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南京汉族人群
$BDD

G

血型等位基因
TgSH

及
Tgf

调查研究"

马
!

玲!刘衍春&

"江苏省血液中心输血研究室!江苏南京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南京地区汉族人群中
$BDD

G

血型等位基因
TgSH

及
Tgf

的表达情况$方法
!

随机提取
'**

例无偿献血

者
S$#54b

'

抗凝外周血血样
$P5

!采用
!"̀4HH!

方法进行
$BDD

G

血型
Tg5

%

Tg\

等位基因分型&采用
H;3

:

8=

双脱氧链末端终

止测序法分析
$BDD

G

血型
TgSH

及
Tgf

等位基因序列特点$结果
!

!"̀

基因分型结果与测序结果一致!

'**

例标本中!检出

Tg5

(

Tg5,.*

例!

Tg5

(

Tg\'*

例&测序结果表明!

'**

例标本中未发现
TgSH

及
Tgf

等位基因表达$结论
!

TgSH

及
Tgf

等

位基因在中国南京地区汉族人群中表达频率极低!与其他人种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

$BDD

G

血型基因&

!

基因频率&

!

TgSH

&

!

Tgf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4&,(*

"

'*,)

#

,%4''*+4*(

G214%

;

'+9,(29

;

*+PQOG'+9PQR'&&%&%,*5!255

;

/&**9

D

1*2

.

)+S'+

=

)+

D

T'+

.

*

.

2&'()*+

"

A$6()

+

#

61#./)>D7)

&

$

:9

0

/4;*9);3

8

P4/)C

8

7C()29C9/4>D

#

H(/)

+

C7!43N()>9S=33I<9);94

#

%/)

M

()

+

#

H(/)

+

C7',**&'

#

<D()/

%

</,(1':(

!

"/

=

%:()4%

!

#61378291

:

;989<8TgSH;3ETgf;>>8>88I

?

=822163219B;91636D$BDD

G

@>66E

:

=6B

?

13Y;3

?

6

?

B>;91636D

P;3

0

13

:

;=8;/>%(-*9,

!

#<8

:

836C1F$P5A;2=;3E6C>

G

8I9=;F98ED=6C

?

8=1

?

<8=;>S$#54b

'

;391F6;

:

B>;9163@>66E2;C

?

>8213'**

76>B39;=

G

@>66EE636=2;3E$BDD

G

@>66E

:

=6B

?

Tg5;3ETg\;>>8>89

G?

13

:

A;2

?

8=D6=C8E@

G

!"̀4HH!/#<8SgSH;3ETgf;>>8>8

28

[

B83F8F<;=;98=1291F26D$BDD

G

@>66E

:

=6B

?

A8=8;3;>

G

J8E@

G

;E6

?

913

:

H;3

:

8=E6B@>8E86I

G:

83;9163

:

83828

[

B83F13

:

C89<6E/$%H

,2&(,

!

#<8!"̀

:

8369

G?

13

:

=82B>92A8=8F632129839A19<9<828

[

B83F13

:

=82B>92/5C63

:

'**2;C

?

>82

#

,.*F;282A8=8Tg5

"

Tg5

;3E'*F;282A8=8Tg5

"

Tg\

&

9<828

[

B83F13

:

=82B>922<6A8E9<;9TgSH;3ETgf;>>8>88I

?

=822163A;2369@883D6B3E13'**2;C4

?

>82/7*+:&2,)*+

!

#<88I

?

=822163D=8

[

B83F1826DTgSH;3ETgf;>>8>82;=88I9=8C8>

G

>6A13Y;3

?

6

?

B>;91636DP;3

0

13

:

;=8;

#

A<1F<

<;221

:

31D1F;39E1DD8=83F8F6C

?

;=8EA19<69<8==;F82/

?%

;

0*19,

!

$BDD

G

@>66E

:

=6B

?

&

!:

838D=8

[

B83F

G

&

!

TgSH

&

!

Tgf

!!

$5̀ "

$

$BDD

G

;391

:

83=8F8

?

96=D6=F<8C6Q1382

%编码的

$BDD

G

血型系统包括
,

对等位抗原
T

G

;

及
T

G

@

和
(

个高频抗

原
T

G

(

'

T

G

+

及
T

G

%

(

,

)

*其中最主要的多态性表现为
T

G

;

和

T

G

@

#它们第
&'

位氨基酸分别为
V>

G

和
52

?

*除了相应的编码

基因
Tg5

及
Tg\

#等位基因
TgSH

及
Tgf

也参与影响
T

G

;

及
T

G

@

表达*

TgSH

$

SH

为
8=

G

9<=61E21>839

缩写%在基因编码

区域上游转录因子
V5#54,

结合位点处产生纯合突变$

#4

%)"

%#导致红细胞膜上不表达
$BDD

G

抗原#而其他组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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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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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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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系统基因较为重要的一对等

位基因#它们的多态性决定了相应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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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的表达与

否*除此之外#

TgSH

及
T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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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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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即未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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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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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存在#说明二者在中

国南京汉族人群红细胞上表达频率极低*

TgSH

是由于
$5̀ "

编码区域上游
Z%)

位处
#

突变为
"

导致$早期报道中#该位点曾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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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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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位点恰好

为转录因子
V5#54,

结合位点处#由此导致基因转录表达受

阻*由于
V5#54,

主要调节红细胞系的增殖与分化#因此该

突变只影响了红细胞膜上
$BDD

G

抗原的表达#而其他组织#例

如肾'肺静脉内皮细胞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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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的表达并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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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
Tg\

等位基因上发生突变#罕见地在
T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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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链的
V5#54,

结合位点突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曾被发

现报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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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及非裔美国

人中高表达#其他人种中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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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疟原虫受体#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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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抵抗间日疟疟原虫感染#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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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人群高表达是

自然压力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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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的
'**

例标本中#并未发现

TgSH

表达&苏宇清等(

-

)在
,.'

例深圳血液中心献血人群中筛

查同样未发现&而在凉山地区彝族人群的一项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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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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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中检出
Tg5

"

Tg\

"

TgSH)

人份#

TgSH

阳性比例高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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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现象十分有趣#提示
$5̀ "

于不同民族表达的异

质性#在研究民族起源'遗传'迁徙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Tgf

是在
Tg\

的分子基础上发生一处点突变
"'%+#

#导

致基因产物第
.-

位氨基酸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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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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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该位置位于
$BD4

D

G

蛋白第一个胞内环中#造成蛋白结合不稳定*采用流式及免

疫印迹技术发现#

Tgf

并不影响
T

G

@

抗原决定簇#而仅仅减少

了红细胞膜上
$BDD

G

糖蛋白$包括
T

G

@

'

T

G

(

'

T

G

+

及
T

G

%

%的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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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高加索裔献血者中调查发

现#

Tgf

的基因频率分别为
*/*'+

'

*/*,+

及
*/*,*

#在非裔美

籍中频率为
*/**+

#但在
,**

例非洲南部黑人中并未发

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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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在
'**

例中国南京汉族人群中也未发现

Tgf

表达*由此看来#

Tgf

的表达更倾向于高加索裔人群*

$BDD

G

血型系统在输血相关领域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相

应的抗
T

G

;

'

T

G

@

抗体可以引起急性或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以及新生儿溶血病*除此之外#

$BDD

G

抗原还为红细胞膜上杂

性趋化因子受体#也是
YKO

感染的辅助受体之一(

.

)

*已有研

究关注到
$5̀ "

基因多态性与炎性反应'肿瘤免疫及
YKO

感

染等之间的关系#推测不同基因型红细胞表达的
$BDD

G

抗原的

数量和质量不同#导致细胞因子结合能力及疾病发生率存在显

著差异*对
$5̀ "

进行分型研究#无论是对输血医学#还是对

血型相关疾病的研究#都有着重要作用*本次研究采用的

$5̀ "

分型方法#可以较为快速地进行
$5̀ "

分型#适用于大

规模筛查#且结果准确可信#

$BDD

G

表型已知的对照样本基因

检测结果与其血清学表型完全吻合*尽管
TgSH

及
Tgf

会影

响
T

G

;

和
T

G

@

的表达#但由于中国汉族人群中
TgSH

及
Tgf

表达极低#采用基因检测方法进行
Tg5

"

Tg\

分型#来预测

$BDD

G

表型应该是可行的*需要提醒的是#对其他种族人群进

行
$5̀ "

分型研究#联合考虑
TgSH

及
Tgf

检测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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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产
"#f4N

大肠埃希菌对青霉素类'大多数头

孢菌素类'

$

4

内酰胺酶抑制剂'氨基糖苷类和氟喹诺酮类的耐

药率高于不产
"#f4N

组的细菌#这与笔者前期对多药耐药大

肠埃希菌的耐药基因分析结果一致(

)

)

#也与
53E=8;

等(

.

)学者

的研究结果相相似#表明#产
"#f4N

大肠埃希菌很可能同时

携带其他多种耐药基因而成为多药耐药菌*

大肠埃希菌的种系分型对于判断细菌引起的肠外感染具

有一定的临床重要性(

-

)

*在欧美等国家#产
"#f4N

大肠埃希

菌多为
\'

型#

$

型次之(

-

)

#因为和
5

及
\,

型大肠埃希菌相

比#

\'

和
$

型大肠埃希菌主要属于肠外致病菌*本研究中#产

"#f4N

的大肠埃希菌主要属于
$

型#

\'

型次之#这和日本及

韩国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

)

#其差异可能与地理位置等有关*

毒力是指同种病原微生物不同菌株或菌株的不同程度的

致病能力#构成毒力的物质称为毒力基因*引起肠外感染的大

肠埃希菌其致病性主要与其所产生的特定的毒力因子如毒素'

黏附素'脂多糖'侵袭素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中#

1B95

'

F<B5

和

9=;#

显著分布于产
"#f4N

大肠埃希菌中#表明#铁色素的摄

取对于产
"#f4N

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播散有一定的作用*

总之#产
"#f4N

大肠埃希菌是本院尿路感染的主要致病

菌#大多属于
$

型#其耐药率显著增高#且与毒力基因
1B95

'

F<B5

和
9=;#

密切相关#是尿路感染患者临床治疗的一个潜在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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