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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病是由细粒棘球绦虫的幼虫$细粒棘球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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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并寄生于人畜体内引发的一种呈世界性分布的人畜共患寄生

虫病#该病严重危害人畜健康和经济发展'包虫病传播广泛#

呈全球性分布#主要流行于畜牧业发达的地区#如亚洲(非洲(

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等'我国是包虫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之一#该病被列为我国重点防治的寄生虫病'现已证实我国有

'!

个省(市(区存在包虫病感染病例#包虫病高发区约占全国

面积的
==P

#包虫病流行范围约占国土面积的
%(P

#现有
!((

多万包虫病现症患者#受威胁人口达几千万#包虫病畜超过

=(((

万头#每年新发病畜达
%((

多万头#年经济损失超过
!(

亿)

!,"

*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包

虫病传播范围迅速扩大#传播风险不断增加#这一新的特点成

为该病防治中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如何最有效地预防和控制

疾病的传播#巩固和提高防治效果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传统的综合防治措施虽然在局部地区有效#但效果难以巩

固#极易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和人为因素变化的挑战'就

目前而言#发展包虫病新型疫苗#进行免疫预防是预防和控制

包虫病传播的最为理想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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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室已经克隆(重组并

表达了细粒棘球蚴谷胱甘肽
*,

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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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蛋白#初

步免疫学研究表明该重组蛋白具有良好的抗原性和免疫原性#

并在小鼠中可诱导出较高的免疫保护力'随着分子生物学理

论和技术的发展#表位疫苗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渐成为分子疫

苗的研究热点#是目前研制抗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寄生虫病

疫苗的发展方向'表位疫苗研究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寻找

抗原上免疫原性最强的区域#即抗原表位所在的位置'本研究

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进行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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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组蛋白的
N

淋巴细胞和
>

淋巴细胞抗原表位预测#为后续包虫病诊断抗原和多肽表位疫

苗的研究设计提供实验数据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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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SUTT0mT7Ò U)>STUOc)4 TO5cT*4̀ 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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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原表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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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05:D.C

软件#

通过被测肽链的多种理化参数综合进行
N

淋巴细胞抗原表位

的预测%基于同样原理#利用
N2?:F;

专业表位分析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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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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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表位分析预测'目前对
>

淋巴细胞抗

原表位的预测均基于对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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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肽的预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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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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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表位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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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05:D.C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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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白的组成(理化特性进行初步分析#见表
!

'通过对亲水性区

域(蛋白可及性(

O.C

B

/F:,*JEF/e

柔性区域的分析#可塑性分析

等理化特性对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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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原性分析并预测可能的
N

淋巴细

胞表位区域#联合以上的参数和
U

-

6*>

的二级结构进行综合

分析预测#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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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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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蛋白
N

淋

巴细胞表位分析预测结果与
+05:D.C

预测结果基本一致#见

图
"

%综合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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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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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潜在的的
N

淋巴细胞抗原

表位'

+05:D.C

软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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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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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
N

淋巴细胞表位肽段的

预测结果和对氨基酸序列的分析数据#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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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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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结构的分析预测

表
!

!!

U

-

6*>

氨基酸序列的分析

序列长度
"!8

氨基酸

相对分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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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氨基酸 数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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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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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
>

淋巴细胞抗原表位

肽段预测分析见图
'

#软件预测
>

淋巴细胞抗原表位肽段结果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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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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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抗原表位的分布

表
"

!!

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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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病目前依然是严重影响我国西北部地区经济发展#危

害人民健康的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多年来#研究人员不

断探索各种途径来防治包虫病的传播#通过注射疫苗来防控包

虫病#是目前科研工作者追求的目标'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在

医学科学中的广泛应用#重组蛋白疫苗(核酸疫苗(合成肽疫苗

已经问世#并在疟疾(血吸虫等疾病预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然而#包虫疫苗的研究还远滞后于疟疾(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

的相关研究'目前#包虫病的新型疫苗大多是重组蛋白疫苗及

核酸疫苗#合成肽表位疫苗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探索'抗原表位

指抗原分子中能够被免疫细胞识别并决定抗原特异性的区域'

抗原通过其抗原表位区域与相应的淋巴细胞表面的受体特异

结合后激活该细胞#诱导免疫应答%对抗原表位进行分析预测#

对了解重组疫苗的结构功能(特异性诊断抗原和药物作用靶点

的研究及表位疫苗的设计制备提供理论和实验材料'传统的

抗原表位预测方法主要采用
W

射线晶体衍射技术和氨基酸序

列分析技术#通过测定蛋白质氨基酸序列和空间结构来分析可

能的优势表位区域#这需要精密的仪器和昂贵的试剂#费时(费

力且一般实验室难于开展实验'近年来#得益于分子生物学(

免疫学理论和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信息学分析成为抗原表位

预测最为理想的工具#随着网络信息分析技术和数据库的扩

展#多参数(多方法的综合预测使得生物信息学表位预测的准

确性和实效性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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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在此基础上利用分析软件
+05*D.C

(在线
>

淋巴细

胞表位预测软件
)C?)C@G7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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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所购买的专业细

胞抗原表位分析软件
N2?:F;

对
U

-

6*>

的
N

淋巴细胞表位和

>

淋巴细胞表位分别进行预测分析'

N

淋巴细胞表位是抗原

分子中能特异性结合并激活产生抗体的
N

淋巴细胞的特定结

构域#

N

淋巴细胞表位通常由
$

!

"(

个氨基酸组成'常用的
N

淋巴细胞表位预测方案有亲水性(抗原性(可塑性(表面可及

性(二级结构和电荷分布方案'单参数检测的准确率往往不

高#需要将多个参数综合进行分析以此提高分析的准确率)

$,&

*

'

本研究采用
+05:D.C

和
N2?:F;

软件分析
U

-

6*>

的
N

淋巴细

胞表位#两个软件分析得到的表位信息基本一致#从而提高了

数据分析的可靠性#经过软件预测筛选得到
%

个
N

淋巴细胞表

位'相对于
N

淋巴细胞表位的预测分析而言#

>

淋巴细胞表位

的预测分析相对不成熟'

>

淋巴细胞不像
N

淋巴细胞可以直

接识别抗原上的表位#而只能识别结合到
7RS

分子#因此对

>

淋巴细胞表位的研究多是从
7RS

分子入手)

<,%

*

'

>

淋巴细

胞表位是抗原经过抗原提呈细胞处理后经由
7RS

分子递呈

给
>

淋巴细胞表面受体的抗原线性肽段'

>

淋巴细胞对抗原

的特异性识别主要通过
>

淋巴细胞受体$

>S4

&和
7RS,

抗原

肽段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完成'

>S4

所识别的是抗原递呈细胞

表面的
7RS

分子及其递呈的线性短肽组成的复合物#分为

7RS

(

类和
)

类分子'

7RS

(

类分子主要提呈一些细菌(病

毒(原虫经抗原提呈细胞吞噬处理后衍生于抗原递呈细胞内部

的抗原肽段#递呈给细胞毒性
>

淋巴细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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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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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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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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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表位'在后续研究

中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实验对分析预测得到的实验数据和结果

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

!

* 蒋次鹏
#

今日中国包虫病地区分布)

X

*

#

中华医学杂志#

"(("

#

!!$

$

%

&!

!"==,!"=<#

)

"

* 李文佳#陈雅棠
#

细粒棘球绦虫
5

-

N

研究进展)

X

*

#"((%

#

"=

$

"

&!

!<(,!<"#

)

'

*

)?/.DOc

#

N./2V55

#

S@/@L2̀

#

@D./#R@

B

.D2J./M@?/.@JE2;?J?JJ?:2:

)

X

*

#S.;X*FC

-

#

"(("

#

=$

$

&

&!

=!$,=!8#

)

=

* 黄艳新#鲍永利#李玉新#等
#

抗原表位预测的免疫信息学方法研

究进展)

X

*

#

中国免疫学杂志#

"((%

#

"=

$

8

&!

%$<,%&!#

)

$

* 梁瑾#王靖飞
#N

细胞表位预测方法研究进展)

X

*

#

生命科学#

"((8

#

"!

$

"

&!

'"(,'"'#

)

&

*

*.E.*

#

4.

-

E.M.6)#)C@G2JD2?;?IJ?;D2;F?F:N,J@//@

B

2D?

B

@:2;.;.;,

D2

-

@;F:2;

-

C@JFCC@;D;@FC./;@DK?CV

)

X

*

#)C?D@2;:

#

"((&

#

&$

$

!

&!

=(,=%#

)

<

*

c.;

-

bS

#

SE@;T

#

T2RN

#

@D./#QG@;D2I2J.D2?;?IDK?;?M@/233F,

;?G?32;.;DgC@NS+=

$

a

&

>J@//@

B

2D?

B

@:2;R@/2J?L.JD@C

BH

/?C2

2;I@JD@G:FL

9

@JD:

)

X

*

#Y.JJ2;@

#

"(!'

#

'!

$

%

&!

!"(=,!"(8#

)

%

*

T@@;57

#

SEC2:D2;5

#

OE./2/7

#

@D./#QG@;D2I2J.D2?;?IE@A?;,:

B

@,

J2I2JS+=.;GS+%>,J@//@

B

2D?

B

@:I?CM.JJ2;@.;G233F;?DE@C.

BH

)

X

*

#XY2C?/

#

"((%

#

%"

$

!

&!

$=&,$=%#

$收稿日期!

"(!$,(=,!%

&

$上接第
!%!<

页&

者加入
456U

受体抑制剂阻断
*!((58

与
456U

结合#结果

发现单核细胞分泌 的
YU6̀,5

明 显 下 降'进 一 步 探 讨

*!((58

诱导单核细胞分泌
YU6̀,5

的信号机制#结果发现在

均有
*!((58

刺激的条件下#预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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