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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博卡病毒（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ＨＢｏＶ）是 Ａｌｌａｎｄｅｒ等
［１］

２００５年在呼吸道标本大量筛查中发现的一种新病毒，迄今为

止 ＨＢｏＶ共有４个基因型，分别命名为 ＨＢｏＶ１～４
［２］。目前

ＨＢｏＶ的致病机制尚未明确，研究结果 ＨＢｏＶ１主要存在于呼

吸道分泌物中，引起婴幼儿呼吸道感染［２］；ＨＢｏＶ２４主要是在

粪便标本中被检出，其中 ＨＢｏＶ２及 ＨＢｏＶ３被证实与急性胃

肠炎有关，又以 ＨＢｏＶ２的检出率最高
［２］。到目前为止，尚没

有针对 ＨＢｏＶ感染的特异性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文献报道，预

防是降低 ＨＢｏＶ对人类健康危害最有效的方法。疫苗接种是

感染性疾病预防的主要手段，有研究显示，病毒样颗粒结构与

野生病毒及其相似，且无体内复制能力，安全性好，可替代减毒

活病毒作为疫苗用于预防疾病的感染［３］，因此病毒样颗粒疫苗

是目前 ＨＢｏＶ疫苗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文就 ＨＢｏＶ病毒样颗

粒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１　病毒样颗粒

病毒样颗粒（ＶＬＰｓ）是包含病毒的一个或者多个结构蛋白

的空心颗粒，它的外部结构与天然的病毒粒子非常相似，但是

它不含有核酸，因此它没有细胞内自我复制的能力。病毒样颗

粒与天然病毒极其相似的外部结构导致它能够像天然病毒一

样通过与膜相关免疫球蛋白组成的Ｂ细胞受体交联，从而诱

导强烈的体液免疫反应［４］。作为外来抗原 ＶＬＰｓ能够整体进

入树突状细胞（ＤＣ）胞质内被树突状细胞有效的处理，作为

ＭＨＣＩ类分子限制性表位，通过交叉提呈或胞内直接加载的

方式提呈给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ＣＴＬｓ）
［４５］。部分 ＶＬＰｓ还

能直接诱导ＤＣｓ表型和功能分化成熟。能够与ＤＣ之间发生

交互作用是ＶＬＰｓ作为疫苗最为重要的优势，因为最新的研究

认为，这种细胞模式是激活固有免疫反应和获得性免疫反应至

关重要的因素［６］。因此，许多ＶＬＰｓ可以作为有效的抗原诱导

抗病原的ＣＴＬ反应
［７］。

很多研究证实病毒样颗粒可以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候选

疫苗［４，８］，它甚至不需要免疫佐剂。目前，商品化的病毒样颗

粒疫苗已经被用于保护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
［９］和乙型肝炎病

毒（ＨＢＶ）
［１０］感染．这些病毒样颗粒疫苗被证实有强烈的免疫

原性，良好的耐受性以及预防相关疾病的高度的有效性［１１１２］。

２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结构特点

ＨＢｏＶ是一种小ＤＮＡ病毒，其基因组为单链ＤＮＡ，长度

大约是５ｋｂ，其终端序列目前尚不清楚
［１３］，它编码两个非结构

蛋白包括 ＮＳ１和一个博卡病毒特异性的核酸磷酸化蛋白

ＮＰ１，以及两个主要的结构蛋白 ＶＰ１和 ＶＰ２
［１４１６］。原核表达

的带有多聚组氨酸（Ｈｉｓ）标签的 ＨｉｓＶＰ１、ＨｉｓＶＰ２、ＨｉｓＮＰ１

和 ＨｉｓＮＳ１融合蛋白的相对分子质量大约分别是７８．１，６３．４，

２９．０和７５．０×１０３
［１７］。ＶＰ１和ＶＰ２十分相似，他们的Ｃ端是

相同的，只是在 Ｎ 端的磷脂酶 Ａ 片段是 ＶＰ１所独有的

（ＶＰ１ｕ）
［１８］。Ｂｒｉｅｕ等

［１９］运用电镜在 ＨＢｏＶ感染ＤＮＡ阳性患

者鼻咽抽吸物中观察到了的一种类似于细小病毒的病毒颗粒，

但由于病毒数量较少，因此并没有全面了解到病毒的详细

结构。

由于 ＨＢｏＶ在体外难以培养，而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包含

了病毒粒子的绝大部分的病毒衣壳，因此 Ｇｕｒｄａ等
［２０］运用杆

状病毒表达体系成功表达了 ＨＢｏＶ ＶＰ２ＶＬＰｓ，纯化后的

ＶＬＰｓ经磷钨酸负染色，采用透射电镜观察，同时采用低温电

镜和图像重构技术详细分析 ＶＬＰｓ的三维超微结构并与其他

细小病毒ＶＬＰｓ比较。通过数千张单独的图片对ＨＢｏＶＶＬＰｓ

进行３Ｄ重建得到了其详细的结构特征。其结果显示 ＨＢｏＶ

ＶＰ２ＶＬＰｓ是一种没有包膜的对称二十面体，其中三个突出的

特征是和其他细小病毒相同的：（１）二十面体的每一个双重轴

线都有一个前洼样凹陷；（２）一个大的三聚物突起围绕着三重

轴线或者处于三重轴线上；（３）每一个五重轴线上都有一个通

道，其最外面的开口是由被峡谷样区域广泛环绕的五聚体结构

组成。而脊椎动物细胞病毒颗粒的双重轴线上也有同样的凹

陷但却没有三聚物突起和五聚体通道。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二

十面体的直径最低凹陷之间大约是２１５?，而最高突起之间大

约是２８０?，因此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的直径大约是２１．５～２８

ｎｍ
［２０］，与细小病毒Ｂ１９在外部特征上最相似；研究证实保护

病毒核心结构的外壳蛋白包括８链β桶状结构，α螺旋，ＤＥ环

和 ＨＩ环，这与病毒装配和保持病毒稳定的需求是一致的。保

护β圆筒状通道的是ＤＥ环，这就提示了这个通道是 ＨＢｏＶ感

染的必不可少的结构之一，因为它可能作为 ＶＰ１ｕ外表化和

ＤＮＡ包装的门户，与其他细小病毒是一致的。Ｇｕｒｄａ等
［２０］还

将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与其他脊椎动物细小病毒颗粒反复比较

其结构，推测 ＨＢｏＶＶＰ１ｕ应该是存在病毒内部而不在病毒表

面，这与Ｋａｎｔｏｌａ等
［２１］通过血清学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进一步

证实了 ＨＢｏＶＶＰ１ｕ是存在病毒衣壳蛋白内部。

３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的表达

ＶＬＰｓ的表达方法有很多，２００６年德国默克公司成功的用

酿酒酵母细胞成功的表达了 ＨＰＶ病毒样粒子，并运用于疫苗

的研究。此外，魏希等［２２］通过大肠杆菌表达体系表达，经纯

化后，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使之形成病毒样颗粒结构成功获得

了 ＨＰＶ病毒样颗粒；这些传统方法的运用范围十分局限，大

部分病毒结构蛋白经大肠杆菌原核表达体系表达出来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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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纯化后都不能再外部形成 ＶＬＰｓ结构。ＢａｃｔｏＢａｃ杆状病

毒表达系统的出现解决了传统方法ＶＬＰｓ表达的局限性问题，

它具有表达量高、适用范围广等诸多优点，其主要内容是将通

过阳性标本扩增获得的目的蛋白基因片段或者根据 Ｇｅｎｅ

Ｂａｎｋ获得的目的蛋白基因序列经人工合成的目的基因片段重

组到ｐＦａｓｔＢａｃｄｏｎｏｒ质粒上，在将含有目的基因的重组质粒转

化到大肠杆菌细胞中，在大肠杆菌中获得类似细菌质粒的重组

病毒杆粒ＤＮＡ。用重组杆粒ＤＮＡ在Ｃｅｌｌｆｅｃｔｉｎ试剂感染细胞

获得原代重组杆状病毒，将重组杆状病毒感染昆虫细胞即大量

扩增病毒或表达蛋白。目前，已经有 ＨＢＶ、ＨＰＶ、ＨＩＶ等病毒

的ＶＬＰｓ通过 ＢａｃｔｏＢａｃ杆状病毒表达系统成功的表达

出来［３］。

自２００５年 ＨＢｏＶ被发现后不久就有 ＨＢｏＶＶＰ蛋白被成

功的通过原核表达体系和杆状病毒表达体系表达出来［１８，２３２４］，

Ｓｈｉｒｋｏｏｈｉ等
［１７］采用ＢａｃｔｏＢａｃ杆状病毒表达体系成功的表达

了带有 Ｈｉｓ标签的 ＨＢｏＶＶＰ１、ＶＰ２、ＮＳ１、ＮＰ１蛋白，通过免

疫荧光证实ＨＢｏＶ感染患者血清中的ＩｇＧ抗体主要是ＶＰ１和

ＶＰ２结合。Ｋａｎｔｏｌａ等
［１８］研究显示，ＶＰ２是构成 ＨＢｏＶ病毒

颗粒外部结构的主要成分，而 ＶＰ１ｕ存在于病毒的内部，因此

在血清学调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抗体能与 ＶＰ１ｕ反应，并且

只有抗体和ＶＰ２结合形成的抗原抗体复合物才能在尿素作用

下不解离，因此，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常被表达出来用于 ＨＢｏＶ

感染的血清流行病学的研究。Ｌｉｎ等
［２５］通过杆状病毒表达体

系成功表达了 ＨＢｏＶ１ＶＰ２ＶＬＰｓ；而后 Ｋａｎｔｏｌａ等
［２１］通过杆

状病毒表达体系成功表达了 ＨＢｏＶ１～４ＶＰ２ＶＬＰｓ。

４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应用

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 ＨＢｏＶ体外培养的合适的细胞系，

因此许多有关于 ＨＢｏＶ其他的研究也借用了与 ＨＢｏＶ病毒粒

子十分相似的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表达的最

初目的就是建立血清学检测方法，目前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最主

要用途就是作为抗原用于 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中特异性抗体。

２００８年，Ｌｉｎ等
［２５］首次系统的建立了运用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

作为抗原检测人血清中 ＨＢｏＶ特异性抗体的ＥＬＩＳＡ检测方

法。之后，全世界各地均有采用 ＨＢｏＶＶＬＰｓ作为抗原进行对

ＨＢｏＶ各亚型进行血清流行病学研究的文献
［１８，２３２４，２６２８］报道。

２０１０年Ｋａｐｏｏｒ等
［２９］发现了 ＨＢｏＶ４后，Ｊａｒｔｔｉ等

［２］用杆状病

毒表达体系表达了 ＨＢｏＶ１～４ＶＰ２ＶＬＰｓ，全面调查了 ＨＢｏＶ

的血清ＩｇＧ 与ＩｇＭ 抗体产生情况，同时采用 ＶＬＰｓ竞争

ＥＬＩＳＡ方法探讨了 ＨＢｏＶ１～４型之间的交叉反应，结果指出，

ＨＢｏＶ１ＩｇＧ抗体与 ＨＢｏＶ２～４之间有很高的交叉反应率。

ＨＢｏＶ在血清学研究方面的广泛使用说明了 ＨＢｏＶＶＬＰｓ具

有良好的抗原性。

目前，尚没有研究报道 ＨＢｏＶ特异性的人 Ｔ细胞表位，

Ｌｉｎｄｎｅｒ等
［３０］在检测健康人 Ｔ 细胞针对 ＨＢｏＶ 反应时，将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作为ＥＬＩＳＰＯＴ实验的特异性刺激抗原，成

功地刺激了 ＨＢｏＶ血清阳性健康人的单个核细胞分泌ＩＦＮγ，

这意味着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可能具有诱导细胞免疫的活性。

而Ｋｕｍａｒ等
［３１］也成功的运用 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刺激人外周

血单个核细胞分泌ＩＦＮγ，ＩＬ１０和ＩＬ１３，这说明了 ＨＢｏＶ刺

激机体产生Ｔｈ１型和 Ｔｈ２型免疫反应。Ｃｈｕｎｇ等
［３２］通过检

测 ＨＢｏＶ感染患者呼吸道分泌物中细胞因子所反应的 ＨＢｏＶ

感染的机体免疫反应类型一致。

此外ＶＬＰｓ还可以作为疫苗用于病毒感染的预防。目前

已经运用于临床的病毒样颗粒疫苗有 ＨＢＶ、ＨＰＶ等。在细小

病毒中，细小病毒Ｂ１９ＶＰ１和 ＶＰ２的免疫原性研究已经有文

献［３３］报道，研究结果显示，Ｂ１９ＶＰ１ＶＬＰｓ诱导机体产生高

效价的中和抗体，可以作为疫苗预防细小病毒Ｂ１９的感染。

而迄今为止，尚无关于 ＨＢｏＶＶＬＰｓ免疫原性及 ＨＢｏＶＶＬＰｓ

疫苗研究的报道，因此 ＨＢｏＶ作为疫苗可能性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证实。

５　小　　结

ＨＢｏＶ是２００５年新发现的病毒，目前有关 ＨＢｏＶ的文献

报道主要是流行病学调查，其ＶＰ２ＶＬＰｓ也主要是用于血清流

行病学调查研究。而 ＨＢｏＶ在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已经严

重影响到了人的生命健康，研究ＨＢｏＶＶＰ２ＶＬＰｓ疫苗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和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１］ ＡｌｌａｎｄｅｒＴ，ＴａｍｍｉＭＴ，ＥｒｉｋｓｓｏｎＭ，ｅｔａｌ．Ｃｌｏｎｉｎｇｏｆａｈｕｍａｎ

ｐａｒｖｏｖｉｒｕｓｂｙ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０５，１０２（３６）：１２８９１１２８９６．

［２］ＪａｒｔｔｉＴ，ＨｅｄｍａｎＫ，ＪａｒｔｔｉＬ，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５

ｙｅａｒｓ［Ｊ］．ＲｅｖＭｅｄＶｉｒｏｌ，２０１１，２２（１）：４６６４．

［３］ＢｕｏｎａｇｕｒｏＬ，ＴｏｒｎｅｓｅｌｌｏＭＬ，ＢｕｏｎａｇｕｒｏＦＭ．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Ｊ］．ＣｕｒｒＨＩＶＲｅｓ，２０１０，８（４）：２９９３０９．

［４］ ＣｈａｃｋｅｒｉａｎＢ．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ｆｏｒｖａｃｃ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ｖ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２００７，６（３）：３８１３９０．

［５］ ＬｕｄｗｉｇＣ，ＷａｇｎｅｒＲ．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ｔｏｏｌｂｏｘｅｓ［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０７，１８（６）：５３７５４５．

［６］ ＧｒｇａｃｉｃＥＶ，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ＤＡ．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ａｓｓｐｏｒｔｔｏｉｍ

ｍｕｎ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６，４０（１）：６０６５．

［７］ ＧａｍｖｒｅｌｌｉｓＡ，ＬｅｏｎｇＤ，ＨａｎｌｅｙＪＣ，ｅｔａｌ．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ｔｈａ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２００４，８２

（５）：５０６５１６．

［８］ ＲｏｌｄａｏＡ，ＭｅｌｌａｄｏＭＣ，ＣａｓｔｉｌｈｏＬＲ，ｅｔａｌ．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

ｖａｃｃｉｎ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ｖ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２０１０，９（１０）：１１４９

１１７６．

［９］ＰａａｖｏｎｅｎＪ，ＪｅｎｋｉｎｓＤ，ＢｏｓｃｈＦＸ，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ａ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ｅｄｂｉｖａｌｅｎｔＬ１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ａｃｃｉｎ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ｔｙｐｅｓ１６ａｎｄ１８ｉｎｙｏｕｎｇｗｏｍｅ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ｐｈａｓｅＩＩＩ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７，３６９（９５８０）：２１６１２１７０．

［１０］ＫｅｅＧＳ，ＰｕｊａｒＮＳ，Ｔ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ＨｏｏｋｅｒＮＪ．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ｍｅ

ｄｉａｔｅｄ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

ａ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ａｔ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ｖａｃｃｉｎ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Ｐｒｏｇ，

２００８，２４（３）：６２３６３１．

［１１］Ｉｎｏｕ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ｂｙＨＰＶｖａｃ

ｃｉｎｅｓ［Ｊ］．Ｕｉｒｕｓｕ，２００８，５８（２）：１５５１６３．

［１２］ＳｔａｎｌｅｙＭ，ＧｉｓｓｍａｎｎＬ，ＮａｒｄｅｌｌｉＨａｅｆｌｉｇｅｒＤ．Ｉｍｍｕ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Ｊ］．Ｖａｃｃｉｎｅ，２００８，２６（８）：Ｋ６２６７．

［１３］ＬｕｓｅｂｒｉｎｋＪ，ＳｃｈｉｌｄｇｅｎＶ，ＴｉｌｌｍａｎｎＲＬ，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ｄ

ｔｏｔａｉｌＤＮ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Ｊ］．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１，６（５）：ｅ１９４５７．

［１４］ＤｉｊｋｍａｎＲ，ＫｏｅｋｋｏｅｋＳＭ，ＭｏｌｅｎｋａｍｐＲ，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

ｃａｎｂ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ｈｕｍａｎａｉｒｗａｙ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Ｊ］．

Ｊ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９，８３（１５）：７７３９７７４８．

［１５］ＣｈｅｎＡＹ，ＣｈｅｎｇＦ，ＬｏｕＳ，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ｅｘ

·２０９１·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３５卷第１４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４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Ｊ］．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４０３（２）：

１４５１５４．

［１６］ＣｅｃｃｈｉｎｉＳ，ＮｅｇｒｅｔｅＡ，ＶｉｒａｇＴ，ｅ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ｉｏｒ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ｏｆ４０４ｓｅｒｕｍ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

ＣｌｉｎＶａｃｃｉｎｅ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９，１６（５）：５９７６０４．

［１７］ＳｈｉｒｋｏｏｈｉＲ，ＥｎｄｏＲ，ＩｓｈｉｇｕｒｏＮ，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ｅ

ｒａ［Ｊ］．ＣｌｉｎＶａｃｃｉｎｅ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０，１７（１）：１９０１９３．

［１８］ＫａｎｔｏｌａＫ，ＨｅｄｍａｎＬ，ＡｌｌａｎｄｅｒＴ，ｅｔａｌ．Ｓｅｒ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ｈｕｍａｎ

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ｌｉｎ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８，４６（４）：５４０５４６．

［１９］ＢｒｉｅｕＮ，ＧａｙＢ，ＳｅｇｏｎｄｙＭ，ｅ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ＨＢｏＶ）ｉｎ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

ＨＢｏ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７，４５（１０）：３４１９

３４２０．

［２０］ＧｕｒｄａＢＬ，ＰａｒｅｎｔＫＮ，ＢｌａｄｅｋＨ，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ｃａｐｓｉ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ｖｏｖｉｒｉ

ｄａｅ［Ｊ］．ＪＶｉｒｏｌ，２０１０，８４（１２）：５８８０５８８９．

［２１］ＫａｎｔｏｌａＫ，ＨｅｄｍａｎＬ，ＡｒｔｈｕｒＪ，ｅｔａｌ．Ｓｅ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ｕｍａｎ

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１４［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１，２０４（９）：１４０３１４１２．

［２２］魏希，李少伟，黄博，等．人乳头瘤病毒１６型病毒样颗粒的制备

及其免疫原性研究［Ｊ］．病毒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４）：２４５２５０．

［２３］ＫａｈｎＪＳ，ＫｅｓｅｂｉｒＤ，ＣｏｔｍｏｒｅＳＦ，ｅｔａｌ．Ｓｅ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ｕ

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Ｊ

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８，１９８（１）：４１５０．

［２４］蒿叶霞，高金明，金玉．人博卡病毒 ＶＰ２蛋白的原核表达及血清

学检测方法的建立［Ｊ］．中华实验与临床病毒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６

（１）：１８２１．

［２５］ＬｉｎＦ，ＧｕａｎＷ，ＣｈｅｎｇＦ，ｅｔａｌ．ＥＬＩＳＡｓｕｓ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

ＶＰ２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ＢｏＶ

［Ｊ］．ＪＶｉ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８，１４９（１）：１１０１１７．

［２６］ＧｕｉｄｏＭ，ＺｉｚｚａＡ，ＢｒｅｄｌＳ，ｅｔａｌ．Ｓｅ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ｏ

ｃ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Ａｐｕｌｉａ，Ｉｔａｌｙ［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１２，１８（４）：７４

７６．

［２７］ＨｕｓｔｅｄｔＪＷ，ＣｈｒｉｓｔｉｅＣ，ＨｕｓｔｅｄｔＭＭ，ｅｔａｌ．Ｓｅ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Ｊａｍａｉｃａ［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５）：

ｅ３８２０６．

［２８］ＥｎｄｏＲ，ＩｓｈｉｇｕｒｏＮ，ＫｉｋｕｔａＨ，ｅｔａｌ．Ｓｅ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ｕｍａｎ

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ｉｎ 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Ｊａｐａｎ［Ｊ］．Ｊ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０７，４５（１０）：３２１８３２２３．

［２９］ＫａｐｏｏｒＡ，ＳｉｍｍｏｎｄｓＰ，ＳｌｉｋａｓＥ，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ｄｉ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ｉｎ

ｅｎｔｅｒｉ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１）：１６３３１６４３．

［３０］ＬｉｎｄｎｅｒＪ，ＺｅｈｅｎｔｍｅｉｅｒＳ，ＦｒａｎｓｓｉｌａＲ，ｅｔａｌ．ＣＤ４＋ Ｔｈｅｌｐｅｒｃｅｌ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ｖｉｒ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２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ｄｕｌｔｓ［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８，１９８（１１）：１６７７１６８４．

［３１］ＫｕｍａｒＡ，ＦｉｌｉｐｐｏｎｅＣ，ＬａｈｔｉｎｅｎＡ，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ｃｅｌ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ａｎｄｐａｒｖｏｖｉｒｕｓＢ１９：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ｎ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ｂｕｔ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Ｊ］．ＳｃａｎｄＪ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１，７３（２）：１３５１４０．

［３２］ＣｈｕｎｇＪＹ，ＨａｎＴＨ，ＫｉｍＪＳ，ｅｔａｌ．Ｔｈ１ａｎｄＴｈ２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ａｓｐｉｒａｔｅｓｆｒｏｍ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

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Ｊ］．ＪＣｌｉｎ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８，４３（２）：２２３２３５．

［３３］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ＤＩ，ＳａｈｌｙＨＭＥ，ＫｅｉｔｅｌＷＡ，ｅ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ｏ

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ａ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ｐａｒｖｏｖｉｒｕｓＢ１９ｖａｃｃｉｎｅ［Ｊ］．Ｖａｃｃｉｎｅ，２０１１，

２９（４３）：７３５７７３６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５）

作者简介：陈耀光，男，主管检验医师，主要从事免疫性疾病方面研究。

·综　　述·

免疫蛋白酶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陈耀光 综述，王昌富 审校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中心医院检验医学部，湖北荆州４３４０２０）

　　关键词：免疫蛋白酶体；　自身免疫性疾病；　综述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４．１４．０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４）１４１９０３０３

　　免疫蛋白酶体是在 γ干扰素（ＩＦＮγ）诱导下合成的

犔犕犘２、犔犕犘１０、犔犕犘７替换标准蛋白酶体中的β１、β２、β５亚单

位形成，免疫蛋白酶体在ＭＨＣＩ类分子抗原提呈途径、细胞信

号转导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炎性因子的表达，在自身免疫性

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与免疫蛋白酶体

１．１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ＵＰＳ）　ＵＰＳ由泛素（Ｕｂ）、泛素活

化酶（Ｅ１）、泛素结合酶（Ｅ２）、泛素连接酶（Ｅ３）、蛋白酶体及其

底物（蛋白质）构成［１］。经过Ｅ１、Ｅ２、Ｅ３一系列酶的催化级联

反应，底物蛋白泛素化并形成泛素底物蛋白复合体，随后泛

素底物蛋白复合体与２６Ｓ蛋白酶体相偶联，底物蛋白进入蛋

白酶体核心被降解。标准蛋白酶体由一个２０Ｓ核心颗粒和两

个１９Ｓ调节颗粒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２０００×１０３。２０Ｓ核心

颗粒由α环和β环组成，按α１７α１７β１７β１７顺序排成园筒状

结构。α亚基构成的环位于２０Ｓ核心颗粒的外部，发挥守门员

的作用，调节２０Ｓ颗粒的结合部，使进入核心颗粒内部的蛋白

质具有选择性。β环位于２０Ｓ核心颗粒的内部，含有蛋白酶活

性位点，用以催化蛋白质水解反应。

１．２　免疫蛋白酶体　标准蛋白酶体每个β环含有３个不同的

蛋白水解活性位点，其中的β１、β２和β５亚单位分别具有谷氨

酰肽酶样（ＰＧＰＨＬ）、胰蛋白酶样（ＴＬ）和糜凝乳蛋白酶样

（ＣＴＬ）活性，分别水解酸性氨基酸、碱性氨基酸和疏水氨基

酸［２］，如图１所示。ＩＦＮγ等刺激可诱导低分子量多肽（ＬＭＰ）

表达（如犔犕犘２、犔犕犘１０和犔犕犘７），同时抑制β１、β２和β５表

达。犔犕犘２、犔犕犘１０和犔犕犘７表达替换２０Ｓ核心颗粒中的β１、

β２和β５亚单位，组成新的具有功能活性的免疫蛋白酶体。

犔犕犘２、犔犕犘１０和犔犕犘７又分别称为β１ｉ、β２ｉ和β５ｉ，如图２所

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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