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贝西原虫（Babesia spp.）可引起巴贝西原虫病

（typical babesiosis），1991年在美国首次发现。该病主

要是在美国沿海地区和一些欧洲国家出现，是一种少

见却具有潜在生命威胁的疾病［1］。巴贝西原虫病是由

梨形虫目（Piroplasmida）、巴贝西科（Babesiidae）、巴贝

西属（Babesia）的虫体寄生于动物红细胞内引起的一

类寄生虫病。巴贝西原虫病作为一种人兽共患性疾病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带巴贝西原虫的家畜如

牛、马、羊、犬等和啮齿类动物如田鼠、小鼠等均可成为

传染源；蜱为该病的传播媒介。巴贝西原虫病主要由

感染性硬蜱叮咬而传播，各个年龄组人群均对该病易

感。易感性与当地家畜感染的频率、程度和接触家畜

密切与否有关；当地蜱生长密度和是否易被蜱叮咬有

关。脾切除者更易受感染且发病后病情重［3］。人巴贝

西原虫病在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都有报

道，我国台湾、云南和内蒙古地区有人巴贝西原虫感染

病例的零星报道，但有关我国人巴贝西原虫的感染状

况还缺乏系统研究［4］。巴贝西原虫种类很多，多数只

感染家畜和野生动物，仅有少数几种可以感染人类，引

起血红蛋白尿、黄疸、高热、寒战、肌痛和腰腹痛，严重

者可致死，但也有无症状感染者。

巴贝西原虫常规检测方法有血涂片法、血清学检

查、动物接种、分子生物学检查，血清学检查有琼脂扩

散法、间接血凝法、补体结合试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

（IFA）和 ELISA，PCR 敏感性可达 30 虫体/ml［3］。我们

用针对巴贝西原虫核糖体小亚基基因核苷酸序列设计

1对引物［5］，应用PCR法检测鼠肝、脾内巴贝西原虫的

DNA片段，旨在调查浙江省淳安县鼠类巴贝西原虫的

感染情况。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 Taq DNA聚合酶、组织DNA提取试剂

盒、100 bp ladder标志物和琼脂糖等，购自宝生物工程

（大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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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份鼠肝、脾标本，对检测到的阳性片段，进行序列测定和分析。结果 PCR检测结果显示，3份标本呈阳性，其中2份

来自黄胸鼠，1份来自褐家鼠；PCR产物序列与巴贝西原虫高度相似，相似率均为99%。结论 浙江省淳安县鼠类中检测

到巴贝西原虫DNA片段，提示该地区可能有巴贝西原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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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CR 扩增引物 PIRO⁃A：5′-AAT ACC CAA TCC
TGA CAC AGG G-3′；PIRO⁃B：5′-TTA AAT ACG AAT
GCC CCC AAC-3′。
1.3 主要仪器 LTD 恒压恒流电泳仪、1285USA生物

安全柜、PCR扩增仪、FR-200A，上海复日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全自动紫外与可见分析装置、INC 高速离心

机、精密电子天平、4 ℃冰箱、-40 ℃冰箱、微量加样

器、漩涡混合器。

1.4 材料 2010年10月于浙江省淳安县汾口镇龙山

村采用鼠夹法捕鼠，分类鉴定后，无菌取其肝、

脾-20 ℃保存待用。利用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鼠

肝、脾基因组DNA，操作步骤按照说明书进行。

1.5 PCR 扩增 PCR 反应体系：10×buffer 2.5μ l，
dNTPs（各2.5 mmol/L）2.0 μl，Taq DNA聚合酶（5 U/μl）
0.25 μl，引物PIRO⁃A（10 μmol/L）2.0 μl，引物PIRO⁃B
（10 μmol/L）2.0 μl，模板 6 μl，ddH2O 10.5 μl，总体积

25 μl。PCR反应条件：94 ℃预变性 5 min；94 ℃ 30 s，
60 ℃ 40 s，72 ℃ 40 s，35个循环；72 ℃延伸3 min。阳

性对照模板为巴贝西原虫的基因组DNA。通过 1.5%
琼脂糖电泳检测PCR产物。

1.6 核酸序列测定及分析 回收和纯化目的条带后

送上海美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双向测序，所获序列经

Contigl 软件拼接后，在 NCBI 中进行比对分析，并用

Mega 4.0软件分析同源关系。

2 结 果

2.1 PCR 检测巴贝西原虫 应用PCR扩增巴贝西原

虫DNA片段，检测浙江省淳安县鼠肝、脾标本106份，

扩增出阳性3份（图1），阳性率为2.8%。其中2份来自

黄胸鼠（Rattus tanezumi），1份来自褐家鼠（R. norvegcus）。

2.2 序列分析 从3份鼠肝、脾标本中扩增到的巴贝

西 原 虫 DNA 片 段 序 列 ，分 别 命 名 为 CA-X-98、
CA-X-47 和 CA-X-8，测其序列长度分别为 391、389
和388 bp。序列比对结果显示，3条序列相似性高，与

CA-X-98 比较，CA-X-47 存在 2 处单碱基缺失，

CA-X-8存在3处单碱基缺失和1处单碱基置换（T/C）
转换（图2）。

注：M. 100 bp ladder Maker；＋. 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

图1 巴贝西原虫DNA片段PCR结果
Fig. 1 PCR results of DNA segments from Babesia protozoa

CA-X-98 CTGCTCACTATTAACCATTACTCTGGCTCAATAACCAACAAAATAGAACCAAAGTCCTAC
CA-X-47 ......-.....................................................
CA-X-8 ......-.....................................................

CA-X-98 TTCATTATTCCATGCTGTAGTATTCAAGGCAAATGCCTGTTTGAAACACTCTAGTTTTCT
CA-X-47 ............................................................
CA-X-8 ............................................................

CA-X-98 CAAAGTAAATCCCGGAAAATAGAACCCCGAAGGGAACCAAATCCAGAAGATGCCAAGTCA
CA-X-47 ............................................................
CA-X-8 ............................................................

CA-X-98 ATAAAAAAACGCTCGGAAGCGAATTTAATGACAAGGCAGAAATTCAACTACGAGCTTCTT
CA-X-47 ............................................................
CA-X-8 ............................C...............................

CA-X-98 AACTGCAACAACTTTAATATACGCTATTGGAGCTGGAATTACCGCGGCTGCTGGCACCAG
CA-X-47 ............................................................
CA-X-8 ............................................................

CA-X-98 ACTTGCCCTCCAATTGATACTCTGGGACAGGGTTTAGATTCCCATCATTCCAATTACAAG
CA-X-47 ...........................-................................
CA-X-8 ...........................-................................

CA-X-98 ACTTTAAGCCCTGTATTGTTATTTCTTGTCA
CA-X-47 ...............................
CA-X-8 .......................- ......

图2 巴贝西原虫核糖体小亚基基因核苷酸序列比对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sequences of the nuclear small subunit ribosomal RNA from Babesia protoz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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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本研究获得的序列，发现与GenBank
中的AB112050相似性最高，相似率为 99%，尚无文献

发表，其注释为 Babesia microti，具体片段为 Babesia
microti genes for 18S rRNA，ITS1，5.8S rRNA，ITS2，28S。
与AB241632相似率也为 99%，该片段由 Saito⁃Ito等［6］

登记，其注释为Babesia microti。他们对鼠类进行巴贝

西原虫调查时，在中国南部发现，类似的Babesia microti
型别曾在日本引起人的感染。

3 讨 论

目前全世界面临着新发传染病的重大威胁，其中

相当一部分属人兽共患媒介生物传染性疾病，巴贝西

原虫所引起的人类疾病即属这一范畴。引起人巴贝西

原虫病的虫株有明显的地理区域分布特征，与宿主动

物和媒介蜱种的分布有关。在北美人巴贝西原虫是由

微小巴贝西原虫（Babesia microti）引起［7］，而在欧洲以

及俄罗斯则是由双芽巴贝西原虫（Babesia bigemina）引
起。本研究在淳安县黄胸鼠、褐家鼠中检测到与微小

巴贝西原虫高度近似的DNA序列，浙江省鼠中感染巴

贝西原虫的情况尚需进一步调查。

巴贝西原虫以感染红细胞为主，一般检测以采血

为好，但进行流行病调查时活鼠捕捉相对困难。本次

调查利用鼠夹法捕鼠，采集其肝、脾，抽提DNA，检测

到巴贝西原虫DNA，证实该调查方法可行。由于人巴

贝西原虫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抗体检测和分子生物

学检测等手段已成为目前人巴贝西原虫病的主要诊断

技术。抗体检测需要有相应的抗原，给检测带来一定

困难。本次实验我们用 PCR法检测到鼠中巴贝西原

虫DNA，不需要相应的抗原，引物合成简单，试剂均为

商品化，给我国人巴贝西原虫检测提供了线索。

浙江省山地和丘陵占 70.4%，动物宿主和媒介种

类繁多。本次调查地区保持较为完好的原始地貌，开

发较少，外来人员也很少，当地居民偶有类似症状病

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地区的外来人员增多，完

全无免疫力的人员进入，可能会对人群健康构成威胁，

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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