the a llelic zy2
m ogram of B . m a lay i from Gu izhou P rovince w as a lso exam ined. CONCL USION: T he a llelic zym ogram of

period ic B . m a lay i from Zhejiang P rovince w as sim ila r to tha t of period ic B . m a lay i from Gu izhou P rovince

bu t passaged in the labo ra to ry.
　　Key words: Periodic B rug ia m alay i, allelic zymogram , ho rizon tal starch gel elctropho resis

3 　Suppo ted by the N 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Zhejiang P rovince

全国丝虫病技术指导组第十六次会议概况

全国丝虫病技术指导组 (以下称指导组)第十六次会议于 1999 年 6 月 22～ 24 日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卫生部疾病控制司

和江苏省卫生厅有关领导、指导组全体成员及黔、桂、浙、沪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防治机构代表共 22 人出席。会议听取了

指导组一年工作汇报及有关我国防治丝虫病经验、1998 年我国丝虫病监测和消灭丝虫病进展、全球防治丝虫病进展概况、慢

性丝虫病症状分析、中国龙线虫病情况及有关科研工作的进展; 检查了卫生部《1996～ 2000 年全国寄生虫病防治计划》中有关

丝虫病内容的执行情况; 讨论了如何加强监测及严格审评, 以逐步实现全国消灭丝虫病, 以及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自 1998 年 6 月召开的指导组第十五次会议以来, 各地在全面领会卫生部《消灭丝虫病标准》、《消灭丝虫病审评》的基础

上, 进一步加强了对丝虫病监测和消灭丝虫病工作的领导和技术指导, 确定或调整了消灭丝虫病规划, 并注意培训基层专业

人员和采取质量控制措施, 使丝虫病监测和消灭丝虫病工作稳步、并规范地发展。迄 1998 年底, 全国已累计有 620 个县、市通

过消灭丝虫病审评 (含省、地及县级审评) , 占 864 个流行县、市的 71. 8%。通过监测, 在海南省琼山市发现有局部残留疫点。在

广东省雷州市和惠来县存在残留疫点地区, 经采取肃清残存传染源措施后, 当地微丝蚴率已降至零。江西省正开始对存在残

留疫点地区实施乙胺嗪药盐防治。

会议指出, 我国防治丝虫病虽已取得巨大成就, 但决不能掉以轻心。近年来有些省在监测中发现存在残留疫点, 一方面反

映了监测工作的深入, 另一方面表明必须继续加强监测, 以查找可能存在的防治中薄弱环节地区, 彻底消除隐患。近年来在个

别已通过消灭丝虫病审评地区的外来人员中检出微丝蚴血症者的事实, 表明丝虫病监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即使在已达到消

灭丝虫病标准地区, 监测工作仍不应终止。通过会议交流及指导组成员赴基层考察时了解的情况, 反映出在丝虫病监测和消

灭丝虫病审评工作中尚存在个别忽视质量和不够严格的情况, 必须引起重视。

会议认为, 当前必须再接再厉, 进一步加强监测, 严格审评, 以逐步实现全国消灭丝虫病, 为全球消灭丝虫病作出贡献。为

此, 提出如下建议: ①在丝虫病监测工作中要加强对基层的技术指导, 完善质控措施, 严把各个技术环节的质量关; ②在消灭

丝虫病审评工作中, 要坚持预审, 并按卫生部《消灭丝虫病标准》、《消灭丝虫病审评》各项要求, 严格审评程序, 做到无懈可击;

③在原班氏丝虫病流行区的消灭丝虫病审评中, 可采用免疫色谱试验 ( ICT ) 测试卡代替常规血检用于必要时抽查; ④继续通

过重点监测, 注意查找可能存在的残留疫点, 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消除; ⑤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消灭丝虫病地区监

测方案; ⑥结合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方案的要求,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社区级慢性丝虫病患者照料点, 进行宣教, 提高自

我保健意识, 并给予积极治疗, 减少痛苦; ⑦规范丝虫病监测资料的整理, 要注意各项原始记录的收集、保存和记录齐全; ⑧保

持与丝虫病监测和消灭丝虫病工作任务相适应的人员、设备和经费配置。 (孙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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