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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Ｈ ＩＶ－

１ 感染致肠道上皮紧密连接异常的分子机制

博士研宄生 ： 王凤杰

导师 ： 杨贵波 研究员

单位 ：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 中心

研宄背景

粘膜是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 内 的绝大多数病原体入侵机体的主要 门户 。

粘膜 固有免疫系统是阻止粘膜感染的天然屏障 ， 具有广谱抗感染能力 。 作为肠粘

膜屏障的重要组成成分 ， 肠道上皮的紧密连接结构可阻止病原微生物及其产物从

肠腔 内渗透进入粘膜组织 以及循环系统 。 肠道的紧密连接结构
一

旦被破坏 ， 就会

引 起肠腔 内有害物质及病毒组分的渗透 ， 进而 引 起炎症反应及粘膜系统的紊乱 ，

最终导致肠道乃至全身免疫系统的活化 。 虽然长期 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能够使

Ｈ ＩＶ－

１ 感染者体 内病毒载量得 以控制 ， 系统免疫活化处于较低水平 ， 但肠道屏障

损伤依然存在 ， 这使得 Ａ ＩＤ Ｓ 的治疗变得困难 。 了解 Ｈ ＩＶ－

１ 感染中肠道紧密连接

异常的分子机制对 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中肠道屏障损伤的预防及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 虽然

已知肠道粘膜中 ＣＬＤＮ １ 、 ＣＬＤＮ ３ 、 ＯＣＬＮ 和 ＺＯ －

１ 等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 、 分布

及调控在 Ｈ ＩＶ－

１ 和 Ｓ ＩＶ 感染中均发生异常 ， 但仍有多种在屏障功能的维持 中发

挥重要作用 的紧密连接蛋 白 的变化未见报道 ， Ｈ ＩＶ／Ａ ＩＤＳ 相关紧密连接异常的分

子机制 尚不清楚 。

作为紧密连接的主要胞外调控因子 ， １ Ｌ －

１ ７Ａ 和 ＴＮＦ －ａ 在 Ｈ ＩＶ－

１ ／Ｓ ＩＶ 感染的

肠粘膜中均表达异常 。 Ｉ Ｌ －

１ ７ ／ ＩＬ －

１ ７Ｒ 通路在维持粘膜免疫稳态 、 肠粘膜屏障完整

性 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的正常组成和功能 中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 ， 虽然 Ｓ ＩＶ 感染

中肠粘膜 几－

７ Ｚ４ 的表达与 多种紧密连接基因存在相关性 ， 但 ＩＬ －

１ ７ 家族其它因

子在 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中 的变化仍未见报道 。 Ｈ ＩＶ－

１ ／Ｓ ＩＶ 感染中肠道 Ｔｈ ｌ ７ 细胞的大量

损耗 、 相关炎症过程的激活 、 微生物移位的产生及病毒组分的存在均有可能是导

致肠道粘膜屏障功能异常的重要 因素 ， 但 Ｉ Ｌ －

１ ７ 、 ＴＮ Ｆ －

ｃｔ 等 炎症 因子 、 微生物移

位 以及这些 因素 的联合作 用对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仍知之甚少 。 为此 ， 本文系统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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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观察 了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 （ ＨＩＶ－

１ 感染动物模型 ） 肠道 中 多种紧密连接

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及其与 Ｉ Ｌ －

１ ７ 家族细胞因子表达的相关性 ； 建立体外肠道上

皮细胞屏障模型研宄 了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介导 的肠道上皮屏障损

伤的影响 ； 并探讨 了 在炎症因子 ＴＮＦ －

ｏｔ 和微生物移位的标志物 ＬＰ Ｓ 存在时 ，

Ｉ 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对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及紧密连接相关蛋 白表达的影响 。

研宄方法

１ ． 建立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方法检测正常和 ＳＨ ＩＶ ／Ｓ Ｉ Ｖ 感染的恒河猴

（ Ｈ ｌＶ－

丨 感染动物模型 ） 肠道 中 ＣＸＺＷ２ ，
？

／ ，５ ，７ ，Ａ 几 ７ ２ ， 以 ， ７ ５ 等 多种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 ｍＲＮＡ 水平 以及 ／Ｚ －

／ Ｚ４／／Ｉ －

７ ７Ｆ 及其受体的 ｍＲＮＡ 水平 ，

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紧密连接相关基因与 Ｚ４／／Ｌ －

７ ７Ｆ／／Ｚ －

／ ７／？ｍＲＮＡ 水平之间

的相关性 。

２ ． 利用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嵌入式培养皿构建体外上皮细胞屏障模型 （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 ） ，

利用测量屏障单层跨膜电阻值和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透过率的方法评价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存在时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的屏障功能 ， 并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方法检测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存在时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ｍＲＮＡ 水平 。

３ ．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和 Ｗｅ ｓｔｅｒｎｂ ｌｏ ｔ 的方法检测 Ｉ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 Ｆ

及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单独或联合作用 下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 ； 通过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

的方法检测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作用 下 ＮＦ －ｋＢ
ｐ

６ ５ 和 ＭＡＰＫ
ｐ６８ 总蛋 白及磷酸化蛋

白 的表达 ， 利用 特异 ｓ ｉＲＮＡ 干扰及 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 ８２ （ ＮＦ －ｋＢ 选择性抑制剂 ） 、

Ｕ ０ １ ２ ６（ ＭＡ ＰＫ 选择性抑制剂 ） 确定参与 丨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调控紧密连接相关基

因表达的信号通路 。

４ ．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 ＰＣＲ 方法检测正常和 ＳＨ ＩＶ ／Ｓ Ｉ Ｖ 感染恒河猴肠逬

中 ７７ＶＦ－

ＣＣｍＲＮＡ 水平及肠系膜淋巴结中 ７估 基因 的水平 ， 分析 ７ＷＦ－

ａ 与病

毒载量及 ／Ｉ －

／ ７／？ｍＲＮＡ 水平之 间 的相关性 ； 利用 实时 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和

Ｗｅ ｓ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的方法检测在 ＬＰＳ＋ＴＮ Ｆ －ａ 、 Ｉ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单独及联合作 用 下 ７／？

和 紧密连接相 关基 因 及 蛋 白 的 表达水平 ， 并利 用 细胞 免疫荧光 的方法检 测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Ａ 联合作用下紧密连接蛋 白 Ｚ０ －

１ 的表达水平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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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宄结果

１ ．ＳＨ １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粘膜 屮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ＣＬＤＭ５ ，５ ， ／ ７ ，

７２ ， ７ ４ｍＲＮＡ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动物 。 感染动物肠道粘膜中 ＣＬＺＷ５ 和 ＣＺＤｔＶＳ

ｍＲＮＡ 水平是正常动物 中 的 １ ／２ ，ＣＺＺ）；Ｗ八 ／ ２ ， Ｗ ｍＲＮＡ 水平是正常动物 中 的

２／５ 。 ７ ， ７ ５ｍＲＮＡ 在正常和感染动物肠道中没有 明显差异 。 在感染动

物中 ＣＬＣＷ５ ， ７ ２ ， Ｍ ｍＲＮＡ 水平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

２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动物肠道粘膜 中 ｍＲＮＡ 是正常动物 中 的 １ ／ １ ６３ 倍 ，

且感染动物 中 分别与 ＣＺＺＷ５ 、 ＣＬＤｉＷ ／ ｍＲＮＡ 均存在正相关 ； 感染动物

肠道 中 ／Ｕ ７Ｆ ｍＲＮＡ 是正常动物 中 的 ２ ． ７ 倍 ；
几－

７ ７兄４／／Ｌ －

／ ７／？Ｃ ｍＲＮＡ 是正常动

物中 的 ５
？

６ 倍 。 感染动物 中 ／Ｌ －

／ ７Ｆ 与 ＣＺＺＷ５ ，Ｓ ，７ ／ ， ／ ２ ， Ｗ ｍＲＮＡ 水平均存

在负相关性 ；
／Ｉ －

／ ７／Ｌ４ 分别与 ＣＺＺＷ３ ， ５ ， ５ ， ７ ２ ，／４ ｍＲＮＡ 水平呈正相关性 ；

／Ｚ －

／ ７ｉ？Ｃ 分别与 ＣＸＤ７Ｖ７
，

２ ，３ ，７ ， ７ ５ ｍＲＮＡ 水平呈正相关性 。

３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处理２４ｈ后Ｃａｃｏ －２跨膜 电阻值降低 了３ ０
？４０％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的透过率增加 了 约 ５ ０％ ， 并伴随着 ２ ，３ ，４ ， ５ ，７ ， ＜？ ， ＯＣｉｉＶ 和 ＺＯ－

７

等紧密连接相关基因下调表达 了２
￣

３ ． ５ 倍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通过协 同上调 、

ＯＣＸ＃ 和 ＺＯ－

７ 等紧密连接蛋 白 的表达阻止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对肠道上皮细胞屏障的

损伤 。 当 ＩＬ －

１ ７Ａ 不存在时 ， ＩＬ －

１ ７Ｆ 单独作用对上皮屏障功能有
一

定的促进作用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ｓ ｉＲＮＡ 抑制 ｄ ｃ＂ 的表达后 ， ＩＬ－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 的 ＯＣＩＪＶ

和 ＺＯ－

７ 转录和蛋 白水平均较 ｓ ｉＲＮＡｃｏｎｔｒｏ 丨 组发生显著下调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调控伴随着 ＩＬ －

１ ７Ｒ 下游信号通路 ＮＦ －ｋＢ 和 ＭＡＰＫ 的活

化 ， ＮＦ －ｋＢ 选择性抑制剂 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 ８ ２ 对 ＯＣｉｉＶ 和 Ｚ （９－

７ 的表达均有抑

制作用 ， 而 ＭＡＰＫ 激酶 ＭＥＫ １ ／２ 抑制剂 Ｕ０ １ ２ ６ 仅对 ＺＯ－

／ 的表达具有明显 的抑

制作用 。

４ ．ＳＨ Ｉ 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发生微生物移位 ， 感染动物肠道 中 Ｚ７ＶＦ－ａ

ｍＲＮＡ 水平是正常动物 的 ２ 倍 ， 且感染动物 中 ７ＷＦ－

０Ｃ 分别与病毒载量 、几－

／ ７兄４ 、

／Ｚ －

／ ７ＷＣｍ ＲＮＡ 水 平 存 在 正 相 关 性 。 在 体 外 细 胞模 型 中 ，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Ａ ／ Ｉ Ｌ －

１ ７Ｆ 联合促进 Ｃａｃｏ
－２ 细胞中 几－

／ ７似 和 ／Ｕ ７ＡＣ 的表达 。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单独作用 能够抑制 ／Ｚ －

／ ７７？ 的表达 ， 但 Ｌ ＰＳ＋ＴＮ Ｆ －

ｏｕ 丨 Ｌ －

１ ７Ａ ／ １ Ｌ －

１ ７ Ｆ 存在时 ， Ｈ ＩＶ－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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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 

１ ４０ 与 ＬＰＳ＋ＴＮＦ －ａ 、 ＩＬ －

１ ７Ａ／ＩＬ －

１ ７Ｆ 的联合作用依然能显著上调 ／Ｚ －

／ ７／Ｍ 和

／Ｚ －

／ ７ＡＣ 的表达 。

５ ．ＬＰＳ＋ＴＮＦ －

ｏｔ能够轻微上调Ｃ ａｃｏ
－２细胞 中ＣＸＺＷ／ ， ２ ，３ ， 矣７ ， ＂ 及ＺＯ －

７

ｍＲＮＡ 的表达 ， 但不影响 ＣｉＸ ）７Ｗ２ ，７ ４ ， ／ ５ 和 ＯＣｉＷｍＲＮＡ 的表达 。 此外 ，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对 ＣＸＺＷ５ 、 ＣＺＺＷＳｍＲＮＡ 表达具有
一

定 的抑制作用 。 在 丨Ｌ －

１ ７Ａ 存

在时 ，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对肠道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及紧密连接蛋 白 ＣＬＤＡ７ 、 ＣＴＵ

和 ＺＯ－

７ 表达的促进作用大于单独作用之和 。在 ＩＬ －

１ ７Ｆ 存在的情况下 ，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不能够显著促进肠道上皮细胞屏障功能 。 ＬＰＳ 、 ＴＮ Ｆ －

ｃｃ 及 丨 Ｌ －

１ ７Ａ 协同促进紧密

连接相关蛋 白表达的过程伴随着 Ｉ Ｌ －

丨 ７Ｒ 下游信号通路 Ｎ Ｆ －ｋ ＪＢ 和 ＭＡ ＰＫ 的活化 。

Ｎ Ｆ －ｋＢ 选择性抑制剂 ＢＡＹ  １ １
－

７ ０８２ 对 ＣＺＺＷ八 和 ＺＯ－

／ 表达均有 明 显 的

抑制作用 ；
ＭＡＰＫ 激酶 ＭＥＫ １ ／２ 抑制剂 Ｕ ０ １ ２６ 对 ＣＺＺＷ３ 和 ＺＯＪ 的表达有 明显

的抑制作用 ， 但对 ＣＸＣＷｉ 表达无 明显影响 。

结论

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
ＣＺＤＡ＾５

，＆ｉ ｉ ，
７２ ， 以 等多种紧密连

接相关基因均发生 了 显著下调 ， Ｈ ＩＶ－

１ｇＰ １ ４０ 能够直接破坏肠道上皮细胞屏障的

完整性 ， 病毒及其蛋 白组分的存在可能是导致肠道屏障功能破坏 的直接原 因 。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Ａ 在对肠道上皮屏障功能及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的促进 中 具有

协同作用 。 虽然 Ｈ ＩＶ ／Ａ ＩＤＳ 感染伴随着肠道微生物移位的发生 （ ＬＰ Ｓ 的存在 ） 和

／Ｌ －

／ ７Ｆ 、 等细胞因子的上调表达 ， 但这些因素仅对肠道屏障功能的保护产

生微弱 的促进作用 ， 肠粘膜中 Ｔｈ 丨 ７ 细胞的缺失及 ／Ｚ －

／ Ｚ４ 水平降低可能是造成屏

障功能损伤及不 易恢复的重要原因 。 这些结果扩展 了对 Ｈ ＩＶ ／Ａ １Ｄ Ｓ 中 肠道屏 障损

伤机制的认识 ， 提示针对 Ｔｈ ｌ ７ 细胞缺失 的额外治疗方法修复肠道屏 障功能的可

能性 。

关键词 ： 肠道粘膜屏障 ， 紧密连接 ， １ Ｌ －

１ ７ ，Ｈ ＩＶ－

ｌ ｇＰ １ ４０ 蛋 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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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 ｔ ｒａ ｃ ｔ

Ｍ ｏ ｌ ｅｃｕ ｌａ ｒ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ｏｆ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ａｂｎ ｏｒｍ ａ ｌ ｉ ｔ ｉｅｓｃａ ｕ ｓｅｄｂｙ
ＨＩＶ－

１ｉｎ ｆｅ ｃｔ ｉｏｎ

Ｐｈ ．Ｄ ．Ｓｔｕ ｄｅｎｔ ：Ｆｅｎｇｊ

ｉｅＷａｎｇ

Ｓ ｕｐ
ｅ ｒｖ ｉ ｓｏ ｒ ：Ｐｒｏｆ．Ｇｕ ｉｂｏＹａｎｇ

Ｉ 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ｅ ：Ｎ ａｔ ｉ ｏｎ ａ ｌＣ ｅ ｎ ｔｅｒｆｏ ｒ Ａ ＩＤ Ｓ ／ＳＴＤＣ ｏｎ ｔｒｏ ｌａｎｄＰ ｒｅｖｅｎ ｔ ｉ ｏｎ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Ｃ ｅｎ ｔｅ ｒｆｏ ｒＤ ｉ ｓｅａ ｓｅＣ ｏｎｔ ｒｏ ｌａｎｄＰ ｒｅｖ ｅｎ ｔ ｉｏｎ

Ｂａｃｋｇ ｒｏｕｎｄ

Ｍｕｃｏ ｓａ ｉ ｓｋｎ ｏｗｎａ ｓｔｈｅｍ ａ ｉ ｎｐｏ ｒｔａ ｌｆｏ ｒｍ ｏ ｓ ｔｐａ ｔｈｏ ｇｅｎ ｓ ｉ ｎ ｃ ｌ ｕｄ ｉ ｎｇｈ ｕｍ ａｎ

ｉｍｍ ｕｎｏｄｅｆｉ ｃ ｉｅｎ ｃｙｖ ｉ ｒｕ ｓ ．Ｔｈｅｍｕｃｏ ｓａ ｌｉｎｎ ａｔｅｉｍｍ ｕｎｅｓｙ ｓ ｔｅｍ ｉ ｓａｎ ａ ｔｕ ｒａ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

ａｇａ ｉ ｎ ｓ ｔｍ ｕｃｏ ｓａ ｌ ｉ ｎ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ｓａｎｄｈａ ｓａｂ ｒｏａｄｓｐ ｅｃ ｔ ｒｕｍｏｆ ａｎ ｔ ｉ

－

ｉｎｆｅｃ ｔ ｉ ｖｅｅ ｆｆｅ ｃ ｔ ｓ ．Ａ ｓｔｈ ｅ

ｍ ｏ ｓ ｔ ｉｍ
ｐ
ｏ ｒｔａｎｔｃｏｍｐ ｏｎ 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ｎ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ｂａｒｒ ｉ ｅｒ

，
ｔｈｅｔ ｉｇｈｔ

ｊ
ｕｎ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ｔｈ ｅ

ｉｎｔｅ ｓ ｔ ｉ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ｕｍｐ

ｌ ａｙ ｓａｎ ｉｍｐ ｏ ｒｔａｎｔｒｏ ｌ ｅ ｉｎｐ
ｒｅｖｅｎｔ ｉ ｎｇｔｈｅｐ

ｅｎ ｅｔｒ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ｐａ
ｔｈｏｇｅｎ ｉ ｃｍ ｉｃ ｒｏｏ ｒｇａｎ ｉ ｓｍ ｓ ｉ ｎｔｈ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 ａ ｌ ｌｕｍｅｎｆｒｏｍｅｎ ｔｅ ｒ ｉｎｇ

ｉｎ ｔｏｔｈｅ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

ｔ ｉ ｓ ｓ ｕ ｅａｎｄｔｈｅｃ ｉ ｒｃｕ ｌ ａｔｏ ｒｙ
ｓｙ ｓｔｅｍ ．Ｏｎ ｃ ｅｔｈｅｔ ｉ ｇ

ｈ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 ｅｓ ｔ ｉｎ ｅ ｉ ｓｄ ｅ ｓ ｔ ｒｏｙｅ ｄ ，

ｉ ｔｗ ｉ ｌ ｌｃａｕ ｓｅｔｈｅ ｉ ｎｆｉ ｌ ｔｒ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ｈ ａｒｍ ｆｕ ｌｓｕｂｓ ｔａｎｃ ｅ ｓａｎ ｄ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ａ ｌｃｏｍ
ｐ
ｏｎｅｎｔ ｓ ｉ ｎｔｈ ｅ

ｉ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 ａ ｌ ｌ ｕｍｅｎ
，ｗｈ ｉ ｃｈｗ ｉ ｌ ｌｃａｕ ｓｅ ｉｎ ｆｌ ａｍｍ 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ｄ ｉ ｓｏｒｄ ｅ ｒｏ ｆ  ｔｈ ｅ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ｓｙ ｓ ｔｅｍ

，

ｅｖ ｅ ｎ ｔｕ ａ ｌ ｌ

ｙ
ｌ ｅａｄ ｉｎｇｔｏｔｈ ｅａｃ ｔ ｉ ｖａｔ ｉ ｏｎｏ ｆ ｔｈｅ ｉ ｎ ｔｅ ｓｔ ｉｎ ａ ｌａｎｄｅｖ ｅｎｔｈ ｅｓｙ ｓ ｔｅｍ ｉ ｃ ｉｍｍ ｕｎｅ

ｓｙ ｓ ｔｅｍ ．Ａ ｌ ｔｈｏｕｇ
ｈ ｌｏｎｇ

－

ｔｅ ｒｍｃｏｍｂ ｉ ｎ ｅｄａｎ ｔ ｉ ｒｅ ｔｒｏｖ ｉ ｒａ ｌｔｈ ｅ ｒａｐ
ｉ ｅ ｓ（

ｃＡＲＴ
）ｃ ａｎ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Ｈ ＩＶ－

１ｔｏｕｎｄ ｅ ｔｅｃ ｔａｂ ｌ ｅ ｌ ｅｖ ｅ ｌ ｓ ｉ ｎｔｈｅ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ｉ ｎｄ ｉｖ ｉ ｄｕａ ｌ ｓ
，ｇｕ

ｔｂａｒｒ ｉ ｅ ｒｄ ａｍ ａｇｅｒｅｃｏｖ ｅ ｒｓ

ｏｎ ｌｙｐ ａｒｔ ｉ ａ ｌ ｌｙ
ａｎ ｄ ｌ ｏｗ ｌ ｅ ｖ ｅ ｌ ｓｏｆ ｓｙ ｓ ｔｅｍ ｉ ｃ ｉｍｍ ｕ ｎ ｅａｃ ｔ ｉ ｖａ ｔ ｉ ｏｎ

ｐｅ
ｒ ｓ ｉ ｓ ｔ

，ｃ ｏｍ ｐ
ｌ ｉ ｃ ａ ｔ ｉ ｎｇ

ｔｈ ｅ

ｄ ｉ ｓｃｏｖｅ ｒｙｏ ｆ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ｃ ｕｒｅ ｓｆｏ ｒＨ ＩＶ ／Ａ Ｉ Ｄ Ｓ ．Ｕ ｎｄ ｅ ｒｓ ｔａｎｄ ｉ ｎ ｇ ｔ ｈ ｅｍｏ ｌ ｅ ｃ ｕ ｌ ａ ｒ

ｍ ｅ ｃ ｈ ａｎ ｉ ｓｍ ｓｏ ｆ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 ｎｃ ｔ ｉ ｏｎａｂｎｏ ｒｍ ａ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ｉ ｎＨ ＩＶ－

１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 ｏｎ ｉ ｓ ｉｍ
ｐ
ｏ ｒｔａｎ ｔ

ｆｏ ｒｔｈ ｅ
ｐ

ｒｅｖ ｅ ｎ ｔ ｉ ｏ ｎａｎ ｄｒｅ
ｐ
ａ ｉ ｒｏ ｆ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ｄ ａｍ ａｇｅ ｉ ｎ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Ｉ ｔ ｉ ｓｋｎｏｗｎ

ｔｈ ａ ｔｔｈ 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ｄ ｉ ｓ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ｉ ｏ ｎａｎｄ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ｓｓ ｕ ｃｈａ ｓ

５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英文摘要

ＣＬＤＮ １
，ＣＬＤＮ ３

，ＯＣＬＮａｎｄＺＯ －

１ ｉ ｎｔｈ ｅ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ｍ ｕｃ ｏ ｓａａｒｅａｂｎｏ ｒｍ ａ ｌ ｉｎｂｏ ｔｈ

Ｈ ＩＶ－

１ａｎｄＳ Ｉ Ｖ ｉｎ ｆｅｃ ｔ ｉ ｏｎ ．Ｈ ｏｗ ｅｖ ｅ ｒ
，ｔｈ ｅｃｈａｎｇｅ ｓｏ ｆｍ ａｎｙｏ

ｆｔ ｈ ｅｏ ｔｈ ｅ ｒ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ｓｗｈ ｉ ｃｈ

ｐ
ｌ ａ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 ｔｒｏ ｌ ｅ ｓ ｉｎｔｈ ｅｍ ａ ｉ ｎｔｅｎ ａｎ ｃ ｅｏ ｆ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ｈａｖｅｎｏｔ

ｂｅｅ ｎｒｅ
ｐｏ ｒｔｅｄ ．Ｔｈ ｅｍ 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 ｒｍ ｅｃｈ ａｎ ｉ ｓｍｏ ｆＨ ＩＶ／Ａ ＩＤ Ｓ

－

ｒｅ ｌ ａ ｔｅｄｔ ｉ

ｇｈ ｔｊ
ｕｎ ｃ ｔ ｉｏｎ

ａｂｎ ｏ ｒｍ ａ ｌ ｉ ｔ ｉｅ ｓ ｉ ｓｕｎ ｃ ｌｅ ａｒ ．

Ａ ｓｍａ
ｊ
ｏ ｒｅｘｔｒａ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 ｒ ｓｏ ｆｔ ｉｇｈｔｊ

ｕｎｃｔ ｉｏｎ
，ＩＬ －

１ ７ＡａｎｄＴＮＦ－ ａａｒｅ

ａｂｎｏ ｒｍ ａ ｌ ｌｙｅｘｐ ｒｅ ｓ ｓｅｄ ｉ ｎｔｈｅ ｉ ｎ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ａ ｉ ｎＨ ＩＶ－

１ ／Ｓ Ｉ Ｖ ｉ ｎ ｆｅｃｔ ｉ ｏｎ ．Ｔｈｅ

ＩＬ －

１ ７／ ＩＬ －

１ ７Ｒｐ
ａ ｔｈｗａｙｐ

ｌ ａｙ ｓａｃ ｒｕ ｃ ｉ ａ ｌｒｏ ｌ ｅ ｉ ｎｍ ａ ｉ ｎ ｔａ ｉ ｎ ｉ ｎｇｍ ｕ ｃｏ ｓ ａ ｌ ｉｍｍ ｕｎ ｅ

ｈｏｍ ｅｏｓ ｔａ ｓ ｉ ｓ
，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 ａ ｌｂａｒｒ ｉ ｅ ｒ ｉ ｎ ｔｅｇ

ｒ ｉ ｔｙ ，ａｎ ｄｔ ｈ ｅｎ ｏ ｒｍ ａ ｌｃ ｏｍ 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ｏ ｆｔｈ ｅｇｕ ｔ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ｏ ｔａ ．Ａ ｌ ｔｈ ｏｕ ｇｈ ｔｈ 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１Ｌ －

１ ７Ａ ｉ ｎ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ｍ ｕ ｃｏ ｓａ ｉ ｓ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ｅｄｗ ｉ ｔｈｍ ｕ ｌ ｔ ｉ

ｐ
ｌ ｅ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ｇｅｎｅ ｓ ，
ｔｈ ｅｃｈ ａｎ ｇｅ ｓｏ ｆ ｏ ｔｈ ｅ ｒｆａｃｔｏ ｒｓｏｆ

ＩＬ －

１ ７ｆａｍ ｉ ｌｙ
ｈａｖｅｎｏｔｂ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 ｎ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Ｔｈ ｅｍ ａ ｓ ｓ ｉ ｖｅ ｌ ｏ ｓ ｓｏｆ Ｔｈ ｌ ７ｃｅ ｌ ｌ 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ｓ ｔ ｉｎａ ｌｔｒａｃ ｔｏｆＨ ＩＶ－

１ ／Ｓ ＩＶ ｉｎ ｆｅｃ ｔ ｉｏｎ
，ｔｈ ｅａｃ 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ｒｅ ｌ ａｔｅｄ ｉ ｎ ｆｌ ａｍｍ ａｔｏ ｒｙ

ｐ
ｒｏ ｃｅｓ ｓｅ ｓ

，ｔｈｅｇｅｎ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ｔｒａｎ ｓ ｌｏｃ 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ｔｈ ｅｐ ｒｅ ｓｅｎ ｃｅｏｆｍ ｉ ｃｒｏｂ ｉ ａ 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ｍ ａｙａ ｌ ｌｂ ｅ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 ｔｆａｃ ｔｏ ｒｓ ｌ ｅａｄ ｉｎｇｔｏａｂｎ ｏ ｒｍ ａ ｌｆｕｎ 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ｓ ｔ ｉｎａ ｌｍ ｕ ｃｏｓａ ｌｂａｒｒ ｉ ｅ ｒ． Ｈ ｏｗｅｖ ｅｒ
，

ｔｈ 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 ｆ ｉｎ ｆｌ ａｍｍ ａｔｏ ｒｙｆａｃ ｔｏ ｒｓｓｕ ｃｈａ ｓＩ Ｌ －

１ ７

ａｎｄＴＮＦ －ａ
，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ｔｒａｎ ｓ ｌ ｏｃ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 ｅｃｏｍｂ ｉ ｎ 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 ｓ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ｏｎ ｉｎ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

ｂａｒｒ ｉ ｅｒ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ｒｅｓ ｔ ｉ ｌ ｌｐｏｏ ｒ ｌｙｕｎｄｅｒｓ ｔｏｏｄ ．Ｔｈ ｉ ｓｓ ｔｕｄｙｓｙ ｓ ｔｅｍ ａ ｔ ｉ ｃ ａ ｌ ｌ

ｙｏｂ ｓｅ ｒｖｅｄ

ｃｈ ａｎｇｅ ｓ ｉ ｎ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ｕ ｌ ｔ ｉｐ ｌ ｅ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

ａ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ｇ ｅｎ ｅ ｓ ｉ ｎ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ｉｎｆｅｃ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ｉ ｒｃｏ ｒｒ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ＩＬ －

１ ７ｆａｍ ｉ ｌ

ｙｃｙ ｔｏｋ ｉｎ 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ｅ ｓ ｔ ａｂ ｌ ｉ ｓｈ ｅｄａｎ

ｉｎｖ ｉ ｔ ｒｏ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ｅ ｌ ｌｂａｒｒ ｉ ｅ ｒｍｏｄ ｅ ｌｔｏｓ ｔｕｄｙｔｈ 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 ｆ Ｉ Ｌ －

１ ７Ａａｎｄ

ＩＬ －

１ ７ＦｏｎＨ Ｉ Ｖ－

１ｇ ｐ ｌ ４０ －ｍ ｅｄ ｉ ａｔｅｄ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 ｉ ｎ

ｊ
ｕ ｒｙ ； ｉ ｎ ｖ ｅ ｓ ｔ ｉ

ｇａ ｔｅｄｔ ｈ ｅ

ｅ 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ＩＬ －

１ ７Ａ ／ Ｉ Ｌ －

１ ７ Ｆｏｎｔｈ ｅｂａｒｒ ｉ ｅ ｒ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ａｎｄ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ｎ

ｏｆ 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

ａ 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ｓ ｉ ｎｔｈ ｅ
ｐ

ｒｅ ｓｅｎ ｃ ｅｏ ｆ  ｔｈ ｅ ｉ ｎ ｆ ｌ ａｍｍ ａ ｔ ｏ ｒｙｆａｃ ｔｏ ｒＴＮ Ｆ －ａ

ａｎｄｔｈ ｅｍ ａｒｋｅ ｒｏ ｆ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ｔ ｒａｎ ｓ ｌｏ ｃａｔ ｉ ｏｎＬＰＳ ．

Ｍｅｔｈｏｄ ｓ

１ ．Ｒｅ ａ ｌ

－

ｔ ｉｍ ｅ
ｑ

ｕ ａｎ ｔ ｉ ｔａｔ ｉ ｖ ｅＲＴ－ＰＣＲｗａ ｓｅ ｓｔａｂ ｌ ｉ ｓｈｅｄｔｏｄ ｅ ｔｅ ｃ ｔｔｈ ｅｍＲＮＡ ｌ ｅ ｖ ｅ ｌ ｓｏ ｆ

ｖａｒ ｉ ｏ ｕ ｓ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ｎｃ ｔ ｉｏｎ

－

ａｓ ｓｏ ｃ ｉ ａｔｅ ｄ
ｇ

ｅｎｅ ｓ ｉ ｎ ｃ ｌ ｕ ｄ ｉ ｎｇＣＬＤＮ２
，

－

ｆ ．Ｊ ．７ ．５ ．１Ｌ１ ２ ．１ ４
，１ ５ ｉｎ

ｔｈｅ
ｇｕ ｔｏｆｎｏ ｒｍ ａ ｌａｎｄ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Ｍａｃａｃａｎｎｄａ ｉ ｔａ （
ａ ｎ ｉｍ ａ ｌｍ ｏ ｄ ｅ ｌｆｏ ｒＨ Ｉ Ｖ－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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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ｎ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
） ，ａｎ ｄ ｔｈ ｅｍ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 ｓｏ ｆＩＬ －

１ ７Ａ／ＩＬ －

１ ７Ｆａ ｎ ｄ ｉ ｔ ｓ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ｓｗｅ ｒｅａ ｌ ｓｏ

ｄ ｅ ｔｅ ｃ ｔｅｄ ．Ｓ ｔａ ｔ ｉ ｓｔ ｉ ｃ ａ ｌｍ ｅ ｔ ｈｏｄ ｓｗｅ ｒｅｕ ｓｅｄｔ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ｏ 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 ｎｔｈ ｅｍ 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ｏｆ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

ａ ｓ ｓｏｃ ｉ ａ ｔｅｄ
ｇｅｎ ｅ ｓａｎ ｄＩＬ －

１ ７Ａ／ＩＬ －

１ ７Ｆ／ＩＬ －

１ ７Ｒ ．

２ ．Ｃ 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 ｏｎｏ ｆａｎ ｉ ｎｖ ｉ ｔ ｒｏ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ｂａｒｒ ｉ ｅ ｒｍ ｏ ｄ ｅ ｌ（
Ｃ ａｃ ｏ

－２ｃ ｅ ｌ ｌ ｓ
）ｕ ｓ ｉ ｎｇ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Ｔｈｅｂ ａ ｒ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Ｃ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 ｉ ｎｔｈｅ

ｐ ｒｅ ｓｅｎ ｃ ｅｏ ｆ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ｗａ ｓ

ｅｖ ａ ｌ ｕａｔｅｄｂｙ
ｍ ｅａ 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 ｅｂａｒｒ ｉｅ ｒｍｏｎｏ ｌａｙｅ ｒｔｒａｎ ｓｍｅｍ ｂ ｒａｎ ｅｅ ｌ ｅｃｔｒｏｎ ｉ ｃａ ｌ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 ｃ ｅ

ａｎｄ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ｆｌｕｘ
，ａｎｄｔｈ ｅｍ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 ｓｏ ｆ ｔ ｉｇｈｔ

ｊ
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ｅｄ
ｇｅｎ ｅ ｓ ｉ ｎｔｈ ｅ

ｐ ｒｅ ｓｅｎｃｅｏ ｆ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ｗｅ ｒｅ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ｂｙ

Ｒｅａ ｌ

－

ｔ ｉｍｅ
ｑ

ｕａｎ ｔ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ＲＴ－ＰＣＲ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ｆｕｎ ｃ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ｍＲＮＡ ｌｅｖ ｅ ｌ ｓｏ ｆｔ ｉｇｈ ｔｊ
ｕｎ ｃｔ ｉ ｏｎ

－

ａ 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ｇｅ ｎ ｅ ｓ

ｉｎｄ ｕ ｃｅｄｂｙ
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ａｎｄＨ ＩＶ－

１ｇｐ 

１ ４０ａ ｌ ｏｎｅｏ ｒ ｉ ｎｃｏｍｂ ｉｎ ａｔ ｉ ｏｎｗｅ ｒｅｄ ｅ ｔｅｃ ｔｅｄ

ｂ
ｙ
Ｒｅａ ｌ

－

ｔ ｉｍｅ
ｑ

ｕ ａｎ ｔ ｉ ｔａｔ ｉｖｅＲＴ－ＰＣＲａｎｄＷｅ ｓｔ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

３ ．Ｒｅａ ｌ

－

ｔ ｉｍ ｅ
ｑｕ ａｎ

ｔ ｉ ｔａｔ ｉ ｖｅＲＴ－ＰＣＲａｎｄＷｅｓ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ｗｅｒｅｕ 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 ｔｔｈｅｔ ｉｇｈ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

ａ 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 ｄｇｅｎ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ｏ ｆＣａｃｏ －２ｃ ｅ ｌ ｌ 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 ｔｈ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 Ｆａｎ ｄ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ａ ｌ ｏｎ ｅｏ ｒ ｉ ｎ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 ｉ ｏｎ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ｗａ ｓｕ ｓ ｅｄｔｏｄ ｅ ｔｅｃ ｔｔｈ 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ｏｆ ｔｏ ｔａ ｌ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ａｎｄ

ｐ
ｈｏ ｓｐ

ｈｏ ｒｙ
ｌａｔｅｄ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ｏｆ Ｎ Ｆ －ｋＢ
ｐ

６ ５ａｎｄＭＡＰＫ
ｐ

３ ８ ｉ ｎｄ ｕ ｃ ｅｄｂｙ

ＩＬ －

１ ７ＡａｎｄＩＬ －

１ ７Ｆ ．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ｐａ

ｔｈｗ ａｙｓ ｉｎｖｏ ｌ ｖｅｄ ｉ ｎＩＬ －

１ ７ＡａｎｄＩＬ －

１ ７ Ｆ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ｏｆ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ｔｅｄ
ｇｅｎ 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ｗｅ ｒｅｄｅ ｔｅｒｍ ｉｎｅ ｄｕ ｓ ｉｎｇ ｓｐｅｃ ｉｆｉ ｃｓ ｉＲＮＡ

ｉ ｎ ｔｅｒｆｅ ｒｅｎ ｃｅａｎｄＢＡＹ １ １
－７０ ８２（

ＮＦ －ｋＢｓｅ ｌ ｅｃ ｔ ｉｖｅ 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 ｒ
）ａｎｄＵ ０ １ ２６（

ＭＡＰＫ

ｓｅ ｌ ｅｃ ｔ ｉ ｖｅ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ｏ ｒ
）

．

４ ．Ｒｅａ ｌ

－

ｔ ｉｍｅ
ｑｕａｎ

ｔ ｉｔａｔ ｉｖｅＲＴ－ＰＣＲｗａ ｓｕ ｓｅ ｄｔｏｄｅ ｔｅ ｃ ｔｔｈ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ｏ ｆＴＮＦ－ ａｍ ＲＮＡ

ｉ ｎｔｈ ｅ ｉｎｔｅ ｓ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ｃｏ ｓａｏｆｎｏｒｍａ ｌａｎｄＳＨ ＩＶ／Ｓ ＩＶ－

ｉｎｆｅｃ ｔｅｄＭａｃａｃａｍｕ ｌａｔ ｔｏａｎ ｄｔｈｅ

ｌ ｅｖｅ ｌｏ ｆ１ ６ＳｒＲＮＡｇｅ ｎｅ ｉ ｎｍｅ ｓｅｎ ｔｅ ｒ ｉ ｃ ｌｙｍｐ
ｈｎｏｄｅ ｓ ．Ｃｏ ｒｒｅ ｌ ａｔ ｉｏ ｎ ｓｂｅ ｔｗｅｅ ｎＴＮＦ－ ａ

ｍ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 ｓａｎｄｖ ｉ ｒａ ｌ ｌ ｏ ａｄｏ ｒＩＬ －

１ ７Ｒｍ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 ｓｗｅ ｒｅａｎ ａ ｌｙｚｅｄｕ ｓ ｉ ｎｇ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ｌ

ｍ ｅ ｔｈｏｄ ｓ ．Ｒｅ ａ ｌ

－

ｔ ｉｍ ｅｑｕ ａｎ ｔ ｉ ｔａｔ ｉｖｅＲＴ－ＰＣＲａｎｄ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 ｏ ｔｗｅ ｒｅｕ ｓｅｄｔｏｄ ｅ ｔｅｃ ｔｔｈ ｅ

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ｏ ｆＩ Ｌ －

１ ７Ｒａｎｄ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

ａ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ｇｅｎ ｅ ｓａｎ ｄ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ｓ ｉ ｎ

Ｃ 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ｔ ｒｅａｔｅ ｄｗ ｉ ｔｈＬＰＳ＋ＴＮ Ｆ －ａａｎｄ Ｉ Ｌ －

１ ７Ａ ／ Ｉ Ｌ －

１ ７Ｆａ ｌ ｏ ｎ ｅａ ｎｄ ｉ ｎｃ ｏｍ ｂ ｉ ｎ ａ ｔ ｉ ｏ ｎ ．

Ｔｈ ｅ ｌ ｅｖ ｅ ｌｏ ｆ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ＺＯ －

１ ｉ ｎｔ ｈ ｅ
ｐ

ｒｅ ｓｅｎ ｃｅｏ ｆＬＰ Ｓ＋ＴＮ Ｆ － ａａ ｎ ｄ Ｉ Ｌ －

１ ７Ａ

ｗａ ｓｄ ｅ ｔｅｃ ｔｅｄｂｙ
ｌ ａ ｓｅ ｒｃ ｏｎ ｆｏ ｃａ ｌｍ ｉ ｃ ｒｏ ｓｃｏ ｐｙ

．

Ｒｅｓ ｕ ｌ ｔ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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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Ｔｈｅ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ｏｎ

－

ａ 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 ｅ ｓＣＬＤＮ５

，８ ，７ ７ ，７ ２ ，１ ４ｍＲＮＡ ｌｅｖ ｅ ｌ ｓ ｉ ｎｔｈ ｅ

ｉｎ ｔｅ ｓｔ ｉ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ａｏｆ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ｉｎ ｆｅｃ ｔｅｄＭａｃａｃａｍ ｉｄａ ｔ ｔａｗ ｅ ｒｅｓ ｉ

ｇｎ
ｉ ｆｉ ｃａｎ ｔ ｌｙ ｌｏｗｅ ｒ

ｔｈａｎｔｈｏ ｓｅ ｉ ｎｎｏ ｒｍａ ｌ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Ｔｈ ｅ ｌ ｅｖ ｅ ｌｏｆＣＬＤＮ５ａｎｄＣＬＤＮ８ｍＲＮＡ ｉｎｔ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ａｏ ｆ  ｉｎ ｆｅｃ ｔｅｄ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ｗ ａ ｓｈ ａ ｌ ｆ ｔ ｈ ａ ｔｏ ｆ ｎ ｏ ｒｍ ａ ｌ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
ａｎｄｔｈｅ ｌ ｅｖｅ ｌｏ ｆ

ＣＬＤＮ１ １
，１ ２ ，１ ４ｍＲＮＡｗａ ｓ０ ．４ｆｏ ｌ ｄｔｈ ａ ｔｏ ｆｎｏ ｒｍ ａ ｌ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ＣＬＤＮ４

，７ ，１ ５ｍＲＮＡ

ｄ ｉｄｎｏ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ｙｉｎｔｈ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ｔｒａｃ ｔｏ ｆｎｏ ｒｍ ａ ｌ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 ｔｅｄ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ｓａｓ ｉｇｎ 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ｐ

ｏ ｓ ｉ ｔ ｉ ｖｅｃｏ 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ｂｅ ｔｗｅ ｅｎＣＬＤＮ５
，５ ，１ １

，１ ２ ，１ ４ｍ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 ｎ ｉｎ ｆｅｃ ｔｅｄ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

２ ．Ｔｈ ｅＩＬ －

１ ７Ａｍ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ｉｎｔｈ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 ａｏ ｆｎ ｏ ｒｍ ａ ｌ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ｗ ａｓ１ ６ ３

ｆｏ ｌ ｄｈ ｉ

ｇ ｈ ｅ ｒｔ ｈ ａｎ ｔｈ ａｔ ｉ ｎＳＨ ＩＶ ／Ｓ Ｉ Ｖ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ａｎ ｄ ｔ ｈ ｅ ｒｅｗａ ｓａ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ｖ ｅ

ｃｏ 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ＩＬ －

１ ７ＡａｎｄＣＬＤＮ５
，１ １ｍ ＲＮＡ ｉ ｎ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ＴｈｅＩＬ －

１ ７Ｆ

ｍＲＮＡ ｉ ｎｔｈｅ ｉ ｎｔｅｓｔ ｉｎａ ｌｍ ｕｃｏｓａｏｆ ｉｎｆｅｃ ｔｅｄ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ｗａ ｓ２ ． ７ｆｏ ｌｄｈ ｉ

ｇ
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ｉ ｎ

ｎｏｒｍ ａ ｌ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ＩＬ

－

１ ７ＲＡ／ＩＬ －

１ ７ＲＣｍＲＮＡｗａ ｓ５
￣

６ｆｏ ｌ ｄｈ ｉ

ｇ
ｈ ｅ ｒｔｈ ａｎｔｈａｔ ｉｎｎｏｒｍ ａ ｌ

ａｎ ｉｍａ ｌ ｓ ．Ｔｈ ｅ ｒｅｗａ ｓａｎ ｅｇａｔ ｉｖｅｃｏ ｒｒｅ ｌａ ｔ ｉ ｏｎｂｅ ｔｗ ｅ ｅｎ１Ｌ －

１ ７Ｆａｎ ｄＣＬＤＮ５
，８ ，７ ７ ，７２ ，１ ４

ｍ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
ＩＬ －

１ ７ＲＡｗａｓ
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ｖｅ ｌ

ｙ
ｃｏｒｒｅ ｌ ａｔｅｄｗ ｉ ｔｈＣＬＤＮ３

，５ ，

５
，７ ２

，１ ４ｍＲＮＡ
；ＩＬ

－

１ ７ＲＣｗａｓｐｏ ｓ ｉ ｔ ｉｖ ｅ ｌ

ｙｃｏ ｒｒｅ ｌａｔｅｄｗ ｉ ｔｈＣＬＤＮ１
，２ ，３ ，４ ，７

，１ ５

ｍＲＮＡ
，
ｒｅ ｓｐ

ｅｃｔ ｉ ｖｅ ｌｙ ．

３ ．Ｔｈ ｅＣ ａｃｏ －２ｔｒａｎ ｓｍ ｅｍｂｒａｎ ｅ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 ｃｅｄ ｅｃ ｒｅａ ｓ ｅｄｂｙ３ ０
－４０％ａｆｔｅ ｒｔｒｅａｔｍ ｅｎ ｔ

ｗ ｉ ｔｈ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ｆｏ ｒ２４ｈ
，ａｎｄｔｈｅＦ ＩＴＣ －Ｄｅｘ ｔ ｒａｎｔ ｒａｎ ｓｍ ｉ ｔ ｔａｎ ｃ ｅ ｉ 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ａｂｏｕ ｔ

５ ０％
，ａｃ ｃｏｍ ｐ

ａｎ ｉ ｅｄｂｙ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ｏｎ

－

ｒｅ ｌ ａ ｔｅｄ
ｇｅｎ ｅ ｓＣＬＤＮ１

，
２

，Ｊ ，４ ，５ ，７ ，Ｓ ，ＯＣＬＮａｎｄ

ＺＯ－

７ｄｏｗｎ
－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ｅｄｂｙ
２ｔｏ３ ． ５ｆｏ ｌ ｄ ．ＩＬ －

１ ７Ａａｎ ｄＩ Ｌ －

１ ７Ｆｐ ｒｅｖｅｎ ｔｔｈ ｅｄ ａｍ ａｇｅｏ ｆ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ｅ ｌ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ｂｙ

Ｈ Ｉ Ｖ－

１ｇｐ
ｌ ４０ｂｙｓｙ ｎ ｅ ｒ

ｇ
ｉ ｓ ｔ ｉ ｃ ａ ｌ ｌ

ｙｕｐ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 ｎｇｔｈ ｅ

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  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ｓｓ ｕ ｃｈａ ｓＣＬＤＮ １

，ＯＣ ＬＮａｎ ｄＺＯ －

１ ．ＷｈｅｎＩ Ｌ －

１ ７Ａ

ｉ ｓａｂ ｓｅｎ ｔ
，Ｉ Ｌ －

１ ７Ｆａ ｌｏｎｅｈａ ｓａｃｅｒｔａ ｉｎｅ ｆｆｅ ｃ ｔｏｎｔｈ ｅ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 ａ ｒ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ｂ ｕ ｔ ｉ ｔ ｉ ｓ

ｎｏ ｔｓ ｉｇｎ ｉ ｆｉ ｃａｎ ｔ ．Ｗｈｅｎ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Ａ ｃ ｌ ｌｗ ａ ｓ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ｅｄｂｙｓ ｉＲＮＡ
，ＩＬ －

１ ７Ａａｎｄ

ＩＬ －

１ ７Ｆ －ｍ ｅｄ ｉ ａｔｅ ｄＯＣＬＮａｎｄＺＯ－

１ｔｒａｎ ｓｃ ｒ ｉ

ｐ
ｔ ｉ ｏ ｎａ ｎ ｄ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ｗｅ ｒｅｓ ｉ

ｇ
ｎ ｉｆｉ ｃ ａｎ ｔ ｌ

ｙ

ｄ ｏｗｎ
－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 ｉ ｔｈ ｓ ｉＲＮＡｃｏ ｎ ｔ ｒｏ ｌ ．Ｔｈ ｅｒｅｇ 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ｔ ｉ ｏｎ

－

ａ 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
ｇｅ

ｎｅ ｓｂｙＩＬ －

１ ７ＡａｎｄＩＬ －

１ ７ Ｆ ｉ ｓａ ｃ ｃｏｍ ｐ ａ ｎ ｉ ｅｄｂｙ
ｔｈ ｅａｃ 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ＮＦ －ｋＢａｎｄＭＡＰＫ ｉ ｎｔｈ ｅｄｏｗｎ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 ｎ
ｇｐ

ａ ｔ ｈｗ ａｙ
ｏ ｆ  Ｉ Ｌ －

１ ７Ｒ ． Ｎ Ｆ －ｋＢｓｅ ｌ ｅｃ ｔ ｉｖｅ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 ８２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ｅｄ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ｏ ｆＣ ＬＤＮ １ ．ＯＣＬＮａｎ ｄＺＯ －

１
，ｗｈ ｉ ｌ ｅ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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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Ｋｋ ｉ ｎ ａ ｓｅＭ ＥＫ １ ／２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 ｒＵ ０ １ ２６ｏｎ ｌｙ
ｉ ｎｈ ｉｂ ｉ ｔｅｄ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 ＺＯ －

１ ．

４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 ｔｒａｎ ｓ ｌ ｏ ｃａ ｔ ｉ ｏｎｏｃｃ ｕ ｒｓ ｉ ｎｔ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ｔｒａｃ ｔｏ ｆＳＨ Ｉ Ｖ ／Ｓ Ｉ Ｖ－

ｉ ｎ ｆｅ ｃｔｅｄ

Ｍａｃａｃａｍ ｕｌａｔ ｔｏ ．Ｔｈ ｅ ｌ ｅｖ ｅ ｌｏ ｆＴＮＦ－ａｍＲＮＡ ｉ ｎｔｈ ｅ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ｅｏ ｆ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ｅｄ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ｉ ｓ

ｔｗ ｉ ｃｅｔｈ ａ ｔｏｆｎｏ ｒｍ ａ ｌａｎ ｉｍ ａ ｌ ｓ ．Ｔｈ ｅ ｒｅｗａ ｓａ
ｐ

ｏ ｓ ｉ ｔ ｉ ｖ ｅｃｏ 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ｂ ｅ ｔｗｅ ｅ ｎＴＮＦ－

ａａｎｄ

ｖ ｉ ｒａ ｌ ｌ ｏ ａｄ ，ＩＬ －

１ ７ＲＡａｎｄＩＬ －

１ ７ＲＣｍＲＮＡ ｌ ｅ ｖ ｅ ｌ ｓ ｉ ｎ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ａ ｎ ｉｍａ ｌ ｓ ．ＬＰＳ＋ＴＮ Ｆ －ａ ｉ ｎ

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 ｉｏｎｗ ｉ ｔｈＩＬ－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ｐ

ｒｏｍ ｏｔｅ ｓ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 Ｉ Ｌ －

１ ７ＲＡａｎ ｄＩ Ｌ －

１ ７ＲＣ

ｉｎＣａｃｏ
－

２ｃｅ ｌ ｌ ｓ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 ０ａ ｌｏｎｅｃ ａｎ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 ｏｎｏｆ  Ｉ Ｌ －

１ ７Ｒ
，
ｈｏｗｅｖ ｅ ｒ

， ｉ ｎ

ｔｈ ｅｐ ｒｅ ｓｅｎｃｅｏ ｆＬＰＳ＋ＴＮＦ －ａａｎｄ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ｔｈｅｃｏｍ ｂ ｉ ｎ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Ｈ Ｉ 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ｗ ｉ ｔｈｔｈ ｅｍｃａｎ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 ａｎ ｔ ｌｙ
ｕ
ｐ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  Ｉ Ｌ －

１ ７ＲＡａｎ ｄ Ｉ Ｌ －

１ ７ＲＣ ．

５ ．ＬＰ Ｓ＋ＴＮ Ｆ － ａｓ ｌ ｉ

ｇ
ｈ ｔ ｌｙｕｐ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ｄｔｈ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ＣＬＤＮＬ２
，３ ，４ ，７ ，１ １ａｎｄ

ＺＯ－

１ｍＲＮＡ ｉ ｎＣ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

，ｂｕｔｄ ｉｄｎｏｔａｆｆｅｃ ｔ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 ＣＬＤＮ１ ２
，
１ ４

，１ ５ａｎｄ

ＯＣＬＮ．Ｉｎａｄｄ ｉ ｔ ｉｏｎ
，ＬＰＳ＋ＴＮＦ

－ａｈ ａ ｓａｃｅ ｒｔａ ｉｎ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ｏ ｒｙｅｆｆｅｃ
ｔｏｎｔｈ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

ＣＬＤＮ５
，８ｍＲＮＡ ．Ｉｎｔｈｅ

ｐ ｒｅ ｓｅｎｃ ｅｏｆＩＬ －

１ ７Ａ
，ＬＰ Ｓ＋ＴＮ Ｆ －ａｐ ｒｏｍ ｏｔ ｅｄｔｈ ｅ ｉｎ ｔｅ ｓｔ ｉ ｎ ａ ｌ

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ｂａｒｒ ｉ ｅ ｒ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ｃ ｔ ｉｏ ｎ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ｓＣ ＬＤＮ １
，

ＣＬＤＮ ３ａｎｄＺＯ －

１ｍ ｏ ｒｅｔｈａｎｔｈ ｅｓｕｍｏ ｆ ｔｈ ｅｅ ｆｆｅｃｔ ｓａ ｌｏｎｅ ．Ｉ ｎｔｈ ｅ
ｐｒｅｓｅｎ ｃ ｅｏ ｆ Ｉ Ｌ －

１ ７Ｆ
，

ＬＰＳ＋ＴＮＦ －ａｗａ ｓｎｏ ｔａｂ ｌ ｅｔｏｓ ｉ ｇｎ ｉ ｆｉ ｃａｎｔ ｌｙｐ ｒｏｍ ｏ ｔｅ ｉｎｔｅ ｓ ｔ ｉｎ ａ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ｉ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ｓ ｔ ｉｎａ ｌｅｐ
ｉ ｔｈｅ ｌ ｉ ｕｍ ．Ｔｈ ｅ

ｐ ｒｏｃ ｅ ｓ ｓｂｙ
ｗｈ ｉ ｃｈＬＰＳ

，ＴＮＦ －ａ
，ａｎ ｄＩ Ｌ －

１ ７Ａｓｙｎ ｅｒｇ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ｌ ｌｙ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 ｔｈ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ｔ ｉ

ｇ
ｈｔｊ

ｕｎ ｃｔ ｉｏｎ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ｔｅｄ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ｓ ｉ ｓａｃ ｃｏｍ ｐ
ａｎ ｉ ｅｄｂｙ

ａｃｔ ｉ ｖ 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ＮＦ －ｋＢａｎｄＭＡＰＫ ． Ｎ Ｆ －

ｋＢｓｅ ｌ ｅｃ ｔ ｉｖ ｅ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ｏｒ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 ８２ｓ ｉ

ｇｎ
ｉ ｆｉ ｃ ａｎ ｔ ｌｙ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ｅｄｔｈ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ＣＬＤＮ １

，ＣＬＤＮ ３ａｎｄＺＯ －

１ ．ＭＡＰＫｋ ｉ ｎａ ｓｅＭＥＫ １ ／２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 ｒＵ ０ １ ２６ｓ ｉｇｎ ｉ ｆｉｃ ａｎｔ ｌ

ｙ
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ｅｄｔｈｅｅｘ

ｐ
ｒｅ ｓｓ ｉ ｏｎｏｆＣＬＤＮ ３ａｎｄＺＯ －

１
，ｂｕ ｔｈ ａｄ

ｎｏｓ ｉ

ｇｎ ｉ ｆｉｃ ａｎ ｔｅｆｆｅｃ ｔｏｎｔｈ 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 ＣＬＤＮ １ ．

Ｃ ｏｎ ｃ ｌ ｕ ｓ ｉ ｏｎ

Ｉ ｎｔｈ ｅ
ｇ ｕ

ｔｏ ｆ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ｉ ｎｆｅ ｃ ｔｅｄＭａｃａｃａｍ ｕｌａ ｔ ｔａ
，
ＣＬ ＤＮ ５

，８ ． １ １
．１ ２ ． １ ４ａｎｄｏ ｔ ｈ ｅ ｒ

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

－

ａ 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ｇｅ ｎ ｅ ｓｗ ｅ ｒｅｓ ｉｇｎ ｉ ｆｉ ｃ ａｎ ｔ ｌ

ｙｄｏｗｎ
－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ｅ ｄ ，ａ ｎ ｄＨ Ｉ 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ｄ ｉ ｒｅ ｃ ｔ ｌｙｄ ｉ ｓｒｕｐ ｔｅｄｔｈ ｅ ｉ ｎ ｔｅｇ ｒ ｉ ｔｙ
ｏｆ ｔ 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Ｔｈ ｅ

ｐ
ｒｅ ｓ ｅｎ ｃ ｅｏ ｆ

ｔ ｈ ｅｖ ｉ ｒｕ ｓａｎ ｄ ｉ ｔ ｓ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ｃｏｍ

ｐｏｎ ｅｎ ｔ ｓｍ ａｙ
ｂｅｔｈｅｄ ｉ ｒｅ ｃ ｔｃａｕ ｓｅｏ ｆ ｔ ｈ ｅｄｅ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ｔ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ｂ ａ ｒ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ａｎ ｄ Ｉ Ｌ －

１ ７Ａｈ ａｖ ｅａｓｙ ｎ ｅ ｒ
ｇ

ｉ ｓ ｔ ｉ ｃｅ ｆｆｅ ｃ ｔｏ ｎｔｈ ｅ

ｐ
ｒｏｍ ｏ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ｅ

ｐ
ｉ ｔｈ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ａｎ ｄ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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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Ａ ｌ ｔｈｏｕｇｈＨ ＩＶ ／Ａ ＩＤＳ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 ｏｎ ｉ 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 ｉ ｅｄｂｙｔｈ ｅｏ ｃｃｕｒｒｅｎｃ ｅｏｆ ｉｎ ｔｅ ｓｔ ｉ ｎａ ｌ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ｔ ｒａｎ ｓ ｌｏ ｃ ａｔ ｉｏｎ（
ｔｈ ｅ

ｐ ｒｅ ｓ ｅｎ ｃ ｅｏｆ ＬＰＳ
）ａｎ

ｄｕ ｐ
－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ｃｙｔｏｋ ｉ ｎ ｅ ｓｓｕ ｃ ｈａ ｓ

ＩＬ －

１ ７ＦａｎｄＴＮＦ －

ａ
，

ｔｈｅ ｓｅｆａｃ ｔｏ ｒｓｏ ｎ ｌｙ
ｈ ａｖ ｅａｗｅａｋｅｆｆｅ ｃ 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 ｒｙ

ｏｆ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

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ｆｕｎ ｃｔ ｉ ｏｎ ．Ｄｅ ｌ ｅ 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 ｓ ｉ ｎｔｈ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ａ ｌｍｕ ｃｏ ｓａａｎｄｄｅｃ ｒｅａｓｅｄ ｌｅｖ ｅ ｌ ｓ

ｏｆ  ＩＬ －

１ ７Ａ ｍ ａｙ
ｂ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ａｕ ｓｅ ｓｏｆ ｂａ ｒｒ ｉ ｅｒｆｕ ｎ ｃｔ ｉ ｏｎｄａｍ ａｇｅａｎｄｄ ｉ ｆｆｉ ｃｕ ｌｔｙ

ｉ ｎｒｅｐ ａ ｉ ｒ ．

Ｔｈｅ ｓｅｒｅｓｕ ｌ ｔ ｓｅｘｔｅｎｄｔｈｅｕｎｄ ｅ ｒｓ ｔａｎｄ ｉ ｎ ｇ
ｏｆ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ｏ ｆ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ａ ｌｂａｒｒ ｉｅ ｒｄａｍ ａｇ

ｅ

ｉｎＨ ＩＶ／Ａ ＩＤ Ｓ
，ｓ ｕｇｇｅ ｓ ｔｅｄｔｈ ａｔａｄｄ ｉ ｔ ｉｏｎ ａ ｌｔ ｒｅａｔｍ ｅｎ ｔ ｓｔａ ｒｇｅ ｔ ｉ ｎｇ

ｔｈｅ ｌｏ ｓ ｓｏｆＴｈ ｌ ７ ｉ ｎｔｈｅ

ｇｕｔｏ ｆ Ｈ ＩＶ－

１ ｉ ｎ ｆｅ ｃ ｔｅｄ ｉ ｎｄ ｉ ｖ ｉ ｄ ｕａ ｌ ｓｍ ｉ ｇｈ ｔｆａｃ ｉ ｌ ｉ ｔａｔｅｔｈ ｅｒｅ ｓ ｔｏ ｒ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ｇｕ

ｔｂ ａｒｒ ｉ ｅ ｒｓ ．

Ｋｅｙ
ｗ ｏ ｒｄｓ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ｃｏ ｓａ ｌｂａｒｒ ｉ ｅ ｒ
；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 Ｉ Ｌ －

１ ７
；
Ｈ Ｉ Ｖ－

１

ｇｐ
！ ４０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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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缩略 同

英文缩略词

缩写词^

Ａ Ｉ Ｄ ＳＡ ｃｑ
ｕ ｉ ｒｅｄ Ｉｍｍ ｕ ｎ ｅＤ ｅ ｆ ｉ ｃ ｉ ｅ ｎ ｃ

ｙ
Ｓｙ ｎ

ｄ ｒｏｍ 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Ｈ ＩＶＨ ｕｍ ａｎＩｍｍ ｕｎｏｄ ｅ ｆｉ ｃ ｉ ｅｎ 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Ｓ ＩＶＳ ｉｍ ｉ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 ｃ ｉ ｅｎ 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猿猴免疫缺陷病毒

ＳＨ ＩＶ Ｓ ｉｍ ｉａｎ ／Ｈｕｍ 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 ｃ ｉ ｅｎ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人 ／猴嵌合免疫缺陷病毒

ＬＰＳＬ ｉｐｏｐｏ ｌｙ ｓａｃｃｈａｒ ｉｄｅ ｓ脂多糖

ＬＢＰＬ ｉ

ｐｏｐｏ ｌｙ ｓａｃｃｈａｒ ｉ ｄ ｅ ｓＢ ｉｎｄ ｉｎｇ
Ｐｒｏ ｔｅ ｉｎ脂多糖结合蛋 白

ＤＡＰＩ ４
，

，
６ －Ｄｅａｍ ｉ ｄ ｉ ｎｏ －２ －

ｐ
ｈ ｅｎｙ ｌ ｉ ｎｄｏ ｌ ｅ ４

’

，
６

－二脒基－２ －苯基 卩引噪

ＧＡＰＤＨＧ ｌｙｃｅｒａ ｌｄｅｈｙｄｅ
－

３
－

ｐｈｏ ｓｐｈａｔｅｄ ｅｈｙｄ ｒｏｇｅｎ ａ ｓｅ甘油酸－ ３ －磷酸脱氣酶

ＴＮＦ －

ａＴｕｍ ｏｒ Ｎ ｅｃｒｏ ｓ ｉ ｓＦａｃｔｏ ｒ
－ａ肿瘤坏死因子－

ａ

ＴＧＦ －

Ｐ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 ｉｎｇ
Ｇ 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 ｒ

－

Ｐ转化生长因子－

Ｐ

Ｔｈ ｌ ７Ｔｈ ｅ ｌ

ｐｅｒ
ｔｙｐｅ

１ ７ 辅助性Ｔ细胞 １ ７

ＩＬ －

１ ７Ａ Ｉｎｔｅｒ ｌ ｅｕｋ ｉ ｎ
－

１ ７Ａ 白细胞介素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Ｉｎ ｔｅｒ ｌ ｅ ｕｋ ｉｎ －

１ ７Ｆ 白细胞介素 １ ７Ｆ

ＩＬ －

１ ７Ｒ Ｉｎ ｔｅ ｒ ｌ ｅｕｋ ｉｎ
－

１ ７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 白细胞介素１ ７受体

ＰＨＡＰｈｙｔｏｈａｅｍａｇｇ ｌｕｔ ｉｎ ｉｎ 植物血球凝集素

ＰＢ ＳＰｈｏ ｓ
ｐ
ｈａｔｅＢ ｕｆｆｅｒＳａ ｌ ｉｎｅ隣酸盐缓冲液

ＮＦ － ｋＢＮ ｕ ｃ ｌｅａｒＦａｃ ｔｏ ｒｋＢ 核转录因子ｋＢ

ＭＡＰＫＭ ｉ ｔｏｇｅｎ
－Ａ ｃ ｔ 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 ｓｅ丝裂原活化蛋 白激酶

Ｉ ＦＮ －

ｙ Ｉｎｔｅ ｒｆｅ ｒｏｎ －

ｙ 丫
－干扰素

ＺＯ －

１Ｚｏ ｎｕ ｌ ａＯ ｃ ｃ ｌ ｕｄｅｎ ｓ
－

１ 紧密连接蛋 白Ｚｏｎｕ ｌａ

Ｏ ｃｃ ｌ ｕｄ ｅｎ ｓ
－

１

ＣＬＤＮＣ ｌ ａｕｄ ｉｎ 紧密连接蛋 白 Ｃ ｌ ａｕ ｄ ｉ ｎ

ＯＣＬＮＯｃ ｃ ｌ ｕ ｄ ｉ ｎ 紧密连接蛋 白Ｏ ｃ ｃ ｌ ｕ ｄ ｉ ｎ

ＴＡＭ Ｐｓ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ｏｎ －

ａ ｓ ｓｏｃ ｉ ａ ｔｅｄＭ Ａ ＲＶ ＥＬ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ｓ紧密连接相关的用 于囊泡运

输和膜连接的蛋 白

ＪＡＭ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ａ ｌ Ａｄｈｅｓ ｉ ｖ ｅＭｏ ｌ ｅｃ ｕ ｌ ｅ连接粘附分子

Ａ ｃ ｔ ｌ Ｎ ｕ ｃ ｌ ｅ ａ ｒＦ ａｃ ｔｏ ｒｋＢＡ ｃ ｔ ｉｖ ａｔｏ ｒ １



核转录因子ｋＢ激活齐〇 １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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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ｉＲＮＡＳｍ ａ ｌ ｌ ｉ ｎ ｔｅ ｒｆｅｒ ｉ ｎｇ
ＲＮＡ小干扰ＲＮＡ

ＲＴ－ＰＣＲＲ ｅｖ ｅ ｒｓｅＴｒａｎ ｓｃｒ ｉ

ｐ ｔ ｉ ｏｎＰｏ ｌｙｍ ｅ ｒａ ｓｅＣ ｈａ ｉ ｎ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ｒｅａｃ ｔ ｉ ｏｎ

ＴＲＡＦ －

６Ｔｕｍ ｏ ｒｎ ｅｃ ｒｏ ｓ ｉ ｓｆａｃ ｔｏ ｒ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
－Ａ 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

Ｆａｃ ｔｏ ｒ
－６－

６

ＴＬＲＴｏ ｌ ｌ

－Ｌ ｉ ｋｅ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ｓ Ｔｏ ｌ ｌ样受体

ＣＣ Ｒ５Ｃ ｈ ｅｍ ｏｋ ｉ ｎ ｅＣＣｍ ｏ ｔ ｉ ｆ ｒｅ ｃ ｅ
ｐ

ｔｏ ｒ５趋化因子ＣＣ基元受体５

ＣＸＣＲ４Ｃ ｈ ｅｍ ｏｋ ｉ ｎ ｅＣＸＣｍ ｏ ｔ ｉ ｆ ｒｅ ｃｅｐｔｏ ｒ４趋化因子ＣＸＣ基元受体４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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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 ｔ
十

前 ｇ

粘膜是
一

层 内衬于与外界相通的腔体或通道且能够分泌粘液的体表结构 ， 其

表面积约为皮肤的 ２ ００ 倍 ， 是机体最大 的组织器宫 。 粘膜主要定位于 胃 肠道 、 泌

尿生殖道 、 呼吸道及
一

些外分泌腺 ， 是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 内 的多种病原体

入侵机体的主要 门户 。 研究表明 ， 艾滋病 、 呼吸道感染类疾病 、 腹泻 、 结核及麻

疹等疾病 皆主要 由相应的病原体通过粘膜感染宿主
［

】
，
２

］
。在 Ｈ ＩＶ－

１ 传播过程中 ，

生殖道分泌物及母乳 中 的病毒粒子可 以通过直接感染粘膜上皮细胞 、 胞吞作用 、

细胞旁路渗透 、 朗格汉斯细胞 ／树突状细胞的捕获等 四种途径进入粘膜并与宿主

靶细胞接触 ， 建立局部感染 ， 进而将病毒或 已感染细胞向机体扩散 ， 最终在宿主

体 内建立系统性感染
［
３

，４ ］
。 对 Ｈ ＩＶ－

１ 感染的病理过程研究发现 ， 感染者的疾病

进展与粘膜屏障损伤密切相关
［
５

－

７
］

， 粘膜损伤所导致的微生物移位进而 引 起的系

统免疫活化是艾滋病疾病进程中 的主要推动力 ［
８

，９ ］
。 事实上 ， 除 了少数病原体

是通过动物叮咬 、 注射 、 输血等途径入侵外 ， 大部分病原体都通过粘膜途径入侵

机体 ［
１ ０

］
。

胃 肠道粘膜作为人体最大的粘膜系统除 了 消化吸收功能之外 ， 还具有强大的

抵御有害微生物及毒素的功能 。 但其表面上皮细胞巨大的表面积及复杂 的隐窝和

绒毛结构 ， 也为传染性病原体的定植和入侵提供 了便利的条件 。 在正常生理条件

下 ， 肠道具有较为完善的粘膜屏障功能 ， 肠道上皮层作为高度选择性的吸收表面

同时也成为微生物入侵时非常有效的隔离带 ， 能够将肠腔 内物质与机体 内环境隔

离开来 ， 防止肠腔 内细菌 、 有毒物质和食物抗原等侵入粘膜组织 ， 维持机体 内环

境的稳定
［

１ １

］
。 肠粘膜屏障

一

旦受损 ， 肠道 中 的致病微生物和毒素便可突破屏障

进入 门静脉和淋巴系统 ， 引 起肠道微生物移位 ， 进而发展为全身性炎症反应甚至

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
［

１ ２
］

。

１ 肠道粘膜屏障的构成

所有潜在的有害病原微生物都必须克服物理 、 化学 、 免疫学防御屏障才能够

完成在肠道中定植和感染 ， 同样 ， 宿主必须建立强大 的防御系统 以抵抗病原复杂

的入侵策略 。 肠道粘膜屏障 由包括分泌型抗体 、 肠相关淋 巴组织在 内 的免疫屏障

和包括机械屏障 、 化学屏障 、 生物屏障在 内 的非 免疫屏障构成 ， 共 同对抗潜在病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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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的入侵 。

１ ． １ 获得性免疫屏障

免疫屏障 由 肠相关淋巴组织和弥散免疫细胞组成 ， 肠相关淋巴组织富含淋巴

细胞 ， 主要分布于淋巴小结 、 固有层和肠上皮细胞之间 。 固有层 中 的 ＣＤ４
＋

和 ＣＤ ８

＋

Ｔ 淋巴细胞在抗原刺激后产生很弱 的增殖过程 ， 但却能大量分泌 ＩＦＮ－

Ｙ 、 ＩＬ －４ 、 Ｉ Ｌ －

５

等细胞因子 。 上皮 内淋巴细胞 以 ＣＤ ８

＋

Ｔ 细胞为主 ， 分泌 ＩＬ －２ 、 ＩＬ－

３ 、 ＩＬ －４ 、 ＩＬ －

５ 、

ＩＬ －

１ ０ 、 Ｉ ＦＮ －

ａ 和 Ｉ ＦＮ －

ｙ 等细胞因子或产生不 同的细胞毒作用 ， 对抗致病原并促进

粘膜损伤的愈 合
［

１ ３
］

。 Ｐｅｙ ｅ ｒ 淋巴结 （ Ｐｅｙｅｒ
’

ｓ Ｐａ ｔｃｈｅ ｓ ） 是淋巴细胞发生初始免疫

应答的主要场所之
？

， 足免疫应答的诱导和活化部位 ， 它能够调节并启动粘膜的

Ｉ

ｇＡ 免疫 ， 参与 免疫排斥反应 ， 增加细胞毒性 Ｔ 细胞的数量
［

１ ４
］

。 上皮细胞中存

在 的微皱褶细胞 （ Ｍ 细胞 ） 能够摄取抗原并将抗原转移给抗原递呈细胞 。 肠 巨

嗤细胞也具有抗原呈递和吞嗟灭菌 的功能 。 此外 ， 分泌型 ＩｇＡ（ Ｓｅｃ ｒｅ ｔｏ ｒｙ
Ｉ
ｇ
Ａ ，

Ｓ ＩｇＡ ） 作为 胃 肠道粘膜表面主要免疫效应分子 ， 是防御病菌在肠道粘膜粘附和

定植的第
一

道防线 ， 它能够防止细菌粘附 ， 与补体 、 溶酶体协 同杀灭病菌 ， 并促

进含 Ｆｃ 受体的细胞的吞噬功能 ， 对 胃肠道粘膜防御起重要作用
［

１ ５
］

。

１ ．２ 固有免疫屏障

机械屏障 由肠粘膜表面黏液层 、 肠道粘膜上皮细胞及细胞间紧密连接等组成 ，

其中肠上皮细胞主要包括吸收细胞 、 杯状细胞和潘氏细胞 。 上皮细胞的质膜近肠

腔侧 的侧表面与相邻的细胞形成紧密连接复合体 ， 只 允许水分子和水溶性小分子

物质有选择性的通过 。 杯状细胞能够与病原微生物竞争抑制肠道粘膜上皮的黏附

素受体 ， 从而抑制病原微生物在肠道的粘附定植 ， 预防小肠细菌过度增生和肠源

性感染 ， 此外 ， 杯状细胞所分泌的粘液糖蛋 白能够阻止消化酶和有害物质对消化

道上皮细胞的损害 。 潘 氏细胞对细菌具有
一

定的吞噬能力 ， 其分泌的溶菌酶 、 天

然抗生素肽 及 防御素在抑制肠道微生物移位和 防止肠源性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
１ ６

］
。

胃 肠道分泌的 胃 酸 、 胆汁 、 消化酶 、 粘多糖 、 溶菌酶和抗菌肽等构成 了肠道

的化学屏障 。 胃 酸能够抑制细菌在 胃肠道上皮的粘附和定植 ； 胆汁 中 的胆汁酸盐

可与 内 毒素结合形成复合物从而阻止其吸收 ； 肠道分泌的大量消化液可稀释毒素 ，

冲洗清洁肠腔 ， 使潜在的肠道致病菌难 以粘附到肠上皮 ； 溶菌酶能够通过破坏细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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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细胞壁使细菌裂解 ； 粘液 中 的补体成分可增强溶菌酶和免疫球蛋 白 的抗菌作用

［
１ ７

］
。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细菌库 ， 寄居的微生物数量为 １ ０
１ ３
？

１ ０
１ ４

个 ， 其 中 ９９％左

右为专性厌氧菌 。 肠道 内 数量 、 分布相对恒定 的常驻菌群形成 了
一

个相互依赖又

相互作用 的微生态系统 ， 即肠道 的生物屏障
［

１ ８
］

。 专性厌氧菌通过粘附作用 与肠

上皮紧密结合 ， 被糖衣包被并形成菌膜群 ， 可竞争性抑制肠道中致病菌与肠上皮

的结合 ， 从而抑制致病菌在肠道的定植和生长 ， 同时 ， 专性厌氧菌还能够分泌醋

酸 、 乳酸和短链脂肪酸等 ， 降低肠道 ｐ
Ｈ 值并与致病菌竞争利用营养物质 ， 从而

抑制致病菌的生长 。 需氧菌和兼性厌氧菌游离于肠腔 内 ， 形成菌腔群 。 肠道菌群

之间保持着稳定的 比例 ， 构成
一

个相互作用 、 相互依赖的微生态系统 。 肠道的生

物屏障能够拮抗致病菌 ， 减少肠道 内某些有毒物质对肠粘膜的损害 ， 此外 ， 肠道

微生物能够激活肠道免疫系统活性 ， 增加 Ｓ Ｉ
ｇ
Ａ 和 Ｉ

ｇ
Ｍ 的分泌 ， 产生抑菌肽抑制

外来菌的生长
［
１ ９

］
。

２ 肠道上皮紧密连接结构

上皮细胞之 间 的连接是维持上皮组织结构和功能的重要基础 ， 其连接方式主

要包括紧密连接 、 粘附连接 、 缝隙连接和桥粒连接 。 对肠道粘膜上皮而言 ， 细胞

间最主要的连接方式即为紧密连接 ［
２０

］
。 肠粘膜上皮屏障是选择性渗透的 ， 肠上

皮细胞间 的紧密连接结构是维持屏障机械结构完整性和肠粘膜正常功能的基础 ，

是肠粘膜屏障最重要的组成成分 。 该结构是 由连接相邻细胞并封闭细胞间 间 隙的

分子构成的胞间屏障结构 ， 广泛存在于上皮细胞之间 ， 呈箍状环绕细胞
［
２ １

］
。 紧

密连接结构除 了具有机械连接作用外 ， 更重要 的是对细胞顶部和 间 隙的封 闭作用 ，

防止细胞外的分子在细胞底面与基面和侧面 自 由扩散 。

２ ． １ 紧密连接结构的组成

紧密连接是多种分子形成 的结构和功能的复合体 ［

２２
，２ ３ ］

， 主要包括跨膜蛋

白 以及胞质 内 蛋 白 等 。 根据分子结构不 同跨膜蛋 白可分为单跨膜区 蛋 白 （ ＪＡＭ 、

Ｃ ｒｂ３ 、 ＣＡＲ ） 、 三跨膜区 蛋 丨

：
丨

（ Ｂ ｖ ｅ ｓ ） 以及含有 ＣＬＤＮ 和 ＴＡＭ Ｐ 家族的 四跨膜区

蛋 白 （ Ｃ ＬＤＮ ｓ 、 ＯＣ ＬＮ 、 ｔ ｒ ｉ 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ｉ ｎ 、 Ｍ ａ ｒｖｅ ｌ Ｄ ３ ） ， 胞质 内 蛋 白包括ＺＯ －

１ 、 ＺＯ －２ 、

２０ －

３ 、 ７ ｝＾６ 、 「３ １？ １ ３ 、 以５３ １３ 、 １＾叩 １ １ １ １ １１ 、 ５
＞

＾

１耶 １ ６ １＾ １１ 、 八 卩 －

６ 等
［
２４

，

２ ５
］

。

ＣＬＤＮ 蛋 白 楚紧密连接的主要骨架蛋 白 ， 其分布具有种属和组织特异性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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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ＤＮ １ ３ 表达于啮齿类动物但不表达于灵长类动物 ， 肠道 中可表达多种 ＣＬＤＮ

蛋 白 （ ＣＬＤＮ ］
，２ ， ３ ，４ ，５ ， ７ ， ８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４ ， １ ５ ） ， 而ＣＬＤＮ ９则选择性的

表达于耳蜗 内 ［
２６

，
２７

］
。 人类 ＣＬＤＮ 蛋 白 多达 ２７ 种 ， 每个 ＣＬＤＮ 蛋 白 由 ２０７

－

３ ０５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 氨基和羧基末端均存在于细胞 内部
［
２２

］
。 ＣＬＤＮ 具有 四个跨

膜结构域 ， 形成两个长度不等的胞外环结构 ， 不 同 ＣＬＤＮ 分子胞外环的氨基酸

序列具有高度的保守性 。 ＣＬＤＮ 可直接与胞质 内 蛋 白 （ ＺＯ －

１ 、 ＺＯ －

２ 、 ＺＯ －

３ ） 、 膜

相关蛋 白 的鸟苷酸激酶 同工酶及富含 ＰＤＺ（ Ｐｏ ｓ ｔ
－

ｓｙｎａｐ ｔ ｉｃｄ ｅｎ ｓ ｉ ｔｙｐｒｏ ｔｅ ｉ ｎ
－９ ５ 、 Ｄ ｉ ｓｃ ｓ

ｌ ａｒｇｅ 、 Ｚｏ ｎ ｕ ｌ ａ Ｏｃｃ ｌ ｕｄ ｅ ｎ ｓ
－

ｌ ） 结构域的蛋 白 相互作用 ， 并 间接同 Ａ Ｆ －

６ 和菌环蛋 白

作用 ， 维持栅栏和屏障功能
［
２ １

，
２ ８

］
。

紧密连接中 另
一

个重要的组成蛋 白是 ＺＯ －

１ ， 该蛋 白 属于膜连接鸟苷酸激酶

蛋 白 家族 ， 此家族成员 多位于胞间连接处并通过胞外信号转导途径与细胞骨架相

互作用 。 自 １ ９８ ６ 年首次发现该蛋 白 以来 ， 其结构和功能
一

直备受关注 。 ＺＯ －

１ 广

泛表达于所有脊椎动物的紧密连接结构 ， 它与 同源体 ＺＯ －２ 和 ＺＯ －

３
—

起搭建具

有连接作用 的脚手架样平 台 ， 不仅能够参与调节细胞 内物质 的转运 ， 维持上皮极

性
［
２９

］
， 而且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以及肿瘤细胞的转移中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 。

２ ．２ 紧密连接的功能

柱状上皮细胞顶端的紧密连接结构 ， 可 以封闭细胞间隙 ， 使相邻细胞间紧密

贴合并将细胞间隙与肠腔分隔 。 肠道上皮紧密连接形成细胞旁选择性渗透屏障 ，

既能够阻止有害物质或病原性抗原进入机体 ， 同时又调节大分子物质和离子的细

胞旁转运 ， 允许离子 、 溶质分子等通过细胞间隙 自 由进入 ， 调控细胞形成独特的

化学梯度和 电渗透梯度维持机体的 内稳态 ［
３ ０

］
。 在病理状态下 ， 紧密连接蛋 白 能

够收缩并 向胞质 中移动 ， 细胞间孔隙增大 ， 从而导致毒素 、 大分子物质及细菌移

位 ， 使肠黏膜屏障丧失其选择性渗透功能 。 肠道细胞上皮顶侧和基侧膜的蛋 白质

和脂质 的构成存在差异 ， 与基侧膜的结构不 同 ， 顶侧膜的磷脂成分相对缺乏 ， 但

富 含鞘糖脂和胆 固醇 ， 鞘糖脂可通过分子间 的 Ｈ 键相互连接 ， 从而维持肠粘膜

的硬度 和 不可通透性 ， 保护机体免受有害物 质 的入侵
［
３ １

］
。 紧密连接结 构 中

ＣＬＤＮ ｓ 和 ＯＣ ＬＮ 等跨膜蛋 白 的存在限制 了 以紧密连接为界的上皮细胞顶侧和基

侧膜上脂质 的 自 由流动 ， 体现了 紧密连接的栅栏功能
［
３ ２

］
。

除此之外 ， 紧密连接结构在维持细胞极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 细胞极性主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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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由胞 内脂质 的变化决定 ， 是上皮细胞的重要特性之
一

， 细胞极性与紧密连接结

构的变化呈现 同时相性
［
３ ３

］
。 紧密连接结构将细胞分为两个完全不 同 的液性空间 ，

即顶部的脂质 区 和基底部的蛋 Ａ成分 区 ， 保证 了 不同 的受体和转运体等膜分子被

定位在各 自 的局 限功能 区域
［
３４

］
， 从而维持细胞极性 。 此外 ， 紧密连接还能够参

与细胞增殖的调控Ｐ ５
］

。

２ ．３ 紧密连接的调控

紧密连接相关蛋 白通过复杂 的相互作用形成
一

个处于动态变化 中 的结构和

功能复合体 。 相邻细胞的跨膜蛋 白分子通过胞外 区 的特殊结构相互作用形成选择

透过性屏障 ， 跨膜蛋 白 的胞质 区通过胞质 内连接蛋 白 与细胞骨架相连形成功能完

整的结构 。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及紧密连接蛋 白 的组装受多种分子的精密调

控 ， 包括多种基因在转录水平 ， 转录后及蛋 白水平的调控 。

紧 密 连 接 基 因 表 达 的 主 要 调 控 因 子 及 通 路 包 括 ＴＮＦ －ａ／ＮＦ －

ｉｃＢ 和

ＴＧＦ －

Ｐ
－ Ｓｍａｄ／Ｓｎａ ｉ ｌ通路 ， ＰＰＡ １Ｕ 、 ＳＰ １ 、 ＨＮＦ －

ｌ ａ 、 ＨＮＦ －４ａ 、 ＣＤＸ １ 、 ＣＤＸ２ 、 ＧＡＴＡ －４

和 Ｇ ｒｈ ｌ ２ 等分子也参与 了ＣＸＤｉＶ 转录水平 的调控 。 有报道指 出 ， ＲＮＡ 结合蛋 白

（ ＨｕＲ 、 ＣＵＧＢ Ｐ １ 、 Ｔ ＩＡＲ ） 和ｍ ｉＲＮＡ（ ｍ ｉＲ －

９ 、 ｍ ｉＲ－

１ ２２和ｍ ｉＲ －２ １ ２等 ） 参与 了

紧密连接蛋 白基因 的转录后调节
［
３ ６ －

３ ８
］

。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翻译后 的调控主要涉

及蛋 白 质 的磷酸化 、 棕榈酰化 、 糖基化及泛素化
［
２２

，３ ９ ，
４０

］
。 紧密连接蛋 白 的磷

酸化在紧密连接结构的组装和屏障功能的维持 中 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
４ １

，４２ ］
。

在 ＣＬＤＮ 和 ＯＣＬＮ 等紧密连接相关蛋 白分子中存在包括 ＰＫＣ 、 ＰＫＡ 、 ＭＡＰＫ 、

ＷＮＫ 、 ＭＬＣＫ 、 ＲｈｏＫ 和酪氨酸激酶等的磷酸化位点 。 己知 ＣＬＤＮ １ 含有丝氨酸

和酪氨酸磷酸化位点
［
４３

，

４４
］

， ０＾＾ ３
［
４５

］
、 ０＾撕

［
４６

］
、 ０＾犯

［
４７

］
的磷酸化位

点也有报道 。

紧密连接也可 以受到 多种胞外因素的调控 ， 包括细胞因子 、 生长因子 、 病原

微生物及其产物 、 食物成分等 。 目 前 己知的能够提高肠道上皮紧密连接通透性的

细胞因子和生长Ｗ子有 Ｉ ＦＮ －

ｙ 、 ＴＮ Ｆ －

ｏｕ 丨 Ｌ －

ｉ

ｐ
、 Ｉ Ｌ －４ 、 ＩＬ －６ 和 ＩＬ －

１ ３ 等 ， 能够降

低肠道紧密连接通透性或恢复损伤 的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包括 １ Ｌ －

１ ０ 、 丨 Ｌ －

１ ７ 、

ＴＧ Ｆ －

Ｐ 和 ＥＧ Ｆ 等 ， 这些细胞因 子可 以通过影响紧密连接蛋 白 的表达和分布等影

响紧密连接的功能
［

４ ８
－

５ １

］
。 影响紧密连接的病原体较多 ， 包括霍乱弧菌 ， 肠致病

性大肠杆菌 ， 肠 出血性大肠杆蘭 、 产气荚膜梭菌等
［
５ ２

，５ ３
］

。 氨基酸 、 多肽 、 维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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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Ｂ

生素和益生菌等营养物质也可 以影响紧密连接的结构和功能 ［
５４

，５ ５ ］
。

２ ．４ 与紧密连接异常有关的疾病

人类 多种肠道性疾病的发生与紧密连接的功能异常有关 ， 肠上皮细胞紧密连

接的变异 、 减少 、 缺失导致细胞间 隙通透性增加 ， 细菌 、 毒素 、 大分子物质便可

通过紧密连接进入机体循环 ， 导致疾病 的产生 ， 如克罗恩病
［
５ ６

，５ ７
］

、 溃疡性结

肠炎
［
５ ８

］
、 微观结肠炎

［
５ ９

］
等炎症性肠病 以及肠道易激综合征

［
６０

］
、 乳糜泻 ［

６ １

］
等

小肠疾病 。 另外 ， 在 自 身免疫性 Ｉ型糖尿病
［
６２

］
、 多 发性硬化 ［

６３
］

、 类风湿性关节

炎
［

６４
］
等 自 身免疫性疾病 中紧密连接也发生 了 明显 的异常 。 在这些疾病 的进程 中 ，

由于 紧密连接异常导致的肠道屏障功能缺陷 ， 致使肠道 内 的抗原物质 更容 易进入

机体而刺激具有特定遗传背景 的个体的免疫系统 ， 产生针对 自 身器官或组织的免

疫应答反应 。 不仅如此 ， 紧密连接异常还与肿瘤发生 、 感染和变态反应等多种人

类疾病密切相关 ［
６ ５

，
６６

］
， 例如 ＣＬＺＷｉ ， ３ｄ 在肠型 胃 癌和大肠癌 中高表达 ［

６７
，
６ ８

］
，

而在原发性乳腺癌中 ＣＸＤｉＶ／ 和 ＣＺＺＷ７ 的表达显著降低 ［
６９

］
。 由于 ＣＬＤＮ 蛋 白

表达的组织特异性 ， 使其有望应用于乳腺癌 、 卵巢癌 、 肠型 胃 癌及大肠癌的早期

诊断及鉴别 。

３ 紧密连接与 ＡＩＤＳ

肠道上皮损伤和紧密连接异常是艾滋病患者 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
７０

］
。 早在艾

滋病发现后不久 ， 就有学者观察到 Ａ ＩＤＳ 患者的肠道粘膜通透性发生 了 明显异常

［
７ １

－７ ３
］

。 腹泻是 Ｈ ｌＶ－

丨 感染者最为 明显 的肠道症状之
一

， 多达 ４０％的感染者体 内

并没有可 明确鉴定 的致腹泻病原 ， 其产生可能与肠道上皮屏障功能缺陷有关 ［
７４

，

７ ５
］

。 尽管关于感染者肠粘膜屏障损伤的早期报道主要是针对 Ｈ ＩＶ－

］ 感染的慢性

期 ， 但体外研究和动物模型研究表明 ， 紧密连接异常可能发生在 Ｈ ＩＶ－

１ 感染的早

期
［
７６

，
７７

］
。 研究表 明 ， Ｓ ＩＶ 可在感染后 ３ 天 内可 引 起紧密连接异常 ［

７ ８
］

， ＳＨ ＩＶ ／Ｓ １Ｖ

感染早期恒河猴体 内 ＣＬＤｔＷ 、 ＯＣＺＷ 、 ＺＯ －

／ 等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转录水平发生

下调
［
７９

］
， 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 Ｈ ＩＶ－

１ 感染者 中可能存在与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类似

的情况 ， 也就是说 ， 在 Ｈ ＩＶ－

１ 感染的早期就 己经 出现 了 紧密连接的损伤 ， 微生物

及其产物通过受损 的粘膜进入机体刺激免疫系统 引 起免疫系统活化可能是贯 穿

Ｈ Ｉ Ｖ－

１ 感染始终的病理机制 。

体外研究发现 ，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２０ 、 Ｔａ ｔ 、 Ｎ ｅｆ等多种 Ｈ ＩＶ－

１ 蛋 白 能够影响脑血管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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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皮细胞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和 分布
［
８０

］
。 Ｈ ＩＶ－

１ 导致血脑屏障 中 ＺＯ－八

ＣＬＣＷ５ 和 ＯＣＬＷ 表达下调 ， 该过程伴随 ＪＡＫ ／ＳＴＡＴ 信号通路 中 ＳＴＡＴ １ 的激活 以

及 Ｒｈ ｏ 激酶的磷酸化 ［
８ １

］
。 Ｈ Ｉ Ｖ－

ｌｇｐ ｌ ２０ 蛋 白 能够通过增强基质金属蛋 白酶－

２ 和

－９ （ Ｍ Ｍ Ｐ２ ／ＭＭ Ｐ９ ） 的表达使黏连蛋 白 和 ＣＩＺＷ５ 表达显著下调
［
８２

］
。 Ｈ ＩＶ－

１Ｔａ ｔ

蛋 白 通过活化 ＥＲＫ １ ／２ 介导紧密连接蛋 白 ＺＯ －

１ 完整性的破坏 以及炎性细胞的渗

透
［
８ ３

］
。 此外 ， Ｈ ＩＶ－

１ 、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２０ 及 Ｔａｔ 蛋 白均能够介导血－视网膜屏障产生损

伤
［
８４

－

８ ６
］

。在 口 腔上皮的研宄 中人们也发现 Ｈ ＩＶ－

１
ｇｐ 

１ ２０ 通过与 ＣＣＲ５ 和 ＣＸＣＲ４

受体的结合介导 ＥＲＫ １ ／２ 的磷酸化 ， 从而 引 起紧密连接的变化 ［
８７

］
。 在生殖道上

皮与 Ｈ ＩＶ－

１ 相互作用 的研究 中 发现 ，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２０ 可通过 ＴＬＲ２ 和 ＴＬＲ４ 活化

Ｎ Ｆ －ｋＢ 信号通路诱导细胞因子表达和上皮通透性改变 ［
８ ８

］
。

综上所述 ， 紧密连接在肠道上皮屏障功能的维持 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目 前对紧密连接的结构和功能的研宄 己取得很大进展 ， 随着紧密连接蛋 白功能的

深入挖掘 ， 紧密连接在多种疾病 中 的变化及机制也备受关注 。 对 Ａ ＩＤ Ｓ 而言 ， 尽

管 目 前 己经有充分的证据证 明 Ｈ ＩＶ－

１ 感染能够 引 起肠道紧密连接相关蛋 白表达

和调控的异常 ， 但对 Ｈ ＩＶ－

１ 引 起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发生变化的分子机制仍知

之甚少 。 尽管 目 前 己有研究在血管 内皮细胞 、 口腔上皮细胞及生殖道上皮中 阐述

了Ｈ ＩＶ－

１ 及其蛋 白影响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和分布的部分机制 ， 但 由于肠道上皮细

胞与其它上皮表达紧密连接蛋 白类型 的差异 以及肠道上皮与其它上皮截然不 同

的微环境 ， 因此 ， 有必要对 Ｈ ＩＶ－

１ 致肠道上皮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异常的分子机制

进行深入研究 。 本研宄对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组织中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变化进行 了探讨 ， 并建立体外细胞模型对 Ｈ ＩＶ－

１ 致肠道上皮紧密连接蛋 白

表达异常 的潜在分子基础进行 了探讨 ， 本研究不仅可 以获得 Ｈ ＩＶ－

１ 致病机制 的新

知识 ， 而且可 以为 Ｈ ＩＶ ／Ａ ＩＤＳ 防治靶点 的获得提供
一

定 的理论支持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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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分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后恒河猴肠道紧密连接基因表达的变

化及其与 ／Ｌ
－

１ ７Ｆ 、 ／ ＺＸ１ ７Ｒ 表达的相关性

第
一

节 引 言

在艾滋病 中 ， 肠道免疫紊乱及肠道屏障破坏是主要的病理变化 ， 肠道屏障的

一

个关键成分是上皮细胞间 的紧密连接结构 。 紧密连接 由跨膜蛋 白 和胞 内衔接蛋

白组成 ， 包括 Ｃ ＬＤＮ 、 ＯＣ ＬＮ 、 连接粘附分子 以及细胞 内 支架蛋 ｄ（ ＺＯ ｓ ）［
２ ５

，８９ ，

９ ０［ ＣＬＤＮ 的分布具有种属和组织特异性 ， ＣＺＸＷ６ 和 Ｃ
’

ＺＸ？Ａ＾ 表达于肝脏 、 ＰＢＭＣ

及肝癌细胞系 中
［
２７

，９ １
］

， ＣＺＺＷ７ ０ 主要表达于 肾脏和汗腺中
［
９２

，９ ３ ］
， ＣＬＤ７Ｗ ３

则在 鼠科动物各组织 中广泛表达 ［
９４

］
。 在灵长类动物 的肠道组织 中 具有 多种

ＣＺＩＷ基因 （ ＣＩＺＷ７ ， ２ ，
＿３ ， ４ ，５ ， ７ ， ＆／八／么７ ５等 ） 的表达 ， 这些

紧密连接蛋 白在肠道 中共同表达并相互作用 ， 共 同参与肠道屏障功能 的维持 。

ＣＬＺＷ 的表达和分布在多种肠道疾病 中发生改变 ， 导致水分和 电解质运输的严重

失调 。 溃疡性结肠炎 （ ｕ ｌ ｃｅ ｒａｔ ｉｖｅｃｏ ｌ ｉｔ ｉ ｓ ，ＵＣ ） 患者肠道跨膜 电阻值仅为正常人的

２０％ ， 伴随着 ＣＺＺＷ／ 和 ＣＸＩＷ２ 表达的异常
［
５ ８

，９ ５ ］
； 克罗恩病 （ Ｃ ｒｏｈｎ

’

ｓｄ ｉ ｓｅａ ｓｅ ，

ＣＤ ） 中 ， ２ ， 孓 么 ５ ， ＜§ 等紧密连接蛋 白均表达异常
［
９６

］
； 微观结肠炎

（ ｃｏ ｌ ｌ ａｇｅｎｏｕｓ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 ＣＣ ） 中屏障功能受损伴随着 ＣＬＣＷ４ ， ５ ，Ｓ 表达下调 ， 肠

道跨膜 电阻值下降且钠离子通过离子通道的运输功能受限 ［
９７

，９８ ］
。 但艾滋病 中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仍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

研究表明 ， 在 Ｈ １Ｖ－

１ ／Ｓ １Ｖ 感染中 ， 肠道上皮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受多种因

素的共 同调控 ，
Ｔｈ ｌ ７ 细胞通过诱导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促进上皮细胞的再

生可能是肠粘膜屏障功能修复的机制之
一

［
９９

］
。 此外 ， Ｔｈ ｌ ７ 细胞还能够刺激抗菌

蛋 白和肽的生产
［

１ ００
］

， 并通过 Ｉ Ｌ－

１ ７ 的表达调节紧密连接蛋 白 的合成
［
５ ０

］
。 在非

疾病状态下 ， Ｔｈ ｌ ７ 细胞大量存在于粘膜部位并对微生物病原体产生快速反应 ，

在维持机体与共生微生物的免疫 内稳态 、 防止病原体通过粘膜屏障入侵 中 发挥作

用 。 在 Ｈ ＩＶ－

１ 和 Ｓ ＩＶ 的急性和慢性感染过程中外周血和粘膜部位的 Ｔｈ ｌ ７ 细胞大

量损耗
［

１ ０ １
，

１ ０２
］

， 肠道 Ｔｈ ｌ ７ 细胞被选择性清 除 ， 肠粘膜 ＩＬ －

１ ７Ａ 表达下调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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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 ３ －

丨 ０７
］

，
—

方面 ， 受损的 Ｔｈ ｌ ７ 细胞分泌 丨 Ｌ －

１ ７ 和 ＩＬ －

２ ２ 等促炎性细胞因子的

能力 降低
［

１ ０ ８
］

； 另
一

方面 ， Ｔｈ ｌ ７ 消耗导致中性粒细胞数量和活性降低 ， 可能导

致机体在控制 微生物 的 传 播 和 扩散 中 存 在 缺 陷 。 这在 很大程度 上提 示我 们

Ｉ Ｌ －

１ ７Ａ 的耗竭可能与 Ｈ ＩＶ ／Ａ １ＤＳ 的发病机制及粘膜屏障 的损伤存在联系 。然而 ，

Ｉ Ｌ －

１ ７ 通路其它成员在 Ｈ ＩＶ－

】 感染 中的表达是否发生变化及是否参与 Ｈ Ｉ Ｖ／Ａ ＩＤＳ

的发病机制 目 前还 尚不清楚 。 虽然 Ｈ ＩＶ－

１ 感染伴随着肠粘膜中 ＩＬ －

１ ７Ａ 水平降低 ，

但这可能不是 ＩＬ －

１ ７ 系统的唯
一

改变 ， 有必要对 ＩＬ －

１ ７ 家族其它成员 的表达变化

及其与紧密连接之间 的关系进行探讨 。

Ｉ Ｌ －

１ ７Ｒ 是表达在 白介素 １ ７ 家族细胞因子的靶细胞表面的
一

种跨膜分子 ， 由

Ｉ Ｌ －

１ ７ＲＡ 、 Ｂ 、 Ｃ 、 Ｄ 、 Ｅ 五个成员构成 ， ＩＬ －

丨 ７ＲＡ 是最先被发现的哺乳动物 白 介

素 １ ７Ａ 和 Ｆ 的受体 ， 与 ＩＬ －

１ ７ＲＣ 以复合体的形式介导细胞对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１Ｌ －

１ ７Ｆ

的应答
［

１ ０９
， １ １ ０

］
。 ＩＬ －

１ ７Ｒ 信号通路活化后可刺激抗菌肽 、 促炎性细胞因子和趋

化因子 的产生 ， 介导 中性粒细胞 向感染或炎症部位募集 ， 在机体 自 身免疫疾病 、

宿主防御 中起重要作用 ［
１ １ １

，
１ １ ２

］
。 在肠道粘膜 中 ，

１ １＾
－

１ ７／ １ １＾
－

１ ７ １１ 通路在维持粘膜

免疫稳态 、 肠粘膜屏障完整性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的正常组成和功能 中发挥至关重

要 的作用 ［
１ １ ３

－

１ １ ５
］

。 研究表 明 ， ＩＬ －

１ ７Ｒ 与 多发性硬化症 、 银屑病和系统性红斑

狼疮等多种疾病状态有关 ［
１ １ ６ －

１ １ ８
］

， 在系统性硬化成纤维细胞中 ， ／Ｌ －

７ ７Ｍ 的表

达下调
［
１ １ ９

］
， 在肺脏移植 中 ， ＩＬ －

１ ７ＲＡ 的多态性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有关

［
１ ２ ０

］
， 此外 ， ＩＬ －

１ ７ＲＡ 与流感病毒感染的免疫机制有关 ［
１ ２ １

］
。 由于 ＩＬ －

１ ７Ｒ 在人

类健康和疾病 中 的重要作用 ， 以 ＩＬ －

１ ７ 通路为靶点的治疗方法已应用于临床并显

示 出 良好的治疗效果
［
１ ２２

］
。

Ｓ ＩＶ 感染后 ３ 天 内可 引 起紧密连接异常
［
７ ８

］
。 本研究组 己经对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

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ＣＺＸＷ／ 、 ＣＺＸＷ３ 、 Ｚ （９－

／ 和 ＯＣＸｉＶ 等紧密连接基因 的变化进行

了探讨 ， 发现 ＳＨ １Ｖ ／Ｓ ＩＶ 感染导致这些紧密连接蛋 白 在肠道 内 发生不 同程度的破

坏 。 但 ＳＨ Ｉ Ｖ ／Ｓ ＩＶ 感染对 ａｘ ？ｗ ， ４ ， ５ ， ７ ， Ｓ ， 仏 ７ ２ ， 以 ， ７ ５ 等在屏障维持

中发挥重要作用 的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的影响 尚不 明确 。 Ｉ Ｌ －

１ ７ 受体通路在肠道粘

膜屏障完整性的维持 中发挥重要作用
［

１ １ １
，

１ ２ ３
， １ ２４

］
。 但 Ｈ １Ｖ－

１ ／Ｓ Ｉ Ｖ 感染 中肠道

几－

７ ７／？ 表达 的 变化及 其 与 紧 密连接 蛋 白 表达 的 关 系 仍知 之甚少 。 为 了 验证

Ｈ ＩＶ ／Ａ Ｉ Ｄ Ｓ 病 理过程 中 不 仅仅有 Ｉ Ｌ －

１ ７Ａ 的参与 ， 本研 宂建立实时 荧光 定 量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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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ＰＣＲ 的方法检测 了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Ｚ －

７ Ｚ４ 、 ／Ｚ －

７ ７Ｆ 、 ／Ｚ－

７ ７兄４

和
■

表达的变化 。 为 了探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中 ＩＬ －

１ ７ 家族成员 与肠道屏障

功能异常之间 的联系 ， 本研究对紧密连接相关基因与 几－

／ ７Ｊ 、 几－

／ ７Ｆ 及

分布的相关性进行 了 分析 。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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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材料和方法

１ 实验材料及试剂

１ ． １ 主要仪器设备

（ １ ）ＮＵＡ ＩＲＥ Ｃ ｌ ａｓ ｓ Ｉ Ｉ 生物安全柜 （ Ｔｅｃ ｈ ｃｏｍ ｐ ，Ｕ ＳＡ ）

（ ２ ）ＡＢ Ｉ７ ５ ００Ｒｅａ ｌｔ ｉｍｅＰＣＲ仪 （ ＡＢ Ｉ ，ＵＳＡ ）

（ ３ ）４６Ｋ离心机 （ ＲＯＴＡＮＴＡ ，Ｕ ＳＡ ）

（ ４ ）Ｔｒｏｂｏｔ基因扩增仪 （ Ｂ ｉｏｍ ｅ ｔｒａ ，Ｇ ｅｒｍ ａｎｙ ）

（ ５ ）Ｎａｎｏｄ ｒｏｐ
２ ０００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 （ Ｔｈ ｅ ｒｍ ｏＦ ｉ ｓ ｈ ｅ ｒ ，Ｕ ＳＡ ）

（ ６ ）Ｂ ｉ ｏ －ＲａｄＰｏｗｅ ｒＰａｃｎＨＣ高 电流电泳仪 （ Ｂ ｉｏ －Ｒａｄ ，Ｕ ＳＡ ）

（ ７ ）ＨＰＸ －９０ ８２ 数显 电热培养箱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 医疗设备厂 ）

（ ８ ）ＤＨＺ －ＣＡ 大容量恒温振荡器 （太仓市实验设备厂 ）

１ ．２ 动物组织样品

为 研 宄 Ｈ ＩＶ－

１ 感 染所致体 内 变 化 ， 本 文 使 用 了Ｈ ＩＶ－

１ 感 染动物模 型

（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 ） 样本 ， 所使用 的所有 中 国恒河猴组织均为实验室保存

样 品 ， 动物年龄为 ４￣５ 周 岁 ， 感染组 ５ 只 动物攻毒过程如下 ： 第
一

次使用

ＳＨ ＩＶ－

ＳＦ １ ６２ｐ４ 进行直肠攻毒 ， 第二次使用 ＳＨ ＩＶ－ＳＦ １ ６２ｐ
４ 进行静脉注射法攻毒 ，

第三次使用 Ｓ ＩＶｍ ａｃ２ ５ １ 进行静脉注射法攻毒 ， 在第三次攻毒后第 ２ ７３ 天至第 ３ ０６

天对动物进行安乐处死并采集组织样品 ， 其它病毒学与免疫学背景数据见本研究

组之前的报道
［

１ ２ ５ －

１ ２７
］

。 对照组动物组织源于 ５ 只正常 中 国恒河猴 。

１ ．３ 主要试剂

质粒小量提取试剂盒 （ ￡ ．２凡八 ．？ 丨 ３ ５ １１１ 丨 （１ ］＼４ 丨 １１如６口
１＜＾ １ ） 购 自 美 国 ０〇＾呂３ ；

凝胶 回 收试剂盒 （ Ｑ ＩＡ
ｑｕ

ｉ ｃｋＧ ｅ ｌＥｘｔ ｒａｃ ｔ ｉ ｏｎＫ ｉ ｔ ） 购 自 德 国 Ｑ ｉ ａｇｅｎ ； 体外转录试剂

盒 （ Ｒ ｉｂｏＭＡＸ ｌ ａ ｒｇｅｓｃａ ｌ ｅＲＮ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 Ｓｙ ｓｔｅｍ ｓ
－

ＳＰ６ ／Ｔ７ ） 购 自 美 国Ｐ ｒｏｍｅｇａ ；

动物组织 ＲＮＡ 提取试剂盒 （ ＲＮＡ ｐ
ｒｅｐ

Ｐｕ ｒｅＴ ｉ ｓ ｓ ｕｅＫ ｉ ｔ ） 购 自 天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
ＲＴ－ＰＣＲ试剂盒 （ Ｏ ｎ ｅＳ ｔｅｐ

ＲＮＡＰＣＲＫ ｉ ｔ ） 、 Ｒｅ ａ ｌｔ ｉｍ ｅＲＴ－ＰＣＲ检测试剂盒 （ Ｏ ｎｅ

Ｓ ｔｅ
ｐ
Ｐ ｒ ｉｍ ｅＳ ｃ ｒ ｉ

ｐ
ｔＲＴ－ ＰＣＲＫ ｉ ｔａｎｄＯ ｎ ｅＳ ｔｅｐ

ＳＹＢＲ？Ｐ ｒ ｉｍ ｅＳ ｃ ｒ ｉ

ｐ ｔ

？
ＲＴ－ ＰＣＲＫ ｉ ｔ ） 购

自 日 本 ＴａＫ ａＲａ 。

１ ． ４ 主要溶液及配制

（ １ ）０ ． １Ｍ磷酸盐缓冲液 ： Ｎ ａＣ ｌ８ ． ０
ｇ ，ＫＣ Ｉ ０ ＿ ２ ｇ ， Ｎ ａ

２
Ｈ Ｐ０４

．

１ ２Ｈ
２
０３ ． ５ ８

ｇ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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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
２
Ｐ０４０ ． ２４

ｇ ， 力口入 ８００ｍ Ｌ 去离子水充分溶解后定容至 １Ｌ ， 调 ＰＨ 至

７ ．４ ， 高压蒸汽灭菌后 ４

°

Ｃ保存备用 。

（ ２ ）５ 〇 ｘＴＡＥ电泳缓冲液 ： Ｔｒ ｉ ｓ
－Ｂａ ｓｅ２４２ ． ０

ｇ ，Ｎ ａ
２
ＥＤＴＡ

＇

２Ｈ ２０３ ７ ． ２
ｇ ， 冰乙酸

５ ７ ． １ｍＬ ， 加入 ８００ｍＬ 去离子水充分溶解后定容至 １Ｌ 并调 ＰＨ 值至 ８ ． ３

备用 。

（ ３ ）ＬＢ培养基 ： Ｙｅａｓ ｔＥｘ ｔｒａｃ ｔ５ ． ０
ｇ ， Ｎ ａＣ ｌ １ ０ ． ０

ｇ ，Ｔｙｐｔｏｎ ｅ １ ０ ＿ ０
ｇ ， Ａｇａｒ １ ５ ． ０

ｇ

（ 固体培养基 ） ， 加入去离子水定容至 １ Ｌ ， 调 ＰＨ 至 ７ ． ０ ， 高压蒸汽灭菌

后 ４

°

Ｃ保存备用 。

１ ．５ 主要生物学软件

（ １ ） 引 物及探针设计软件 ： ＯＬ ＩＧＯ６ ． ０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３ ． ０ 。

（ ２ ） 序列分析软件 ： ＤＮＡ ｓｔａ ｒ
；ＤＮＡＭ ａｎ 。

（ ３ ） 数据统计学分析及作 图软件 ： Ｇ ｒａｐ
ｈ
ｐ
ａｄＰ ｒ ｉ ｓｍ５ ．０

；Ａｄｏ ｂｅＰｈｏ ｔｏ ｓｈｏｐ
Ｃ Ｓ４ 。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 动物组织中 的总 ＲＮＡ 提取

根据 ＲＮＡ
ｐ
ｒｅｐ

Ｐｕ ｒｅＴ ｉ ｓ ｓｕ ｅＫ ｉ ｔ 说明书提取动物组织 中 的总 ＲＮＡ 。

（ １ ） 称量 １ ０
￣

２ ０ｍ ｇ 组织样 品于 ＲＮａｓｅＦｒｅｅ 离心管 中 ， 加入 ３ ００ 叫 裂解液 ＲＬ

并充分研磨 。

（ ２ ） 向组织匀浆液 中加入 １ ０ 私 蛋 白酶 Ｋ 和 ５ ９０ＲＮ ａｓｅＦｒｅｅｄｄＨ ２
０ ， 充分

混勾后置于 ５ ６

°

Ｃ孵育 ］ ０
￣２０ ｍ ｉｎ 。

（ ３ ） １ ２０００ｒｐｍ４

°

Ｃ离心 ５ｍ ｉ ｎ ， 取上清于新 ＲＮ ａｓｅＦ ｒｅｅ 离心管 中并加入 ０ ． ５ 倍

体积无水 乙醇充分混匀 ， 转移液体混合物至吸附柱 ＣＲ３ 中 ， １ ２０００ｒｐｍ４

°

Ｃ

离心 ｌ ｍ ｉ ｎ ， 弃废液 。

（ ４ ） 向 ＣＲ３ 中加入 ３ ５ ０ 叫 去蛋 白液 ＲＷ ｌ ， １ ２０００ ｒｐｍ ４

°

Ｃ 离心 １ｍ ｉ ｎ ， 弃废液 。

（ ５ ） 向 ＣＲ３ 中央加入 ８ ０ 吣 ＤＮ ａ ｓｅＩ 工作液 ， 室温放置 １ ５ｍ ｉｎ 。

（ ６ ） 重复步骤 （ ４ ） 。

（ ７ ） 用 ５ ００ 叫 漂洗液 ＲＷ 将 ＣＲ３ 重复漂洗两次 ， １ ２ ００ ０ｒｐｍ４

°

Ｃ离心 １ｍ ｉ ｎ ，

弃废液 。

（ ８ ） １ ２０００ 印 １１１ ４

°

（：离心 ２ １＾ １１ ， 弃废液 ， 静置数分钟彻底晾干 ０１３ 中残留 的漂

洗液 。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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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将 ＣＲ３ 转移至新 ＲＮ ａｓｅＦ ｒｅｅ 离心管 中 ， 向 吸附膜 中 央滴加 ３ ０
？

５ ０ 吣 ＲＮ ａ ｓｅ

Ｆ ｒｅｅｄ ｄＨ ２
〇 ， 室温静置２ｍ ｉ ｎ ， １ ２０００ｒ

ｐ
ｍ４

°

Ｃ离心２ｍ ｉ ｎ ， 将ＲＮＡ溶液分

装后置于 －

８０

°

Ｃ 保存备用 。

２ ．２ 基因标准品 的构建

２ ．２ ． １ＲＴ－ＰＣＲ 扩增

以动物组织总 ＲＮＡ 为模板 ， 用
一

步法 ＲＴ－ＰＣＲ 试剂盒进行基因 目 的片段扩

增 ， 扩增程序如下 ：

５ ０

°

Ｃ ，３ ０ｍ ｉ ｎ

９４

°

Ｃ ，５ｍ ｉ ｎ

９４ 

°

Ｃ ，４ ５ｓ

 ^

５ ５
￣

５ ７

〇

Ｃ ，４ ５ｓｌ３ ５ｃｙｃ
ｌ ｅ ｓ

７２

°

Ｃ ，９０ ｓ－

７２

°

Ｃ ， １ ５ｍ ｉｎ

扩增 引 物序列见表 Ｌ Ｉ ， 扩增体系如下 ：

试剂 用量

ｌ 〇 ｘ〇ｎｅＳ ｔｅｐ
ＲＮＡ ＰＣＲ Ｂ ｕ ｆｆｅ ｒ ５ ． ０

 （

Ｊ ．
Ｌ

Ｍ
ｇ
Ｃ ｌ

２（ ２ ５ｍＭ ） １ ０ ． ０
＾

ｉＬ

ｄＮＴＰＭ ｉｘｔｕ ｒｅ（各１ ０ｍＭ ） ５ ． ０
ｐ

．Ｌ

ＲＮａ ｓｅ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ｏ ｒ（ ４０ Ｕ ／
｜

ｘＬ ） １ ． ０
 ｜

ｉＬ

ＡＭＶ ＲＴａｓｅ ＸＬ（ ５ Ｕ ／＾Ｌ ） １ ． ０

上游 引 物 （ １ ０
ｐＭ ） ２ ． ０

下游 引 物 （ １ ０
ｐＭ ） ２ ． ０

ＲＮＡ模板 ５ ． ０
ｇＬ

ＲＮ ａ ｓｅＦ ｒｅｅｄｄＨ
２
〇 １ ８ ．０

 （

〇Ｌ

表 １ ． １ＲＴ－ＰＣＲ 引 物序列及参考基因

Ｔａｂ ｌ ｅ １ ． １Ｔｈｅ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ｓｅ
ｑ
ｕｅ ｎ ｃｅ ｓａ ｎｄｒｅ ｆｅ ｒｅｎ ｃｅ

ｇｅｎ ｅ ｓｆｏ ｒＲＴ－ ＰＣＲ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ｎ ａｍ ｅ Ｓ ｅ
ｑ
ｕ ｅ ｎ ｃ ｅ５

’

－

３

’

 Ｒ ｅ ｆｅ ｒｅｎ ｃ ｅ
ｇｅｎ ｅ ｓ

ＣＬＤＮ２
ｐ

ｒ ｉｍ ｅ ｒ ＦＧＡＧＣＡＧＴＣＣＣＴＧＡＡＧＡＣＧＣＴＴＣＴＮＭ０２ ０ ３ ８４ ． ３
；ＸＭ０ １ ５ １ ２ ７９ ６０ ． １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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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ＤＮ２
ｐｒ

ｉｍ ｅ ｒＲＧＧＴ ＴＧＧＧＣＴ ＴＧＧＴＡＧＧＣＡ Ｔ

ＣＬＤＮ４
ｐｒ ｉｍ ｅ ｒＦＡＧＧＣＣＡ ＡＧＡ ＣＣＡＴＧＡ ＴＣＧＴＧＮＭ００ Ｉ ３ ０５ ．４

；ＮＭＯＯ ｌ  １ ９４ ５ ６４ ．２

ＣＬＤＮ４
ｐｒ ｉｍ ｅ ｒＲＡＣＣＡＣＡＣＣＣＴＧＴ ＣＡＣＴＴＣＣＧＴ

ＣＬＤＮ５
ｐｒ ｉｍ ｅ ｒＦＣＡＧＴＧＣ ＡＣＣＡＣＣＴＧＣＧＴＧＧＣＮＭＯＯ ｌ  １ ３ ０ ８ ６ １ ． １  ；ＸＭ０ １ ５ １ ４９ ７ ０ ９ ． １

ＣＬＤＮ５
ｐｒ ｉｍ ｅ ｒＲＡＧＣＧＣＣＣＴＣ ＡＧＡＣＧＴ ＡＧＴ ＴＣＴ

ＣＬＤＮ ７
ｐｒ ｉｍ ｅｒ ＦＡＣＴＧＧＡＧＧＧＧＴＣＧＡＴ ＴＴＧＴＧＮＭ００ １ ３ ０ ７ ． ５

；ＸＭ００ １ １ ０ ７２ ６５ ． ３

ＣＬＤＮ７
ｐｒ ｉｍ ｅｒ ＲＧＣＣＡＴＡＣＣＡＧＧＡＧＣＡＡＧＣＴＡ

ＣＬＤＮ８
ｐｒ ｉｍ ｅｒＦＣＴＡＴＣＴＧＧＣＣＡＧＡＡＧＴＡＧＣＡＡＮＭＪ ９９ ３ ２ ８ ． ２

；ＮＭＯＯ ｌ  １ ９４ １ ５ ２ ． １

ＣＬＤＮ８
ｐｒ ｉｍ ｅ ｒＲＧＴＣＡＧＣＡＧＡＡＴＧＴＧＡＧＣＣＴ

ＣＬＤＮＵ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ＡＴＣＣＴＣＴＧＣＴＧＣＧＣＴ ＧＧＡＧＡＴＮＭ ００ ５ ６０２ ． ５
；ＮＭ

—

０ ０ １ ２ ６ ０ ５ ５ ３ ． ２

ＣＬＤＮ １ １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ＴＧＧＧＣＡＴＴＡ ＴＣＴＧＡＧＣＴＡＧＡＧ

ＣＬＤＮ １ ２
ｐｒ ｉｍ ｅｒ ＦＣＡＣＡＡＧＣＴＴＧＣＣＴＧＣＣＡＴＮＭＯＯ ｌ  １ ８ ５ ０７２ ． ２

；ＮＭＯ Ｏ １ １ ９４ ８６０ ． １

ＣＬＤＮ１２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ＲＴＴＧＡＴＧＴＴＧＧＧＣ ＡＣＣＧＡＧ

ＣＬＤＮ １ ４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ＴＣＡＴＣＧＧＧＡＴＧＡ ＡＧＴ ＧＣＡ ＣＧＮＭ １ ４４４９２ ． ２
；ＸＭ ０ １ ５ １ ３ ２ ８ ８４ ． １

ＣＬＤＮ １４
ｐｒ ｉｍ ｅｒ ＲＣＣＡ ＣＴＧＡＣＣ ＡＡＡ ＣＴＣＣＣＡ

ＣＬＤＮ １ ５
ｐｒ ｉｍ ｅｒ ＦＧＣＡＣＴＣ ＡＴＧＡＴＣ ＡＣＣＧＣＣ ＡＴＣＮＭＯＯ ｌ  １ ８ ５ ０ ８ ０ ． １

 ；ＸＭ０ １ ５ １ ３４ ５ ３ １ ． １

ＣＬＤＮ １ ５
ｐｒ ｉｍ ｅｒＲＴＧＣＧＡＣＴＴＣＣＣＡ ＡＧＡ ＧＣＡ ＧＴ

７１ －

７ ７＾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ＦＡＡＧＧＣＡＧＧＡ ＡＴＡ ＧＣＡ ＡＴＣＵ ３ ２ ６ ５ ９ ． １

；ＸＭＯＯ ｌ  １ ０６ ３ ９ １ ． ３

ＩＬ －

１ ７Ａ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ＲＣＡＣＧＧＡ ＣＡＣＣＡＧＴＡＴＣＴＴ

／Ｌ－

７ ７Ｆ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ＣＡＡ ＣＡＴ ＧＡＣＡＧＴＧＡＡＧＡＣＣＣＴＮＭ

—

０ ５ ２ ８ ７２ ． ３
；ＮＭＯＯ  １ ２６ １ ２ ８ ７ ． １

７１－

７ ７Ｆ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ＡＡＣ ＡＧＡＧＣＡＧＣＣＴＴＧＧＴＧＣＴＴ

ＩＬ －

１ ７ＲＡ
ｐｒ ｉｍ ｅ ｒＦＣＴＣＣＣＡＧＣＣＧＧＧＧＣＴ ＡＡＡＣＴＧＮＭ０ １ ４ ３ ３ ９ ． ６

；ＸＭＯＯ ｌ  １ ０２４ ８３ ． ３

ＩＬ －

１ ７ＲＡ
ｐ
ｒｉｍ ｅ ｒＲＡＧＧＡＡＡＴＴＣＴＴＧＧＡＣＴＧＧＴＧＧ

ＩＬ －

１ ７ＲＣ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ＴＡＧＡＡＧＡＴＧＣＣＴＧＴＧＣＣＣＴＧＧＴＴＮＭ １ ５ ３４ ６ ０ ． ３

；ＸＭ ０ １ ５ １ ３ ０２ ７ ８ ． １

／Ｌ －

／ ７ ／？Ｃ
ｐ

ｒ ｉｍ ｅｒＲＡＧＧＣＡＧＣＴＧＣＴＧＴＧＴＧＡＧＧＴＴＧＡ

ＧＡＰＤＨ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ＣＣＡＣＣＣ ＡＴＧＧＣＡ ＡＡＴ ＴＣＣＡＴＧＧＣＡＤＱ ８ ９４ ７４４ ． １
；ＮＭＯＯ ｌ  １ ９ ５ ４２ ６ ． １

ＧＡＰＤＨ
ｐｎｍ Ｑ ｒ ＲＴＣＴ ＡＧＡＣＧＧＣＡＧＧＴＣ ＡＧＧＴＣＣＡＣＣ

２ ．２ ．２ＲＴ－ＰＣＲ 产物回收及克隆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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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对 ＰＣＲ 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 电泳 ， 收集 目 的位置的凝胶 ， 称重后置于 １ ． ５

ｍＬＥＰ 管 中 ， 加入适量溶胶液 ＱＧ 并置于 ５ ０

°

Ｃ 水浴 中充分溶解凝胶 。

（ ２ ） 将溶解好的凝胶转移至 Ｑ ＩＡ
ｑ
ｕ ｉ ｃｋ 回收柱 中 ， ８０００ｒｐ

ｍ 离心 ｌ ｍ ｉ ｎ 并弃废

液 。

（ ３ ） 向 回收柱 中加入 ５ ００
ｐ
Ｌ 溶胶液 ， ８ 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ｍ ｉ ｎ 并弃废液 。

（ ４ ） 向 回收柱 中加入 ７ ５ ０ 叫 Ｂ ｕｆｆｅ ｒＰＥ ， 室温静置 ５ｍ ｉ ｎ ，８ 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１ｍ ｉｎ

并弃废液 。

（ ５ ） １ ２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２ｍ ｉ ｎ 去除吸附柱中 的残存液体 ， 将吸附柱置于新 的离心

管中 ， 加入 ５ ０
？

８０
ｐＬ 预热的蒸谐水 ， 室温静止 ２ｍ ｉ ｎ ， ８０００ｒ

ｐ
ｍ 离心 １ｍ ｉｎ

收集 回收产物 。

（ ６ ） 对 回收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 电泳 ， 鉴定浓度及纯度 。

（ ７ ） 回收产物与 ｐＧＥＭ
？

－Ｔ 载体连接 ， 连接体系如下 ： ＤＮＡ 模板 ３ ． ５ 从Ｌ ，

ｐ
ＧＥＭ

？
－Ｔ Ｅａｓｙ

Ｖｅｃｔｏｒ０ ． ５
 ［

Ｊ ．Ｌ ， ２ ｘＲａｐ
ｉ ｄＬ ｉ

ｇａｔ ｉ ｏｎＢ ｕ ｆｆｅ ｒ５
 （

ｉＬ ， Ｔ４ＤＮＡ Ｌ ｉｇａｓｅ

ｌ
（

〇Ｌ ， 混匀后置于 ４

°

Ｃ 孵育过夜 。

２ ．２ ．３ 质粒重组及转化

（ １ ） 从－７０

°

Ｃ 超低温冰柜 中取 出 ＤＨ ５ ａ 感受态细胞于冰上融化 ， 加入连接产物

轻柔混匀 ， 冰上孵育 ３ ０ｍ ｉｎ 。

（ ２ ） 插入 ４２

°

Ｃ水浴中热休克 ６０？９０ ｓ ， 迅速放回冰中 ， 静置 ３
？

５ｍ ｉ ｎ 。

（ ３ ） 在超净工作 台 中 向上述管 内加入 ｌ ｍＬ 不含抗菌素的 ＬＢ 液体培养基 ， 轻

轻混匀并置于 ３ ７

°

Ｃ摇床中震荡培养 １ｈ 。

（ ４ ） 取上述转化混合液 ２ ００ｐＬ 滴加到含合适抗菌素的 ＬＢ 固体培养皿 中 ， 用

无菌玻璃棒涂布均匀 ， ３ ７

°

Ｃ过夜培养 。

２ ．２ ．４ 提取质粒

（ １ ） 挑取单
一

菌落于 ＬＢ 液体培养基中 ， ３ ７

°

Ｃ震荡培养 １ ２ｈ 。

（ ２ ） 取 １ ． ５
￣

５ｍ ｌ 菌液于离心管 中 ， 丨 ００００ｒｅ ｆ 室温离心 ｌ ｍ ｉ ｎ ， 弃上清液 。

（ ３ ） 向细菌 中加入 ２ ５ ０
ｐＬＳｏ ｌ ｕ ｔ ｉｏ ｎＩ ， 漩涡震荡使细菌重悬 。

（ ４ ） 加入 ２ ５ ０
ｐ
ＬＳｏ ｌ ｕ ｔ ｉｏ ｎＩ Ｉ ， 轻柔混匀数次 ， 室温静置 ２ｍ ｉ ｎ 。

（ ５ ） 加入 ３ ５ ０
ｐＬＳｏ ｌ ｕ ｔ ｉ ｏ ｎ＾ ， 颠倒离心管数次直至产生 白色絮状沉淀 ， 丨 ００００ｒｅ ｆ

室温 离 心 、

丨 ０ｍ ｉ ｎ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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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吸取上清至回收柱 中 ， １ ０００ ０ｒｅ ｆ室温离心 １ｍ ｉｎ ， 弃废液 。

（ ７ ） 加 ５ ００
｜

ｕＬ Ｂ ｕｆｆｅ ｒ ＨＢ 于 回收柱 中 ， ｌ ＯＯＯＯ ｒｃ ｆ室温离心 ｌ ｍ ｉ ｎ ， 弃废液 。

（ ８ ） 力卩 ７００ 叫 Ｗａ ｓｈＢ ｕ ｆｆｅ ｒ 于 回收柱 中重复清洗两次 ， １ ００００ｒｅ ｆ室温离心 １ｍ ｉｎ ，

弃废液 。

（ ９ ） １ ３ ０００ｒｅｆ室温离心 ２ｍ ｉ ｎ 甩干 回收柱 中 的液体 。

（ １ ０ ） 向 回收柱 中央加入 ３ ０
￣

５０ ｐＬ Ｅ ｌｕｔ ｉｏｎ Ｂ ｕｆｆｅ ｒ ， 室温静置 １
？２ ｍ ｉ ｎ ， １ ３ ０００ ｒｃ ｆ

离心 ２ｍ ｉ ｎ 收集 ＤＮＡ 产物 。

２ ．２ ．５ 质粒测序

对测序质粒进行序列分析 ， 保存测序正确 的质粒 。

２ ．２ ．６ 质粒的线性化

用 Ｎ ｃｏ ｌ 限制性 内 切酶对质粒进行酶切 ， 酶切体系如下 ： 质粒 ＤＮＡ３ ０＾Ｌ ，

Ｎ ｃｏ ｌ ｌ
）

ｉＬ ，ｌ Ｏ ｘＢ ｕｆｆｅｒｌｌ ｌ５
｜

ｉＬ ， ｌ 〇 ｘＢ ＳＡ ０ ． ５
卩Ｌ ，ＲＮａ ｓ ｅ Ｆ ｒｅｅ ｄｄＨ２０ １ ３ ． ５ ｐＬ 。 取５

ｐＬ 酶切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 电泳 ， 鉴定质粒的线性化是否成功 ， 未酶切 的样品

作为阴性对照 。 按 ２ ． ２ ． ２ 步骤对线性化质粒进行回收 。

２ ．２ ．７ 体外转录

按照Ｒ ｉｂｏＭＡＸＴＭＬａ ｒｇｅＳ ｃａ ｌｅＲＮ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 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Ｐ６试剂盒说明书对

线 性化 质 粒进行体 外转录 ， 反应体系 如 下 ： 线性 ＤＮＡ 模板 ５ ０ ｜

ｉＬ ，ＳＰ６

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

ｐ
ｔ ｉｏｎ５ ＞＜Ｂｕｆｆｅｒ ２０

 ｆ

ｉＬ ， Ｅｎｚｙｍ ｅＭ ｉｘ１ ０
 ｆ

ｉＬ ， ｒＮＴＰ ｓ２０
 ／

ｉＬ 。 ３ ７

°

Ｃ赌育２
￣４ｈ ，

向转录产物 中加入 ２
ｐＬＲＱ １ＲＮａ ｓｅ

－Ｆ ｒｅ ｅＤＮＡ 酶消化残存的 ＤＮＡ 〇

２ ．２ ． ８ＲＮＡ 样品 的纯化

按照 ＲＮ ｅａ ｓｙ
Ｍ ｉｎ ｉＫ ｉ ｔ 试剂盒说明书对 ＲＮＡ 样品进行纯化 。

（ １ ） 向体外转录产物 中加入 ３ ５ ０
ｐＬＢ ｕｆｆｅ ｒＲＬＴ ， 轻柔混匀后加入 ２ ５ ０

ｎＬ 无水

乙醇 。

（ ２ ） 将液体缓慢加入 ＲＮ ｅａ ｓｙ 柱 中 ， １ ２０００ｒ
ｐ
ｍ ４

°

Ｃ离心 １ｍ ｉｎ ， 弃废液 。

（ ３ ）向 ＲＮ ｅａ ｓｙ 柱 中加入 ３ ５ ０
ｐＬ 去蛋 白液 ＲＷ １ ， １ ２０００ ｒｐｍ ４

°

Ｃ 离心 １ｍ ｉ ｎ ， 弃

废液 。

（ ４ ） 向 ＲＮ ｅａ ｓｙ 柱 中央加入 ８０
ｐＬＤＮ ａ ｓｅＩ 工作液 ， 室温放置 １ ５ｍ ｉｎ 。

（ ５ ） 重复操作步骤 （ ３ ） 。

（ ６ ） 用 ５ ００ 此 Ｂ ｕ ｆｆｅ ｒＲＰＥ 将 ＲＮ ｅａ ｓｙ 柱重复漂洗两次 ， １ ２０００ 卬ｍ４

°

Ｃ 离心 １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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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ｉ ｎ ， 弃废液 。

（ ７ ） １ ２０００ｒ
ｐ
ｍ ４

°

Ｃ离心 ２ ｍ ｉ ｎ ， 弃废液 ， 静置数分钟使 ＲＮ ｅ ａ ｓｙ 柱彻底晾干 。

（ ８ ） 将 ＲＮｅａｓｙ 柱转移至新 ＲＮ ａ ｓｅＦｒｅｅ 离心管中 ， 向吸附膜 中央滴加 ３ ０
？

５ ０ 叫

ＲＮ ａ ｓｅＦ ｒｅｅｄｄＨ ２０ ， 室温静置２ｍ ｉ ｎ ， １ ２ ０００ｒ
ｐ
ｍ４

°

Ｃ离心２ｍ ｉｎ ， 得到ＲＮＡ

样 品 。

２ ．２ ．９ 标准品的稀释

用 Ｎａｎｏｄ ｒｏｐ
２ ０００ 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ＲＮＡ 样品浓度 ， 根据公式

ＲＮＡ样 品拷 贝数 （ ｃｏｐ
ｉ ｅ ｓ／ｍＬ ）＝ＲＮＡ样 品浓度 （昭 ／ｍＬ ）ｘ

ｉ 〇

－ ６
ｘ ６ ． 〇２ ｘ ｌ 〇

２ ３

片段长度 （ ｂｐ ） ＞＜ ３４０ ． ９ ５ （ ｇ
／ｍＬ ）

换算为拷贝数 ， 用含 ｔＲＮＡ 的 ＲＮａ ｓｅＦ ｒｅｅＨ ２
０ 对样 品进行 １ ０ 倍连续稀释 ， 分装

后置于 －

８０Ｃ储存备用 。

２ ．３ 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以动物组织总 ＲＮＡ 为模板 ， 用 ＯｎｅＳ ｔｅ
ｐ
Ｐｒ ｉｍ ｅ Ｓ ｃ ｒ ｉ

ｐ
ｔＲＴ－

ＰＣＲＫ ｉ ｔ 进行 目 的基

因 的定量检测 ， 扩增程序如下 ：

４２ 

°

Ｃ ，１ ０ｍ ｉｎ

９ ５

°

Ｃ ，１ ０ｓ

９ ５

。

。 ， ５ ｓ

Ｐ
４ ５ｃｙｃ ｌ ｅ ｓ

６０

°

Ｃ ，３ ４ｓ
」

扩增 引 物及探针序列见表 １ ．２
， 扩增体系如下 ：

试剂 用量

２ ｘ〇ｎ ｅＳ ｔｅ ｐ
ＲＴ ＰＣＲ Ｂ ｕｆｆｅｒｌ ｌ ｌ １ ０ ． ０

＾
ｉＬ

Ｅｘ Ｔａ
ｑ
Ｈ Ｓ （ ５ Ｕ牡 ） ０ ．４

＾
ｉＬ

Ｐ ｒ ｉｍ ｅ Ｓ ｃ ｒ ｉ

ｐ
ｔＲＴ Ｅｎｚｙｍ ｅＭ ｉｘ Ｉ Ｉ （ 各 １ ０ｍＭ ）０ ．４

 （

ｉＬ

上游 引 物 （ １ ０
ｐＭ ） ０ ．４

 ｉ
ｉＬ

下游 引 物 （ １ ０
ｐＭ ） ０ ．４

ｎＬ

探针 （ １ ２ ． ５ ｐＭ ） ０ ．４
 ＼

ｉＬ

ＲＯＸＲｅ ｆｅ ｒｅｎ ｃｅＤｙ ｅＩ Ｉ（ ５ 〇 ｘ ） ０ ．４
 （

Ｊ ．Ｌ

ＲＮＡ模板 ５ ． ０
ｎＬ

ＲＮ ａ ｓｅＦ ｒｅｅｄ ｄＨ
２
〇 ２ ． ６

 （

ｉＬ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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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２ 实时焚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引 物探针序列及参考基 因

Ｔａｂ ｌｅ １ ． ２Ｐｒ ｉｍ ｅ ｒｓａｎｄ
ｐ ｒｏｂ ｅｓｅ

ｑ
ｕ ｅｎｃ ｅ ｓａｎ ｄｒｅｆｅｒｅｎ ｃｅ

ｇｅｎ ｅ ｓｆｏｒＲｅ ａ ｌ

－

ｔ ｉｍ ｅＲＴ－ＰＣＲ

Ｐｒ ｉｍ ｅ ｒｎ ａｍ ｅ Ｓ ｅ
ｑ
ｕ ｅｎ ｃ ｅ５

’

－

３

’

 Ｒｅｆｅ ｒｅｎ ｃｅｓ ｅ
ｑ
ｕ ｅｎ ｃ ｅ

ｑ
ＣＬＤＮ２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ＧＡＧＣＡＧＴＣＣＣＴＧＡＡＧＡＣＧＣＴＴ ＣＴＮＭ０２ ０３ ８４ ． ３ ；ＸＭ０ １ ５ １ ２ ７９ ６ ０ ． １

ｑＣＬＤＮ２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ＡＧＣＣＡＡＣＴＧＣＴＧＴＣＡＣＡＡＴＧＣＴ

ｑ
ＣＬＤＮ２

ｐ
ｒｏｂ ｅＣＡＴＧＧＣＣＴＣＴＣＴ ＴＧＧＣＣＴＣＣＡ ＡＣＴ ＴＧＴ Ｇ

ｑ
ＣＬＤＮ４

ｐｒ ｉｍ ｅ ｒＦＣＡＧＣＡＡＣＴＡＣＧＴ ＧＴＡ ＡＧＧＴＧＣＣＡＮＭＯＯ  １ ３ ０ ５ ． ４
；ＮＭ００ １ １ ９４ ５ ６４ ． ２

ｑ
ＣＬＤＮ４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ＣＣＡＣＡＣＣＣＴＧＴＣ ＡＣＴ ＴＣＣＧＴ

ｑ
ＣＬＤＮ４

ｐ
ｒｏｂｅＧＣＡＧＣＡＧＣＣＴＴＣＡＧＣＣＴＣＴＣＴＧＧＣＣＣＡ

ｑ
ＣＬＤＮ５

ｐ
ｒ ｉｍ ｅ ｒ ＦＴＣＴＧＴＧＣＣＣＧＴＧＴＣＧＣＡＧＡＡ ＮＭ ０ ０ １ １ ３ ０ ８６ １ ． １  ；ＸＭ０ １ ５ １ ４９７０ ９ ． １

ｑ
ＣＬＤＮ５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ＲＡＧＣＧＣＣＣＴＣ ＡＧＡ ＣＧＴ ＡＧＴ ＴＣＴ

ｑ
ＣＬＤＮ５

ｐ
ｒｏｂ ｅＴＣＣＣＧＡＣＣＴＣＡＧＣＴＴＣＣＣＣＧＴＧＡＡ ＧＴＡ

ｑ
ＣＬＤＮ７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ＣＴＧＡＧＧＧＣＧＧＡＡ ＡＴＧＧＣＣＡＡＴＮＭ ００ １ ３ ０ ７ ． ５
；ＸＭ ０ ０ １ １ ０ ７２ ６ ５ ． ３

ｑ
ＣＬＤＮ７

ｐｒ ｉｍ ｅ ｒＫＣＴＧＧＧＣＣＧＴ ＧＡＴ ＧＡＴＧＴＴ ＧＴＣ

ｑ
ＣＬＤＮ ７

ｐｒｏｂｅＡＴＣＣＣＧＣＡＧＴＧＧＣＡＧＡＴＧＡＧＣＴＣＣＴＡＴＧＣ

ｑ
ＣＬＤＮ８

ｐ
ｒ ｉｍｅｒ ＦＣＴＡ ＴＣＴＧＧＣＣＡＧＡＡＧＴＡＧＣＡＡ ＮＭ １ ９ ９３ ２ ８ ．

２
；ＮＭ０ ０ １ １ ９４ １ ５ ２ ． １

ｑ
ＣＬＤＮ８

ｐｒ ｉｍ ｅｒ ＲＣＡＣＣＡＣＣＡＡ ＧＡＡ ＡＣＡＧＣＣＣＡＧ

ｑ
ＣＬＤＮ８

ｐｒｏｂｅＧＧＡＴＡＡ ＴＧＧＣＡＡ ＣＣＣ ＡＴＧＣＣＴＴＡＧＡＡ

ｑ
ＣＬＤＮ ｌ ｌ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ＴＡＴ ＡＡＧＡＧＧＧＣＴ ＧＣＣＣＧＧＣＴＧ ＮＭ ０ ０ ５ ６ ０２ ． ５ ；ＮＭ ０ ０ １ ２ ６ ０ ５ ５ ３ ． ２

ｑＣＬＤＮｌ ｌ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ＴＧＧＧＣＡ ＴＴＡ ＴＣＴＧＡＧＣＴＡ ＧＡＧ

ｑ
ＣＬＤＮ ｌ ｌ

ｐ ｒｏ ｂｅＡＧＣＡＴＣＣＴＧＴＣＴＧＧＣＡＴＴＴＴＧＴＡＧＴＣＴ ＴＡ

ｑＣＬＤＮ １２
ｐ ｒ ｉｍ ｅ ｒ ＦＴＧＣＣＡＴＧＧＧＣＴＧＴＣＧＧＧＡＴＧＴ ＮＭ０ ０ １ １ ８ ５ ０７２ ． ２

；ＮＭ００ １ １ ９４ ８ ６０ ． １

ｑ
ＣＬＤＮ １ ２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ＴＣＡＣＴＧＣＴＣＣＣＧＴＣＡ ＴＡＣ

ｑ
ＣＬＤＮ Ｉ ２

ｐｒｏｂ ｅＴＣＴ ＧＣＴ ＴＣＣＣＡＡ ＣＴＧＧＡＧＡＡＡ ＡＴＴ Ａ

ｑ
ＣＬＤＮＮ

ｐ ｒ ｉｍ ｅ ｒ ＦＴＴＴ ＧＣＣＴＧＴ ＣＣＴ ＧＣＣ ＡＧＧＡＣＧＡ ＮＭ １ ４４４ ９２ ． ２
；ＸＭ ０ １ ５ １ ３ ２ ８ ８４ ． １

ｑ
ＣＬＤＮＮ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ＧＧＡＣＴＣＡＣＡＣＧＴ ＡＧＴＣＧＴＴＣＡＧ

ｑ
ＣＬＤＮ １４

ｐ ｒｏｂ ｅＴＧＣＣＴＡ ＣＣＡ ＧＣＣＡＣＣＡＧＣＴＧＣＣＴＡＣＡ

ｑ
ＣＬＤＮ Ｉ Ｓ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ＦＣＡＴ ＴＣＴＧＧＣＣＧＧＴＡＴＣＴＧＣ ＮＭ ０ ０ １ １ ８ ５ ０ ８ ０ ． １
；ＸＭ ０ １ ５ １ ３ ４ ５ ３ １ ． １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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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ＣＬＤＮ １ ５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ＧＧＣＣＡＧＡＧＣＴＧＣＴＡＣＡＣＧＴＡ

ｑ
ＣＬＤＮ １ ５

ｐ
ｒｏｂｅＣＡＴ ＣＴＣＣＴＧＧＴＡＣＧＣＣＴＴ ＣＡＡＣＡＴＣＡ

ｑＪＬＡ ＩＡ
ｐ ｒ ｉ ｍ ｅ ｒＦＣＡＴＣＣＡＴＡＡＣＣＧＧＡＡ ＴＡＣＣＡＡＴＡＣＣＮＭ ００ ３ ２ ５ ７ ． ４

；ＸＭ ０ ０２ ８ ０４６ ９２ ． １

ｑ
ＩＬ －

１ ７Ａ
ｐ

ｒ ｉｍ ｅｒＲＴＣＣＴＣＡＴＴＧＣＧＧＴＧＧ ＡＧＡＴＴＣ

ｑ
ＩＬ －

Ｊ ７Ａ
ｐ ｒｏ ｂｅＴＣＡＧＡＴ ＴＡＣＴＡＣＡＡＣＣＧＡ ＴＣＣ ＡＣＣＴＣＡＣＣＴ

ｑ
／Ｚ －

７ ７Ｆ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ＦＣＣＴ ＧＧＡ ＡＴＴ ＡＣＡＣＴＧＴＣＡＣＴＴ Ｕ３２６５ ９ ． １
；ＸＭ００ １ １ ０ ６ ３ ９ １ ． ３

ｑ
／Ｚ －

； ７Ｆ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ＣＴＴ ＧＡＧＣＡＴ ＴＧＡ ＴＧＣＡＧＣ

ｑ
／Ｚ －

７ ７Ｆ
ｐ

ｒｏｂｅＣＣＴ ＣＧＧＡＡＧＴＴＧＴＡＣＡＧＧＣＣＣＡＧＴＧＴＡ

ｑ
ＩＬ －

１ ７ＲＡ
ｐ

ｒ ｉｍ ｅｒＦＴＧＧ ＡＴＴＣＡＣＣＣＴＣＧＡ ＡＡＣＣＴ ＮＭ
＿

０ １ ４ ３ ３ ９ ． ６
；ＸＭ００ １ １ ０２４ ８ ３ ． ３

（
＼
ＩＬ －

１ ７ＲＡ
ｐ
ｒｉｍ ｅ ｒＲＡＧＡ ＴＡＡＣＴＣＴＧＣＡＣＣＣＴＣＧＡＧＧＴＡ

ｑ
ＩＬ －

１ ７ＲＡ
ｐ

ｒｏｂｅＣＡＣＴＧＣＡＧＡ ＣＡＧ ＡＣＧＣＣＡ ＧＣＡ ＴＣＣ

ｑ
ＩＬ －

Ｊ ７ＲＣ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ＦＴＡＧ ＡＡＧ ＡＴＧ ＣＣＴＧＴＧＣＣＣＴＧＧＴＴＮＭ １ ５ ３４ ６０ ． ３
；ＸＭ

＿

０ １ ５ １ ３ ０２ ７ ８ ． １

ｑ
ＩＬ －

１ ７ＲＣ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ＴＣＡＴＣＴ ＴＣＡ ＧＧＴＴＣＴＴＣＣＣＡＧ ＴＧ

ｑ
ＩＬ －

１ ７ＲＣ
ｐ ｒｏｂｅＣＴＧＧＴＧＣＴＧ ＡＧＧＴＧＣＣＧＣＡＡＧＧＡＧＡ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ＦＧＡＣＣＡＣＡＧＴ ＣＣＡ ＴＧＣＣＡＴ ＣＡ ＤＱ ８ ９４７４４ ． １

；ＮＭ００ １ １ ９ ５４２６ ． １

尸Ｄ＂
ｐ

ｒ ｉｍ ｅ ｒ ＲＣＡＴＣＡＣＧＣＣ ＡＣＡ ＧＴＴ ＴＣＣＣ

ｑ
ＧＡＰＤＨ

ｐｒｏｂ ｅＡＣＣＣＡＧＡＡＧ ＡＣＴＧＴＧＧＡＴＧＧＣＣＣＣ

用 ７ ５ ００Ｓｙ ｓｔｅ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对焚光定量 ＰＣＲ 数据进行处理 ， 建立检测基因 的标

准 曲线并对模板 中所检测 的基因进行绝对定量 ， 最后与管家基因 的拷 贝

数进行校准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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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验结果

１ＳＨＩＶ／Ｓ ＩＶ 感染影响恒河猴肠道中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

１ ． １ 正常与 ＳＨ ＩＶ／ＳＩＶ 感染恒河猴肠道中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ｍＲＮＡ 水平的差异

为 了解紧密连接相关基因在正常恒河猴肠道各段的分布情况 ， 本研究建立实

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的方法检测 了５ 只 正常恒河猴十二指肠近端 、 空肠近端 、 回

肠末端 、 盲肠 、 结肠近端和直肠 中 ＣＸＤＡ／２
， 么 ５ ，７ ，５ ， ７２ ， 丨 ５ 的转

录水平 。 如 图 １ ． １ 所示 ， 所检测 的基因在肠道各段均有表达 ， ＣＺＺＷ２ ，Ａ５ ，７ ２

ｍＲＮＡ 在肠道各段的表达水平在 ３ ｘ
｜ 〇

５
￣

９ ｘ
ｌ 〇

５

ＣＯｐ
ｉ ｅ ｓ ／ ｌ 〇

６

似 尸Ｄ／７ 之间 ， ＣＴＺＷ２

ｍＲＮＡ 在空肠近端和直肠中 的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 Ｐ＝０ ． ０ １ ５ ９ ）
；ａＸ ？Ｗ ７

， ＆／八

＂ ｍＲＮＡ 在肠道各段表达水平均相对较高 ， 其 中 ， ＣＺＸＷＳ 和 谓＂ ｍ ＲＮＡ 在

回肠末端中表达水平最高 ， 均达到 了４
ｘ

ｌ 〇
６

ｃｏｐ
ｉｅ ｓ／ １ ０

６

Ｇ乂ＰＤ／／ ， ａＸＷ７ 和 ＣｉＸＷＳ

ｍＲＮＡ 在空肠近端和直肠的表达中均存在显著差异 （ 尸＝０ ． ０ １ ５ ９
；Ｐ＝０ ． ０３ １ ７ ）

；

ａ＾Ａ７５ ｍＲＮＡ 在肠道各段的表达水平相对较低 ， 盲肠 、 结肠近端和直肠 中 的表

达水平均低于 ］ ０
４

ｃｏｐ
ｉ ｅｓ／ １ ０

６

ＧＡＰ￡ ？／／ ， 其中结肠近端表达量最低 ， 仅为 ７０２ ８

ｃｏｐ
ｉ ｅ ｓ ／ １ ０

６

ｄＰＺ）／／ ， ＣＺ￡Ｗ／ ５ ｍＲＮＡ 在 回肠末端 中 的表达分别与盲肠 、 结肠近端

和直肠中存在显著差异 （ 尸二０ ． ０ １ ５ ９
；Ｐ

＝
０ ． ０ １ ５２

；
户＝０ ． ０ １ ３ ５ ） 。 另外 ， ＣＬＤＡ＾ ， ５ ，

７ ， Ｓ ， ７７ ，７２ ， Ｍ ｍＲＮＡ 在直肠 中表达水平均低于其它肠道组织 。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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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知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可导致恒河猴肠道中 ＣＺＺＷ八 ＺＯ ／ 、 ＯＣＩ７Ｖ

等紧密连接蛋 白 的表达和分布异常 。 为 了探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对其它在粘膜屏障

功能维持中发挥重要作用 的紧密连接相关基因的影响 ， 本研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的方法对正常和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肠道组织中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转

录水平进行 了 比较 ， 如 图 １ ．２ 所示 ， ＳＨ １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紧密连接相

关基因 ＣＺＤｉＶ５ ， ＜？ ， 厂 ， ７ ２ ，Ｗ ｍＲＮＡ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动物 ， 感染动物肠道

中 ＧＬＣＷ５ 和 ＣＺＸＷＳ ｍＲＮＡ 水平是正常动物 中 的 １ ／２（ 户＜０ ． ０００ １
；
户＝０ ． ００５ ５ ） ，

ＣＺＤＡ７ ／ ， ／２ ，ＷｍＲＮＡ水平是正常动物中 的２／５ （ 尸＝ ０ ． ００３ ６
；
户＝０ ．００６ ３

；
户＜０ ． ０００ １） 。

感染动物肠道 ＣＺＺＷ２ｍＲＮＡ 也低于对照组 ， 但没有统计学差异 （ Ｐ＝０ ． ０ ８ １ ５ ） 。

此外 ， 本研究发现感染组 ＣＸＤＷ ，７ ， ／ ５ 转录水平与 对照组相 比并没有 明 显 的

差异 。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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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进
一

步明确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ＧＬＤＡ／５ ，

Ｓ
， 以 ， ７２ ， 以 表达水平降低主要发生的部位 ， 我们分别对感染前后小肠 （ 十二

指肠近端 、 空肠近端 、 回肠末端 ） 和大肠 （ 盲肠 、 结肠近端 、 直肠 ） 中紧密连接

相关基因 的表达进行 了 比较 ， 发现 和 ＣＺＺＷＷｍＲＮＡ 在感染动物的小肠

（ Ｐ＝０ ． ００ １ ８
；Ｐ

＝

０ ． ００ ５ ６ ） 和大肠 （ Ｐ＝０ ． ００４
；Ｐ

＝

０ ． ００ ］ １ ） 中 的表达水平均显著低

于正常动物 ， 虽然感染动物肠道 中 ＣＺＨ７ ／ ，７ ２ｍＲＮＡ 总体水平低于正常动

物 （ 图 １ ．２ Ｂ 、 Ｃ 、 Ｄ ） ， 但该变化主要发生在大肠中 （ Ｐ＝０ ． ０ ３４ ３
；
尸＝０ ． ０ １ ５ ４

；
ＪＰ
＝

０ ． ０２７ ５ ） ，

小肠 中存在表达水平下降 的趋势 ， 但没有统计显 著性 （ 图 １ ． ３Ｂ 、 Ｃ 、 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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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３ 正常与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大肠和小肠 中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ｍ ＲＮＡ 水平的 比较

Ｆ ｉ

ｇ
１ ． ３Ｃ ｏｍ ｐａ ｒ ｉ ｓ 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ｍ 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ｏ ｆ  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ａｓｓｏ ｃ ｉ ａ ｔｅ ｄ

－

ｇｅｎ ｅｓ
ｉ ｎｔ ｈ ｅ ｌ ａ ｒｇ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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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ｄｓｍ ａ ｌ ｌ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ｅ ｂｅ ｔｗ ｅｅｎＭａｃａｃａ ｍ ｕ ｌａ ｔ ｔｏ ｗ ｉ ｔｈａｎ ｄｗ ｉ ｔｈ ｏｕ ｔ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ｉｎ ｆｅ ｃｔ ｉｏｎ

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与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粘膜中 ＣＬＤ７Ｖ５（ Ａ ） 、 ＣＸＺＷＳ（ Ｂ ） 、

ＣＬ ＺＷ／ ／（ Ｃ ） 、 ＣＬＤ７Ｖ ／ ２（ Ｄ ） 、 ＣＬＺＷＷ（ Ｅ ）ｍＲＮＡ 水平 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

土ＳＤ ， 统 汁学方法 ： Ｍ ａｎｎ
－ Ｗｈ ｉ ｔｎｅｙ ｔ ｅ ｓ ｔ（

＊
： 尸 ＜０ ． ０ ５

；尸 ＜０ ． ０ １ ）

１ ．２ 恒河猴肠道中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ｎｉ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

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 ＣＺＸＷ／ 、 ＯＣＴＷ 和 ＺＯ－

／ 表达水平降低 ，

且三者的表达两两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
７９

］
。 为 了进

一

步探讨恒河猴肠道 中 紧密连

接相关基因表达之间 的联系 ， 本研 宄分析 了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ＣＬＤＷ５ ， ／ ７ ，

７ ２ ，Ｍ ｍ ＲＮＡ 之间 的相关性 。 如 图 １ ．４ 所示 ， 正常动物中 ＣＬＩＷ５ ，７ ／ ， ／ ２ ，

以 ｍＲＮＡ 水平两两之间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性 。 同样 ， 在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

猴肠道 中 ， ＣＺＺＷ ５ 分别与 ＣＺＺＷＳ ，７ ７ ， ７ ２ ， ７ ４表达呈正相关性 （＾０ ．７ １ ８７＾＜０ ．０００ １
；

产０ ． ８０３ ０ ， 尸＜０ ． ０００ １
；ｒ

＝

０ ． ７７ ８９ ， 尸＜０ ． ０００ １
；ｒ

＝

０ ． ７ ８ ８７ ， 尸＜０ ． ０００ １ ） ，ＣＺＺＷＳ分别

与ＣＺＺＷ７ ／
，７ ２ ， 以 表达呈正相关性 （ ｒ

＝

０ ． ９ ３ ３ ５ ，Ｐ＜０ ． ０００ １
；ｒ
＝

０ ． ８ ９７６ ， 户＜０ ． ０００ １
；

ｒ
＝

０ ． ８ １ ８ ８ ，ＰＯ． ＯＯＯ ｌ ） ，ａＸＷ／ ｉ分别与ＣＺＺＷ／ ２ ，７ ４表达呈正相关性 （ ｒ
＝

０ ．９２６７ ，

户＜０ ． ０００ １ ；
ｒ
＝

０ ． ８ ３ ５２ ， ＪＰ＜０ ． ０００ １
；） ， ＣＺＸＷ７ ２与ＣＩＺＷ以 表达呈正相关性 （ ｒ

＝

０ ． ８ ０ １ ９ ，

Ｐ＜０ ．０００ １ ） （ 图 １ ． ５ ） 。 这些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相关性提示它们在肠道屏障

功能的维持 中可能发挥相似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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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影响恒河猴肠粘膜中 及其受体的表达

２ ． １ 正常与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肠粘膜中 ／Ｌ －

／ Ｚ４ｍＲＮＡ 水平的 比较

本研宄用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 Ｒ 的方法检测 了 正常恒河猴空肠近端 、 回肠末

端 、 盲肠 、 结肠近端 、 直肠和肠系膜淋巴结 中 的水平 ， 发现肠系

膜淋 巴结中 ／Ｚ －

／ ７ｄ ｍＲＮＡ 水平最高 ， 为 ２ ５２２ ｃｏｐ ｉ ｅ ｓ／ １ ０
６

ＧＪＰＤ仏 空肠近端 、 盲

肠 、 结肠近端中 ｍＲＮＡ 水平相 当 ， 约为 ６ ３ ０ｃｏ
ｐ

ｉ ｅ ｓ ／Ｈ）

６

回肠末

端和直肠 中 ／Ｚ－

ｉ ７ｖ４ ｍＲＮＡ 表达相对较低 ， 约为 ２ ８ ８ ｃｏｐ
ｉ ｅ ｓ／ １ ０

６

ＧｌＰ￡ ＞／／ ， 见图 １ ． ６

Ａ 。

对正常和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各段 ／Ｉ －

／ Ｚ４ 转录水平比较发现 ， 与预

期结果
一

致 ， 对照组恒河猴肠道 中 ７１－

７ ｍＲＮＡ 水平是 ＳＨ ＩＶ／Ｓ ＩＶ感染组的 １ ６３ ． ６

倍 （ 图 １ ． ６ Ｂ ） ， 感染组 ／Ｌ －

／ ７＾ ｍＲＮＡ 在空肠近端 、 回肠末端 、 盲肠 、 结肠近端 、

直 肠和 肠系 膜淋 巴结 中表达水平均 显著低于对 照组 （ ｉ
＾

Ｏ ． ＯＯ ｌ
；
尸＝〇 ． 〇〇 ８ １

；

Ｐ二０ ．００ ０ ８
；
尸＜０ ． ０００ １

；
尸＝０ ．００９３

；Ｐ＝０ ． ０００ ５ ） （ 图１ ． ６Ａ ） 。

Ａ Ｂ

１１－１ ７Ａ ＩＬ－

１ ７Ａ
ｒ

￣

１Ｎｏｒｍａ ｌ

Ｅ３ Ｉｎｆｅ ｃ ｔｅｄ ４
－

Ｂ］Ｔ Ｉ％ ｜

＾
１

ｌ
§ ３

－ ＸｔＴＴＭ１ １

３
＇

｜ ．

Ｓ

３

Ｔｒ
１

！ＡＴ ．５５ ：

：

：画鍵努 ：

：

：

ｇ５ ｆ
ｎ ｒｎ 彡２２

－發ｋ

２
２２

－ ｉ
＾爾麵顆ｋ

｜８ ，
？ ＊

 ？ ？ＴＳ
＇

ｓ
１

＊

醒．
—

ｉ ｌｍｈ ｉａ ｌｉ ｌｆ ｌ
＾

ＪＪ－Ｊ——
ｕ １ １ ＊ １ １ １

多 》
＾？＃＃＃＾Ｚ

Ｔ ｉｓ ｓ ｕｅ ｓ

图 １ ． ６ 正常与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肠粘膜组织中 ／Ｕ ７ＪｍＲＮＡ 水平的差异

Ｆ ｉ

ｇ
１ ． ６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ｃ ｅ ｓｏ ｆ ＩＬ －

１ ７Ａｍ 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 ｉ ｎ ｔｈ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ｔ ｉ ｓｓｕ ｅ ｓｂ ｅ ｔｗ ｅ ｅｎＭａｃａｃａｍ ｕ ｌａｔｔｏｗ ｉ ｔｈ

ａｎｄｗ ｉ ｔｈ ｏ ｕ ｔ ＳＨ ＩＶ ／Ｓ Ｉ 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

Ａ ． 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与 ＳＨ Ｉ Ｖ ／Ｓ １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各节段 中 ／Ｌ －

／ ７４ ｍ ＲＮＡ 水平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Ｂ ． 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与 ＳＨ １Ｖ ／Ｓ Ｉ 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中 ／Ｌ －

／ ７ＪｍＲＮＡ

总体水平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ｊ

ｅ
ｊ

： 空肠近端 ；
ｉ ｌ ｅ ： 回肠末端 ；

ｃａ ｅ ： 盲肠 ；
ｃ ｏ ｌ ： 结肠近端 ；

ｒｅ ｃ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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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 ；
ｍ ｅ ｓ ： 肠系膜淋巴结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 统计学方法 ？

＿Ｍ ａｎｎ
－Ｗｈ ｉ ｔｎｅｙ ｔｅ ｓｔ（

＊ ＊
：

尸
＜０ ． ０ １

；
＊ ＊ ＊

： 尸
＜０ ． ００ １ ）

２ ．２ 正常与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肠道中 ／／：
－７ ７Ｆ ｍＲＮＡ 水平的差异

本研 究建立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方法检测 了 正常恒河猴肠道 中 ／Ｚ －

／ ７Ｆ

ｍＲＮＡ 的表达水平 ， 发现 ／Ｚ －

７ ７ＦｍＲＮＡ 在直肠 中 表达水平最高 ， 为 １ ００９２

ｃｏｐ
ｉｅｓ／ 〗 ０

６

（２４ＰＺ）／／ ， 其次为 回肠末端 ， 在十二指肠近端 、 空肠近端 、 盲肠 、 结肠

近端 中表达水平相当 ， 均为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ｃｏ
ｐ

ｉ ｅ ｓ／ １ ０
６

ＧＩＰＺ）／／（ 图 １ ．７Ａ ） 。

对 ＳＨ Ｉ Ｖ ／Ｓ １Ｖ 感染与未感染恒河猴肠道中 ／Ｚ －

／ ７Ｆｍ ＲＮＡ 的表达水平进行 比

较发现 ， 感染组肠道中 ／Ｚ －

／ ７Ｆ ｍ ＲＮＡ 整体水平高于对照组 （ 尸＝０ ． ０００８ ） ， 表达水

平是对照组的 ２ ． ７４ 倍 （ 图 １ ． ７Ｂ ） 。 各肠道组织 中除 回肠末端没有明显差异外 ，

几－

／ ７ＦｍＲＮＡ 在十二指肠近端 、 空肠近端 、 盲肠 、 结肠近端 、 直肠中 的表达水

平 比未感染动物中高 （ 图 １ ． ７ Ａ ） 。

Ａ Ｂ

ＣＺＪＮｏｒｍａ ｌＨ’ｉ ／Ｆ

５ ｔＥＤ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３０００°

１ ？

ｘ ｘ
＊ １

￣￣￣

｛

５４
￣

 ｆ

＾
）Ａｒ

Ｘ．ＪＥ．

ｎ ２５

！
ｇ ｆ

３

！ｎｆ Ｉ

３ １

！ｓｉ１
Ｉ

２００００
－

 Ｉ

： ；

Ｓ５３
－ 涝

＊
 ：

：

：

：

：

：

： ｔ
＼ ＩＩＩＩ

ｓ
－

｜
１ １ １ 〇〇〇〇

．

ｒ
工

ｓ ＾ｚ

＇ａｔ １

－

 ^

０ 

〇
Ｌ ＬＶ－￣￣ＬＪ

１

ＬＪ￣Ｌ－Ｍ－１￣ＬＪ
ｔ
ＬＪ￣Ｌ－Ｍ－１￣Ｌ Ｊ

？

Ｌ１－

 ＾^
Ｓ
＞
°

＾皆 ＜？

ｃ＃，^
Ｔｉ ｓ ｓ ｕ ｅ ｓ

图 】 ． ７ 正常与 ＳＨ Ｉ Ｖ／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肠道组织中 ／Ｌ －

／ ７Ｆ ｍ ＲＮＡ 水平的 比较

Ｆ ｉ ｇ
１ ． ７Ｃ ｏｍ ｐ ａ ｒ ｉ ｓ ｉ ｏ ｎｏ ｆ １Ｌ －

１ ７Ｆ ｍＫ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 ｉ ｎ ｔ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ｕ ｃｏ ｓ ａｏ ｆ Ｍａｃａｃａｍ ｕｌａｔ ｔａ ｗ ｉ ｔｈａｎ ｄ

ｗ ｉ ｔｈ ｏｕ ｔＳＨ Ｉ Ｖ／Ｓ Ｉ 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Ａ ． 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与 ＳＨ Ｉ Ｖ／Ｓ 丨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各节段中 ／Ｚ －

／ ７Ｆ ｍＲＮＡ 水平 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Ｂ ． 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与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中 ／Ｌ －

／ ７Ｆ ｍＲＮＡ

总体水平 的 ｑ
ＰＣ Ｒ 检测 ；

ｄ ｕ ｏ ： 十二指肠近端 ； ｊ
ｅ
ｊ

： 空肠近端 ；
ｉ ｌ ｅ ： 回肠末端 ；

ｃ ａｅ ： 盲肠 ；

ｃ ｏ ｌ ： 结肠近端 ；
ｒｅ ｃ ： 直肠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 统计学方法 ： Ｍａｎ ｎ

－Ｗｈ ｉ ｔｎ ｅｙ ｔ ｅ ｓ ｔ（
＊ ＊ ＊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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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０ ． ０ ０ １ ）

２ ．３ 正常与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肠道中 ／Ｌ －

／ ７兄４／？Ｌ－ ７ ７／ｆＣ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的

差异

为阐 明 ／Ｉ －

／ ７兄４ 在恒河猴中 的分布特征 ， 本研宄首先检测 了包括免疫系统 、

消化系统 、 生殖系统等在 内 的 ３ ６ 个组织中 几－

７ ７兄４ｍＲＮＡ 的表达水平 。 如 图 １ ． ８

所示 ， ／Ｚ －

７ ７似 在免疫相关组织中表达水平相对较高 ， 其中腹股沟淋巴结的表达

水平最高 ， 其次为腋窝淋巴结 ， 扁桃体中表达水平最低 。 与免疫系统相 比 ， 消化

道中 ／Ｉ －

／ ７兄４ 的表达水平普遍偏低 ， 口 腔黏膜 ／Ｌ －

７ ７／Ｌ４ 表达水平最低 ， 仅为 ２ ８ １ ０

ｃｏｐ ｉ ｅ ｓ ／ ｌ Ｃ＾ Ｇ／ｉＰＺ）／／ 。 大肠中 的表达水平高于小肠 ， 大肠 中盲肠 ７Ｌ －

／ ７ｉＬ４ 表达水平

最高 ， 结肠近端表达水平最低 ， 小肠 中十二指肠近端水平最高 ， 空肠中部表达水

平最低 。 在生殖系统中 ， 雌性恒河猴的子宫颈和雄性恒河猴的睾丸中 几－

７ ７兄４ 表

达水平较高 。 此外 ， 几－

／ ７兄４ 在胰脏 、 肺脏和肝脏等组织中高表达 ， 在所有检测

的组织中 ， 肌肉组织 ／Ｉ －

７ ７见４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最低 ， 仅为 ３ ７０ｃｏｐ
ｉ ｅ ｓ ／ １ ０

６

Ｇ乂ＰＤ／／ 。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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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 Ｖ 感染中 ， 恒河猴肠道 ／Ｌ －

／ ７Ｊ 和 ／Ｌ －

／ ７Ｆ ｍ ＲＮＡ 均发丰 了 显著的

变化但变化 的方 向 相 反 。 为 了 进
一

步探讨 ／Ｉ －

／ ７Ｊ 和 ／Ｌ －

／ ７Ｆ 的表达变化与

Ｈ １Ｖ ／Ａ Ｉ Ｄ Ｓ 病理及肠道屏障损伤之间 的关系 ， 本研宄建立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 ＰＣＲ

方法对 丨 Ｌ －

１ ７Ａ ／ Ｉ Ｌ －

１ ７Ｆ 受体 （ １ Ｌ －

１ ７ＲＡ 和 １Ｌ －

１ ７ＲＣ ） 的表达进行 了检测 。 如 图 １ ．９

所示 ， 在所检测 的 ６ 个节段的肠道组织中 ， 感染组 ／Ｌ －

／ ７兄４ｍＲＮＡ 水平均高于对

照 组 。 在 十 二 指 肠近 端 中 ， 感染组 ／Ｌ －

／ ７兄４ｍＲＮＡ 水平 显 著 高于 对 照 组

（ ７Ｍ） ． ０４４２ ） ， 感染组 ／１ －

７ ７兄４ｍＲＮＡ 水平是对照组的 ５ ． ５ 倍左右 ； 感染组动物

的空肠近端中 几－

／ ７兄４ｍ ＲＮＡ 是对照组的 ４ ． ９ 倍 （ ｉ
＾

Ｏ ． ００ ５ ５ ）
； 同样 ， 感染组动

物回肠末端和结肠近端 中 ， 江－

？／ Ｚ／ＭｍＲＮＡ 水平也显著高于对照组 （ Ｐ＝０ ． ００ ０６
；

Ｐ＝０ ． ０００７ ） ， 表达水平为对照组的 ６ 倍左右 ； 在盲肠和直肠 中 ， 感染组 几－

７ ７几４

ｍＲＮＡ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 ＾＝０ ． ０ １ ７ ，Ｐ＝０ ． ０２４６ ） ， 表达水平为对照组的 ４ 倍 。

ＩＬ－１ ７ＲＡ

ｒ

￣

ｌＮｏ ｒｍａ ｌ

□□Ｉｎ ｆｅ ｃ ｔｅｄ

Ｃ

．２＾
＊ 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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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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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鬥 ： ：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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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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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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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〇￡ Ｖ ． ， ． Ｖ ．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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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ＩＩ
：

５＾令
？妒＾＾^

Ｔ ｉ ｓ ｓ ｕ ｅ ｓ

图 １ ． ９ 正常与 ＳＨ Ｉ Ｖ ／Ｓ Ｉ Ｖ 感染恒河猴肠道组织 中 从－

／ ７兄４ｍＲＮＡ 水平的 比较

Ｆ ｉ

ｇ
１ ． ９Ｃｏｍ

ｐ
ａ ｒ ｉ ｓ ｉ ｏｎｏ ｆ １Ｌ－

１ ７ＲＡｍ 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 ｉ ｎｔ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ａ ｌｍｕ ｃ ｏ ｓ ａｏ ｆ Ｍａｃａｃａｍｕ ｌａ ｔｔａｗ ｉ ｔｈ

ａｎ ｄｗ ｉ ｔｈｏｕ ｔＳＨ Ｉ Ｖ ／Ｓ Ｉ 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

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与 ＳＨ １ Ｖ ／Ｓ Ｉ 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各节段 中 ／Ｌ －

／ ７／Ｍｍ ＲＮＡ 水平 的

ｑ ＰＣ Ｒ 检测 ；
ｄ ｕ ｏ ： 十二指肠近端 ； ｊ

ｅ
ｊ

： 空肠近端 ；
ｉ ｌ ｅ ： 回肠末端 ；

ｃａｅ ： 盲肠 ；
ｃｏ ｌ ： 结肠近

端 ；
ｒｅｃ ： 直肠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 统计学方法 ： Ｍａｎｎ

－Ｗｈ ｉ ｔｎｅｙ
ｔｅ ｓｔ（

＊
： 戶 ＜０ ． ０５

；
＊ ＊

：

／
＞
＜０ ．０ １  ；

＊ ＊ ＊
： ／

＞
＜０ ． ００ １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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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７ｉ？Ｃ ｍＲＮＡ 在正常恒河猴肠道各段广泛表达 。 大肠中 ／Ｚ －

７ ７ｉ？Ｃ ｍＲＮＡ 水

平略高于小肠 。 大肠中直肠 ／Ｚ －

７ ７／？Ｃ ｍＲＮＡ 水平最高 ， 为 ２４ ８２５ｃｏｐ ｉ ｅ ｓ／ １ ０
６

其次是结肠近端 ， 为 ２ ００７５ｃｏｐ
ｉ ｅｓ／ １ ０

６

ｄＤｉ／ ， 大肠 中盲肠 ／Ｚ －

／ ７７？Ｃ ｍＲＮＡ 水平

最低 ， 为 １ ６７２ ５ｃｏｐ
ｉ ｅ ｓ ／ １ ０

６

ｄＰＤ／／ 。 但与 ／Ｚ －

７ ７似 相 比 ， ／Ｚ －

／ ７敗：在大肠 中 的 ｍＲＮＡ

水平偏低 。 小肠 中空肠近端表达水平最高 ， 为 １ ９２２７ ｃｏ
ｐ

ｉ ｅ ｓ ／ １ ０
６

ＧｄＰＤ／／ ， 十二指

肠近端和 回肠末端 ／Ｚ －ＷＡＣ ｍＲＮＡ 水平相当 ， 约为 ｌ ］ ０００ ｃｏｐ
ｉ ｅｓ／ １ ０

６

Ｇ乂ＰＤ／／ ， 见

图 １ ． １ ０ 。

与 几－

／ ７兄４ 相似 ， 感染组 ／Ｌ －

／ ７ＡＣｍＲＮＡ 水平在所检测 的肠道组织中也均高

于对照组 ， 且上调 的倍数 ／Ｌ －

／ ７／ＪＣ 整体高于 ／Ｕ ７兄４ 。 在结肠近端 中 ， 感染组

／Ｚ －

７ ７７？Ｃ ｍＲＮＡ 较对照组升高倍数最大 ， 约为 １ ３ 倍 （ Ｐ Ｃ０ ．０００ １ ）
； 在十二指肠近

端 中 ， 感染组 ／Ｕ ７ｉ？Ｃ ｍＲＮＡ 水平是对照组的 ８ ．４ 倍 （户＝０ ． ０００６ ）
； 回肠末端中 ，

感染组 ｍＲＮＡ 水平是对照组的 ６ 倍 （ Ｐ＝０ ． ００４ ３ ）
； 在感染组的空肠近端

和盲肠 中 ， ／Ｚ －

／ ７ｉ？Ｃ ｍＲＮＡ 水平也高于对照组 （ 户＝０ ． ０４ ８４
；
尸＝０ ． ０３２ ３ ） ， 表达水

平是对照组的 ４ 倍 ， 同样 ， 感染组直肠 ｍＲＮＡ 水平也显著高于对照组

（ 户＝０ ． ００４７ ） ， 表达水平是对照组的 ４ ． ５ 倍 ， 见图 １ ． １ ０ 。

Ｘ Ｉ ，ＪＬ －

１ ７ＲＣ
ｔ ｉＮ ｏｒｍａ ｌ

ｇ Ｉ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ｓｃ
＇朴 ＊ ＊ ＊ ＊ｎ

１
次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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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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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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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０ 正常与 ＳＨ ＩＶ ／Ｓ １Ｖ 感染恒河猴肠道组织中 ／Ｌ －

／ ７ＡＣ ｍＲＮＡ 水平的 比较

Ｆ ｉ

ｇ １ ． １ ０Ｃ ｏｍｐａ ｒ ｉ ｓ ｉ ｏｎｏｆ ＩＬ－

１ ７ＲＣ ｍ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 ｉ ｎ ｔ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 ｃ ｏ ｓ ａｏｆ Ｍａｃａｃａｍ ｕｌａｔｔａｗ ｉ ｔｈ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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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ｎ ｄｗ ｉ ｔｈ ｏｕ ｔ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ｉｎ ｆｅｃ ｔ ｉｏｎ

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与 ＳＨ ＩＶ ／Ｓ １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各节段中 ／Ｌ－

／ ７／ＪＣｍＲＮＡ 水平 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ｄ ｕｏ ： 十二指肠近端 ；

ｊ
ｅ
ｊ

： 空肠近端 ；
ｉ ｌ ｅ ： 回肠末端 ；

ｃａｅ ： 肓肠 ；
ｃｏ ｌ ： 结肠近

端 ；
ｒｅ ｃ ： 直肠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士ＳＤ ， 统计学方法 ： Ｍ ａｎ ｎ

－Ｗｈ ｉ ｔ ｎ ｅｙ ｔ ｅ ｓ ｔ （

＊
：Ｐ ＜０ ．０ ５

：

尸 ＜０ ． ０ １
；＊ ＊ ＊

： 尸 ＜０ ．０ ０ １ ）

为了探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中 和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的关系 ， 本

研究对正常组动物和感染组动物 ６ 个节段肠道组织中 ／Ｚ－

／ ７兄４ 和 ７Ｚ －

／ ７ＡＣ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分别做相关性分析 ， 发现在正常动物肠道 中 ／Ｚ－

７ ７兄４ 和 ＺＬ －

７ ７／？Ｃ ｍＲＮＡ

的表达不存在相关性 （ 图 １ ． １ １ Ａ ） ， 但是在感染组动物肠道 中 ，
二者 的表达呈显

著正相关 （ ｒ
＝

０ ．４ １ ５ ７ ，Ｐ＝０ ． ０２７ ８ ） （ 图１ ． １ １ Ｂ ） 。

Ａ Ｂ

Ｎｏ ｒｍ ａ ｌ ｉ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

ＩＬ－

１ ７ＲＡａｎｄ ／￡．

／ ７ｉ？Ｃ ＩＬ－

１ ７ＲＡ ａｎｄ ＩＬ－

Ｉ ７ＲＣ

〇
５ ０

１ ｒ
＝０ ． ０４７ ６ ０

１Ｍ ＞

．４ １ ５７

？Ｓ？ Ｐ
＝

０ ．＾２７４ Ｍ— Ｐ＊０ ， ０２？８

｜ｇ
４ ．５

－

？
？？ Ｉ￡

５ ． ５
－？

？
？

ＺＳ４ ．０
－’

？

？Ｚ２５ ． ０
－

^

＝ ｉ ａ？
？？

？

ｇ
２

，
３３－

？ ＾
２

，
４３ －？ｔ

３ ． ０
￣

 ＾ ｉ ｉ ｉ ４ ． ０
＂

 ｉ ｉ ＊ ｉ

３ ． ５ ４ ． ０ ４ ． ５５ ． ０ ５ ． ５ ４ ． ０４ ． ５５ ． ０５ ．５６ ． ０

Ｕ．

－

１ ７ＲＡ ｎｉＲＮＡ  ｉ ｎ  ｉ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ｅ ＩＬ＾

１ ７ＲＡ ｍＲＮＡ  Ｉｎ  ｉ ｎｔｅ ｓ ｔ ｉｎ ｅ

Ｉｇ  （
ｃｏｐｉｅ ｓ ／ １ ０

６
ＧＡＰＤＨ

 ） Ｉｇ 
（
ｃｏｐｋ ｓ ／ １ ０

６

ＧＡＰＤＨ
）

图 １ ． １ １ 恒河猴肠道粘膜组织中 与 ／Ｌ －

７ ７及Ｃ ｍ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

Ｆ ｉ

ｇ １ ． １ １Ｃ ｏ ｒ 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ｂ ｅ ｔｗ ｅｅ ｎＪＬ －

１ ７ＲＡａｎ ｄＩＬ－

１ ７ＲＣｍ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 ｉｎｔｈ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 ａｏｆ

Ｍａｃａｃａ ｍ ｕ ｌａ ｔ ｔｏ

正常恒河猴 （ Ａ ， ｎ
＝

５ ） 和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 （ Ｂ ，ｎ
＝

５ ） 肠道粘膜中 几－

／ ７兄４ 与 ／Ｌ －

／ ７ＷＣ

ｍＲＮＡ 水平 的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ｒ 为相关系数 ， ｐ Ｏ ． ０ ５ 为显著相关 ； 统计学方法 ： 非参数

检验Ｓ ｐ ｅ ａ ｒｍ ａ ｎ ｔ ｅ ｓ ｔ

２ ．４ 恒河猴肠道粘膜中 ／Ｌ －

／ 与受体 ｍ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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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粘膜中 ／Ｌ －

７ Ｚ＾ｍＲＮＡ 水平低于正常动物 ， 而我

们的研宄发现 ／Ｚ －

／ ７Ｆ、 ／Ｚ －

ｉ ７兄４ 和 的变化趋势与 ／Ｚ －

７ Ｚ４ 相反 。 为 了进

一

步研宄 ／Ｕ Ｚ４ 、 ／Ｚ －

７ ７Ｆ 及 ／Ｚ－

７ ７及 表达之间 的关系 ， 本研宄对正常组动物和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组动物肠道组织 ／Ｉ －

／ ７Ｊ 和 ／Ｚ －

ｉ ７／？ 、 ／Ｚ －

７ ７Ｆ 和 ／Ｚ －

／ ７／？ 表达的相关

性做 了分析 。

如 图 １ ． １ ２Ａ 和 Ｂ 所示 ， 无论是在正常动物还是感染动物 中 ， ／Ｕ  ７^ ４ 和 ／Ｚ －

７ ７兄４

的表达均呈负相关的趋势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几 和 ／Ｚ －

／ ７ｉ？Ｃ
■

在正常动物肠

道中不存在相关性 （ 图 １ ． １ ２Ｃ ） ， 在感染动物肠道中呈现正相关的趋势 ， 但没有

统计显著性 （ 图 １ ． １ ２Ｄ ） 。

Ａ Ｂ
Ｎｏ ｒｍａ ｌ Ｉｎ ｆｅｃｔｅｄ

ＩＬ－１ ７Ａ 
ａ ｎ ｄ ＩＬ－１ ７ＲＡ １１－１ ７Ａ ａ ｎ ｄ ＩＬ－１ ７ＲＡ

５
－

？ ｒ
＝ＭＵ ９３５ ２ ．〇

－

｜ ｒ
＝＊

－０ ． ２ ！４６

？ Ｐ
＝０ ． ３６４９？ ？ Ｐ

－
０ ． ５０２９

Ｉ Ｉ
４

－？ Ｉ
§

＊ － ５
＇

Ｉ Ｉ ＩＩ１ ．０
－ ？

，．

＊
？

１ １
＾

－

 Ｉ Ｉ
０ ０

？

＿＿
“ ７
＾

－

ｚ；
？曹 寧

拳—
＞ｆｔＵ ＊Ｗ ｉＹ ＊ ＊ １

＾４ ＾＾ ４ ． ５５ ．０ ５ ， ５６ ． ０

２
－

１
＿

？
 ３

－
－ ０ ．５

－

 ？
？

Ｉ Ｌ－

Ｉ ７ＲＡ ｍＲＮＡ  ｉ ａ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ｅ

０^

—￣

Ｓ
￣

Ｚ Ｓ
￣

Ｚ ？５ｗ— ＰＤ ｆｉ ＞

Ｉ Ｌ －

Ｉ ７ＲＡ ｍＲＮＡ  ｉ ａ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ｅ

Ｉ

ｇ Ｃ
ｃｏ

ｐ
ｌｅ ｓ ／ ｌ Ｏ

＾

ＧＡＰＤ Ｉ Ｉ
）

Ｃ 〇

Ｎ ｏｒｍ ａ ｌ Ｉ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ＩＬ－１ ７Ａ ａｎｄ ＩＬ－１ ７ＲＣ ｆＬ－Ｉ ７Ａ ｓｎｄ ＩＬ－１ ７ＲＣ
４
１ ｒ

＝ＭＸ ０６０ １ ５ ｊ ＾ ｒ
＝０ ． ２０ １ ６

Ｃ

｛＃Ｐ＝０ ， ８０ １ １
‘

 Ｐ
＝０ ． ３５６３

？ ＝
ｃ ？ ？

＃ ｓ— ？？？

ｌ
ｌ

３
＇？？．， Ｉ

ｆ

１ －０
－

 ？

． ．．
？
？

１ １．
． ． Ｉ Ｉ ，

．

ｓ Ｓ ５ ＞

 ｐ
，

＜ ？０ ．０
＂

 Ｉ

丨
ｉ产 Ｉ ｉ

ｇ

ｉ Ｊ
．

 ？ ｜
Ｉ ４ ． ０４ ． ５５ ． ０５ ． ５６ ． ０

３

－ ＾５
－０ ． ５

－ ？

 ？
＝ Ｉ Ｌ －

Ｉ ７ＲＣ ｍＲＮＡ  ｉ ｎ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ｅ

０
－

１



１



！



？



１ ｉ  ｒＪ＾ （
ｃｏ

ｐ
ｌ ｅ ｓ ／Ｈ＾ ＧＡ ＰＤＨ ）

３ ．０３ ＊５４ ．０４ ． ５５ ． ０
＇

＊ ＊

Ｉ Ｌ－

Ｉ
７ＲＣ  ｒｎＲＮＡ  ｉ ｎ  ｉ ｓ ｉ ｅ ｓ ｌ ｉ ｎ ｅ

ｉ

？ 
（
Ｃ６

ｐ
｝ ｅ ＊ ／ Ｉ ｆ ＞

６

ＧＡＦＤＨ  ）

图 １ ． １ ２ 恒河猴肠道组织中 与 几－

／ ７ｉ？ ｍ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

Ｆ ｉ

ｇ
１ ． １ ２Ｃ ｏ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ｂｅ ｔｗ ｅｅｎＩＬ －

１ ７Ａａｎ ｄＩＬ－

１ ７Ｒｍ 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 ｎ ｔ ｈ ｅ ｉ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 ａｏｆ Ｍａｃａｃａ

ｍ ｕｌａｔｔａ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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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粘膜中／Ｌ
－

７ Ｚ４与／Ｌ
－

／ ７／？ｚ （（ Ａ ） 或／Ｌ
－

／ ７Ｗ与／Ｌ
－

／ ７／ｆＣ （ Ｃ ）ｍＲＮＡ

水平 的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粘膜 中 ／Ｌ －

／ ７Ｊ 与 （ Ｂ ）

或 ／Ｌ －

／ ７Ｊ 与 ／Ｌ －

／ ７７？Ｃ （ Ｄ ）ｍ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ｒ 为相关系数 ， ｐ

＜０ ． ０ ５ 为显著

相关 ； 统计学方法 ： 非参数检验 Ｓ
ｐ
ｅ ａ ｒｍ ａｎ ｔｅｓ ｔ

对正常组动物和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组动物肠道组织 ／Ｚ －

／ ７Ｆ 和 ／Ｕ ７７？ 的表达分

别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 ， 无论是在正常动物还是感染动物 中 ， ／Ｚ －

／ ７Ｆ 和 几－

７ ７似

的表达均呈现正相关的趋势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图 １ ． １ ３Ａ 和 Ｂ ） ， 而 ／Ｚ －

／ ７Ｆ 和

／Ｚ＾／ ７ｉ？Ｃ 在正常动物和感染动物 中均呈现显著正相关性 （ ａ

－

０ ． ６２ ５ ８ ， 尸＝０ ． ００ １ ８
；

产０ ． ４００２ ， Ｐ＝０ ． ０３ ８６ ） （ 图 １ ． 丨 ３ Ｃ和Ｄ ） 。

Ａ Ｂ

Ｎｏ ｒｍａ ｌ Ｉ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ＩＬ－ＨＦ＾ ｌ^ ＲＡ
＾

／—
河挪

ｇ＾ Ｐ
？０． ２３９７Ｈ＾ Ｐ

－
０ ． １

７９０
？

专
５？ １

５５ ．０
－

ｍ

１ １

４ － ５
＇？

 Ｉ Ｉ？ ？

？

■ｓ
？ ？？？

？－５？４ ．５
－

ｌ
？

４ －０
＇

 ｉ Ｌ ．〇
－

Ｓ
－

ｓ ．




？
？

參 Ｓ

１
３ ．５

－？ ？
？？

？

 ｆｅＩ
？

：

Ｐ？

？

？ｆ？？

３ ． ０
＂   

ｊ

ｍ 

Ｊ

 

ｊ

ｌ

Ｊ ３ ， ０
＿

 Ｉ ｔ ｉ Ｉ

３ ．０ ３ ，５４ ．０４ ．５５ ，０ ４ ．０ ４ ． ５ ５ ．０ ５ ．５ ６ ．０

ＪＬ－ Ｉ ７ＲＡ  ｉ ｉ ｉＲＮＡ  ｉ ｎ  ｉ ａ ｔｅ ｓ ｔ ｉａｅ ＩＬ－

Ｊ ７ＲＡｍＲＮＡ  ｉｎ  ｉ ｉ ｉ ｔｅ ｓ ｔ ｉｎｅ

ｉｇ 
（
ｃ ｏ

ｐ
ｉｅ ｓ ／ １ ０

６
ＧＡ ＰＤＨ

） Ｉ

ｇ  （
ｃ ｏ ｐ

ｉ ｅ ｓ ／ ！ 〇
６

０４ ／
？

／＞／／
）

Ｃ Ｄ

Ｎ ｏ ｒｍ ａ ！ Ｉｎｆｅｃ ｔｅｄ

ＩＬ－＾Ｆ＾ ｉＬ－ｉ ｒＲＣ
＾ ６２ｊｇ ５ ．５

－

，Ｕ， １ ７Ｆ ，ｎＡ Ｕ， ， ７ＲＣ
^

｜一 Ｐ－Ｏ ．ＯＯ Ｊ ８Ｊｒ
＊ Ｐ

＝

〇 ． ０３８６

１ １
－？ ｉ ｒ

°
－

 ？
？

？

？

？ ｉ
ｆ ？ ｉ ｔ

４－５
＇

Ｉ ！

４ ０
＇

？

＾
￣

 ？ ？ ５ ：

３ 〇 － ｆ ｋ  ｋ ｊ  ｉ

３ ．０３ ．５４ ． ０４ ． ５ ５ ．０ ３ ５４ ０４ ５５ ０５ ５６ ０

／／．
－

／ ７／？Ｃ ｒａＲＮＡ  ｉ ｎ  ｉ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ｅ ／／，
－

／ ７／？Ｃ ｍＲＮＡ  ｉｎ ｍ ｌ ｅ ｓ ｔ ｉ ｎｃ

Ｉ

８ （
ｃｏ ｐ ｉ ｅ ｓ ／ ｌ 〇Ｖ？／

）
ｉ

ｇ （
ｃ ｏ

ｐ
ｉ ｅ ｓ ／ １ ０

６

ｆ；＾ ／／
）

图 丨 ． １ ３ 恒河猴肠道组织中 ／Ｌ －

／ ７Ｆ 与 ／Ｌ－

／ ７７？ ｍ 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

Ｆ ｉ

ｇ １ ． １ ３Ｃ ｏ ｒｒ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ｂ ｅ ｔｗｅ ｅ ｎ／Ｌ －

１ ７Ｆ ａｎ ｄＩＬ －

１ ７Ｒｍ 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 ｎ ｔ 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 ａｏ ｆ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 ｔ ｔａ

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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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粘膜 中 ／ｉ －

／ ７Ｆ 与 ／Ｌ －

／ ７兄４（ Ａ ） 或 ／Ｌ －

／ ７Ｆ 与 ／Ｌ －

／ ７尺Ｃ（ Ｃ ）ｍＲＮＡ

水平 的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粘膜 中 江－

／ ７Ｆ 与 ／Ｌ －

／ ７／Ｌ４（ Ｂ ）

或 ／Ｌ －

／ ７Ｆ 与 ／Ｚ －

／ ７穴Ｃ（ Ｄ ）ｍ ＲＮＡ 水平 的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ｒ 为相关系数 ， ｐ

＜０ ． ０５ 为显著

相关 ； 统计学方法 ： 非参数检验 Ｓｐ ｅａ ｒｍ ａｎ ｔｅ ｓ ｔ

３ＳＨＩＶ／Ｓ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几 与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相

关性

３ ． １ＳＨＩ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Ｉ－７ Ｚ４ 与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相关性

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 几－

７ ７／１ 与 ＜：

’

１／说３ 、 ＣｄＷ 及

ＺＯ－

／ 等紧密连接相关基 因在转录水平存在正相关性 。 为 了更好的 了 解 ／Ｌ －

／ ７／Ｉ 与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之间 的关系 ， 本研究对空肠近端 、 回肠末端 、 盲肠 、 结肠

近端和直肠中 ／Ｚ －

／ Ｚ４ 与 ＣＺＺ５Ａ／５ ， ＜§ ， ７ ２ ， ／ ４ ｍＲＮＡ 表达分别作 了相关性分

析 ， 发现在正常动物中 ，几－

／ ７Ｊ 与这些紧密连接相关基因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

但有正相关的趋势 （ 图 １ ． １ ４Ａ －Ｅ ） 。在感染动物 中Ｕ Ｚ４ 分别与 ＣｉＸＷＪ和 ＣＸＺＷ／ ／

的表达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 ｒ
＝

０ ． ５２ ５ ７ ， 尸＝０ ． ０ １
；ｒ

＝

０ ．４ １ ８ ，Ｐ＝０ ．０４７２ ） （ 图 １ ． １ ４Ｆ

和 Ｈ ） ， 此外 ， ／Ｚ －

／ Ｚ４ 与 ＣＺＺＷ＆７２ ， 以 的表达存在正相关的趋势 ， 但没有统

计显著性 （ 图 １ ． １ ４Ｇ 、 Ｉ 和 Ｊ ）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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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 文


第 部分

３ ．２ＳＨＩＶ／Ｓ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Ｉ －

７ ７Ｆ 与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相关性

为 了进
一

步探讨 Ｈ ＩＶ－

１ ／Ｓ ＩＶ 中 丨 Ｌ －

１ ７ 家族与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调控之间

的关系 ， 本研究对 ＩＬ －

１ ７ 家族 另外
一

个重要 的细胞因子 ／Ｌ －

／ ７Ｆ 与紧密连接基因

表达的相关性做 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在正常动物肠道 中 ， ／Ｚ －

／ ７Ｆ 与 ＣＺＸ ？

ｉＶ５ ，Ｓ ，

７ ７ ， ７ ２ ， ／ ４ ｍＲＮＡ 的表达存在正相关的趋势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而感染动物

中 与 ＣＬＤ？Ｖ５ ， Ｓ ， Ｂ ， ｉ ２ ， Ｍ ｍＲＮＡ 的表达存在显著负相关性 （ ｒ
＝

－

０ ． ５４ ５ ７ ，

Ｐ＝０ ．００２ ７
；ｒ

＝
－０ ． ６ ３ ９ ３ ，Ｐ＝０ ．０００２

；ｒ
＝

－

０ ．６ ８２ ５ ，Ｐ＜０ ．０００ １
；ｒ

＝
－０ ． ５ ９ １ ７ ，Ｆ＝０ ． ０００９

；

ｒ
＝

－

０ ． ７９７５ ， Ｐ＜０ ． ０００ １ ） ， 见 图 １ ．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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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第
一

部分

３ ．３ＳＨＩ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ＺＬ － ７ ７Ｒ 与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相关性

为 了研宂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中 ＩＬ －

１ ７ 受体与肠道上皮屏障功能之间 的关系 ， 本

研宄对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 ／Ｚ －

／ ７７？ 与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相关性进行 了

分析 ， 发现在感染动物的大肠 （ 盲肠 、 结肠近端 、 直肠 ） 中 ， 江－

７ ７兄４ 分别与

ＣＬＺＷｍ ７ ２ ，ＷｍＲＮＡ的表达呈显著正相关 （ ｒ
＝

０ ． ５ ６ ５ ９ ， Ｐ＝０ ． ０４３ ８
； ｒ
＝

０ ． ６７２７ ，

尸＝０ ． ０２３ ３
；ｒ

＝
０ ．６ ８ ］ ８ ，

尸＝０ ．０２０ ８
；ｒ

＝

０ ． ６ １ ８２ ， 尸＝０ ． ０４２ ６
；ｒ

＝

０ ． ８４５ ５ ，ＺＭＸＯＯ ｌ ） （ 图

图 １ ． １ ６ ） 。 同样 ， 大肠中 ７Ｌ －

７ ７ＡＣ 分别与 ＣＬＣＷ２ 和 ＣＸＤＡ／３ 的表达呈显著正相关

（ ｒ
＝
０ ． ５ ８９ ３ ， 尸＝０ ． ０ １ ０ １

；ｒ
＝
０ ． ６ １ ４ ３ ，／Ｍ） ． ０ １ ４ ８ ） （ 图 １ ． １ ７ ） 。 在ＳＨ ＩＶ／Ｓ ＩＶ感染的恒

河猴小肠 （ 十二指肠近端 、 空肠近端 、 回肠末端 ） 中 ， 与 紧密连接相关

基因表达没耵 明 显 的相关性 ， 凡－

／ ７／？Ｃ 分别与 ３ ， 矣 ７ ，／ ５ ｍ ＲＮＡ 的表

达呈显著正相关 （ ｒ
＝

０ ． ６６３ ６ ， 尸＝０ ． ０２６
；ｒ
＝
０ ． ５ ９ ５ ６ ，Ｐ＝０ ．０２４６ ；ｒ

＝

０ ． ７ １ ３ ３ ，Ｐ＝０ ． ００９２
；

ｒ
＝

０ ． ５ ８２４ ，Ｐ＝０ ． ０３ ６７
；ｒ

＝
０ ． ５ ８２４ ， Ｐ＝０ ．０２ ８９ ） （ 图 １ ． １ ８ ） 。 提示肠道粘膜屏障通透

性及紧密连接蛋 白 的调控 中可能有 ＩＬ －

１ ７／ＩＬ －

１ ７Ｒ 信号通路的参与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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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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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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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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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 Ｉ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

“ ｌＬ－ｌ ？ＲＡ ＾ ｔ＼６ ＣＩＪ）Ｎ８ｃ
． ＩＬ－

１ ７ＲＡａｎｄ ＣＷＮ１ ２

Ｖ６ ． ５
－

１ ｒ
＝
０ ．６８ １ ８ ％６ ． ５

－

ｉ ｒ
＝０ ． ６ １ ８２

１＾ ｐ
＝０ ． ０２０８ Ｉ一 ｐ

＝０ ．０４２６

１
Ｉ ？

＿
＿
＿＊ 三

ｉ６ － ０
－

ｌ ｌ
６ － °

－

 Ｉ Ｉ？－

ｉ ％？ ３ ＾ ５ ．５
－

 ．
＜
１ Ｉ宠

£ §
■

ｓ －５
＇

 ％
ｉ％

震

＿

￣

 ｜

＿

？

＾５ ． 〇 Ｊ


，



？



１



１Ｃ４ ， ５
＊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 ０４ ． ５ ５ ． ０５ ． ５６ ．０ ４ ． ０４ ． ５５ ．０５ ． ５６ ． ０

Ｕ．

－ １ ７ＲＡ ｍＲ ３ＭＡ  ｉｏ  ｌ ａ ｒｇ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 ｅ Ｕ．

－

Ｉ ７ＲＡ ｒａＲＮＡ  ｉｎ  ｌ ａ ｒ
ｇ
ｅ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ｅ

Ｇ４ＰＤＨ
） ｉｇ＿ ｃｓ ， ｉ妒 ＧＡＰＤｆｆ

）

Ｅ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

ＩＬ－

１ ７ＲＡ油ｄ ＣＬＤＮ１ ４

｜６ ． ５
－

ｊ ｒ
＝０ ． ８４５５

Ｉ一 ｐ
＝０ － （Ｘ ） １

！ ｌ
ｓ －°

－

Ｊ ３

＾
２５ ． ５

－

Ｉ Ｉ
ｓｃ

ｉ＾５ ．０
－？

ｚ
^

Ｑ

Ｓ４ ． ５
－

１



１



１



！



１

４ ． ０４ ． ５５ ． ０５ ．５６ ． ０

ＩＩ．
－

１ ７ＲＡ ｍ ＲＮＡ  ｔ ｎ  ｌ ａ ｒ
ｇ
ｅ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ｅ

Ｉ

ｒ ＾ｏ
＼
Ａ ｅ ｓ！ ＼＾ ＧＡＰＤＨ

）

图 １ ． １ ６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大肠 中 从－

／ ７似 与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ｍ ＲＮＡ 水平 的相关性

Ｆ ｉ ｇ １ ． １ ６Ｃ ｏ 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ｂ ｅ ｔｗ ｅ ｅｎ ｔ ｈ ｅｍ ＲＮ 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ｏ ｆ ＩＬ －

１ ７ＲＡａｎｄ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ｃ ｔ ｉ ｏｎａ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

ｇｅｎ ｅ ｓ ｉ ｎ

ｔｈ ｅ ｌ ａ ｒ
ｇｅ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ｃｏ ｓ ａｏ ｆ ＳＨ ＩＶ ／Ｓ Ｉ Ｖ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Ｍａｃａｃａ ｍ ｕ ｌａｔ ｔａ

ＳＨ ＩＶ／Ｓ ＩＶ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大肠 屮／Ｌ
－

／ ７／＾与ＣＺＺＷＪ（ Ａ ） 、 ＣＬＤ ／Ｖ５ （ Ｂ ＞ 、 ＣＬＤ ｉＷ（ Ｃ ） 、

ＣＺＸＷ ／ ２（ Ｄ ） 、 ＣＺＸＷＷ（ Ｅ ）ｍ ＲＮＡ 水平 的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ｒ 为相关系数 ，

；
７＜０ ． ０ ５ 为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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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相关 ； 统计学方法 ： 非参数检验 Ｓｐ ｅａ ｒｍａｎ ｔ ｅ ｓ ｔ

Ａ Ｂ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ｅｄ Ｉ ｎ ｆｅ ｃ ｔｅｄ

． ６ ．５
－

， ｆ
＝〇 ５８９３ ￥

仏隱－ ｃ讀
网細

＝

Ａ ｐ
＝０ ．０ １ ０ １ ２

＾ ？ｐ
＝０ ０ １４３

Ｉ
｜

６ －°
－ Ｉ

｜
４．５

－？

？

？

！
｜

５ ．５
－

＊

＼ｙ＼ Ｉ Ｉ ？

１
｜

－ ？ ｜ ｜

ｎ
＊

 Ｉ Ｉ
３ －５

－

．

ｚ
ｑｍ ｇ

？ ？

ｗ

４ ． ０


１


＼



１



１
。３ － 〇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 ０ ４ ． ５ ５ ．０５ ． ５６ ．０ ３ ５４ ０４ ５５ ＊°５ ＊５６ ０

ｔｌ＾ Ｊ ＴＲＣ ｍＲＳＡ  ｉ ａ  ｌ ａｒｇｅ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ｅ Ｈ．

－

１ ７ＲＣ ｍＲＮＡ  ｉ ｎ  ｌ ａ ｒ
ｇ
ｅ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ｅ

Ｉｐ 
（ ｃｏｐ ｌ ｅｘ／ ｌ Ｏ

５

ＧＡＰＤＨ
 ） Ｉｇ  （

ｃｏｐ ｉ ｅ ｓ ／ １０
＊

ＧＡＰＤＨ
 ）

图 １ ． １ ７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大肠 中 ／Ｚ－

／ ７穴Ｃ 与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ｍ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

Ｆ ｉｇ
１ ． １ ７Ｃｏｒｒｅ ｌ ａｔ ｉｏｎｂ ｅ ｔｗｅ ｅｎｔｈ ｅｍ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ｏｆ ＩＬ －

１ ７ＲＣ ａｎｄ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ａｓ ｓｏ ｃ ｉ ａｔｅｄ

ｇｅｎ ｅ ｓ ｉｎ

ｔｈ ｅ ｌ ａ ｒ
ｇｅ

 ｉｎ ｔｅ ｓｔ ｉｎａ ｌ ｍｕ ｃｏ ｓａｏ ｆ ＳＨ Ｉ Ｖ ／Ｓ ＩＶ  ｉｎｆｅ ｃ ｔｅｄＭａｃａｃａ ｍ ｕｌａｔｔａ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大肠中 ／Ｌ －

／ ７从： 与ＣＬＤ７Ｖ２（ Ａ ） 、 ＣＸ ＺＷＪ（ Ｂ ）ｍ ＲＮＡ水平的

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ｉ

＊

为相关系数 ，

／
７
＜０ ． ０ ５ 为显著相关 ； 统计学方法 ： 非参数检验 Ｓ

ｐ
ｅａｒｍ ａｎ

ｔｅ ｓ ｔ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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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 Ｉ ｎ ｆｅ ｃ ｔｅ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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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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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 ｓ ／ Ｉ Ｏ
＊

Ｇ／ｌ Ｐ￡＞ｆ／
）

图 １ ． １ ８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小肠 中 ／Ｌ－

／ ７／？Ｃ 与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ｍ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

Ｆ ｉ ｇ
１ ． １ ８Ｃ ｏ 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ｂｅ ｔｗ ｅ ｅｎｔｈ ｅｍ 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ｏｆ ＩＬ －

１ ７ＲＣａｎｄ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ａ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ｅ ｄ

ｇ
ｅ ｎ ｅ ｓ ｉ ｎ

ｔｈ ｅｓｍ ａ ｌ ｌ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 ｃ ｏ ｓ ａｏｆ ＳＨ Ｉ Ｖ ／Ｓ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ｅｄＭａｃａｃａｍ ｕ ｌａｔ ｔａ

ＳＨ ＩＶ ／ Ｓ ＩＶ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小肠 中 ／Ｚ－

／ ７／？Ｃ 与ＣＬＤＡ７（ Ａ ） 、 ＣＺＸＷＪ（ Ｂ ＫＣＬＤ ７Ｗ（ Ｃ ） 、

ＣＺＤＡ７（ Ｄ ） 、 ＣＬＤ ７Ｖ ／ ５（ Ｅ ）ｍ 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ｒ 为相关系数 ，

／
？
＜０ ． ０ ５ 为显

著相关 ； 统计学方法 ： 非参数检验 Ｓ ｐ ｅａｒｍ ａｎ ｔ ｅ ｓ ｔ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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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讨论

Ｈ ＩＶ／Ａ ＩＤＳ 引 起的肠道上皮屏障损伤对微生物移位和系统免疫活化至关重要 。

本研宄发现 ＳＨ １Ｖ／Ｓ １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ＣＺＤＡ／Ｊ ，５ ， ／ ／ ， ７ ２ ， 以 转录水平的

表达较对照组降低 了２
？

３ 倍 ， 且这些基因 的表达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 已

知这些基因在屏障功能的维持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 主要参与小分子渗透 ，

有研宄表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稳定转染 ＣＺＺＷ５ｃＤＮＡ 后其跨膜 电阻值升高 ， 甘露醇的

透过率降低
［

１ ２ ８
］

； 在 ＭＤＣＫＩ Ｉ 细胞中 ， ＣＺＸＷＳ 参与 阳离子 、 铵离子及碳酸氢

盐等选择性通道的形成 ［
丨 ２９

， １ ３ ０
］

； 髓鞘中 ＣＺＺＷ７ ／ 的缺失会导致其对水和小分

子的渗透性增强 ［
丨 ３ 丨

］
， 上皮细胞中 ＣＸＺＷ／ ２ 的下调影响 了 维生素 Ｄ 诱导 的 Ｃ ａ

２ ＋

的渗透
［

１ ３ ２
］

， 此外 ， 在 胃癌 、 胆囊癌中 的异常表达 ［
１ ３ ３

］
， ＣＺＸＷ７ ２ 在结

肠癌 、 乳腺癌中异常表达 ［
１ ３ ４

］
， 提示二者可能与恶性肿瘤中粘膜屏障的破坏 、

细胞 内粘附的丧失及体 内渗透的紊乱直接相关 ；
ＣＺＤ＃以 通过降低阳离子特别是

钾离子的通透性来增加 内 皮细胞的跨膜阻力 ， 参与 内 皮屏障功能的维持 ， ＭＤＣＫ

Ｉ Ｉ 细胞中 过表达导致细胞的跨膜电阻值增加 了６ 倍 ［
１ ３ ５

］
。 这些基因 的

变化提示我们在 Ｈ ＩＶ－

１ ／Ｓ ＩＶ 感染中 ， 除 目 前 己经确认的 ＣＺＤｖＶ／ ， ３ ，ＯＣＸ７Ｖ 和 ＺＯ－

／

等表达异常外 ， ＯＺＷ５ ，７７ ，ｉ２ ，Ｍ 等的异常表达可能是引 起肠道屏障对 阳

离子及水分子等渗透缺陷 的重要因素 ， 提示在 Ａ ＩＤ Ｓ 研宄中 多个 以前未被重视的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参与 了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的病理过程 。 另 外 ， 本研究发现 ＣＺＤｖＷ ，７ ，

７ ５ 的表达在 ＳＨ ＩＶ／Ｓ Ｉ Ｖ 感染后并无明显改变 ， ＣＸＤｉＷ 主要参与 肾脏 中介导氯离

子 的细胞旁路转运 ， 在肾小管氯的重吸收 中 发挥重要作用 ；
ＣＸＩ）ｉＶ７ 则主要表达

于在 肾脏 、 肺脏 、 前 列腺等组织的上皮 中 ， ＳＨ Ｉ Ｖ ／Ｓ ＩＶ 感染并没有影响肠道 中

和 ＣＺＺＷ７ 的表达 ， 说 明肠道可能不是二者发挥功能的主要部位 。

在 Ｈ ＩＶ－

１ ／Ｓ ＩＶ 感染的急性期和慢性期 ， 表达 ＣＣＲ ５ 的粘膜 ＣＤ４
＋

Ｔ 细胞 以及

表达整合素
（

３７ 和趋化因子受体 ＣＣＲ６ 的外周 Ｈ ＩＶ－

丨 特异性 ＣＤ４
＋

Ｔ 淋 巴细胞的数

量都大幅度降低
［

１ ３ ６
， １ ３ ７

］
。 与之前 的报道

一

致
［

１ ０ ３
－

１ ０５
，１ ３ ８

，１ ３ ９
］

， 本研宄发现

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 ／Ｌ －

７ ７＾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下 降 ， 几 的低水

平表达可能影响宿主粘膜屏障 ， 进而参与 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的病理过程
［

１ ０４
， １ ４０

－

１ ４ ３
］

。

此外 ， 本研宄还发现 ／Ｕ ７Ｆ 、 几 －

／ ７兄４／／Ｚ －

／ ７ＡＣ 在 ＳＨ ＩＶ ／Ｓ １ 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表达均高于正常动物 ， 该结果表明 ， ＩＬ －

１ ７ 通路的多个关键成分在 Ｈ ＩＶ －

１ ／Ｓ Ｉ Ｖ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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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中受到 了影响 ，
Ｉ Ｌ －

１ ７Ｆ 、 丨 Ｌ －

１ ７Ｒ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ＲＣ 可能与 Ｈ ＩＶ ／Ａ ＩＤＳ 的发病机制

有关 ， 在 寻找 Ｈ ＩＶ ／Ａ Ｉ ＤＳ 治疗的新靶点时应予 以考虑 。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丨 Ｌ －

１ ７ Ｆ 作为 多种 炎症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 中重要 的细胞因子 ， 其

表达水平在疾病状态下通常会发生上调
［

１ １ ４
， １ １ ８

，
１ ２２

］
。 但 在 ＳＨ １Ｖ ／Ｓ １ 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却低水平表达 ， 可能是 丨 Ｌ －

１ ７Ａ
＋

细胞的大幅度减少所致 。 显

然 ，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中 ＩＬ －

１ ７Ａ
＋

细胞的减少并不能解释 ７Ｌ －

／ ７Ｆ 表达量的增加 ， 但

是并非所有 的 ＩＬ－

１ ７Ａ
＋

细胞都表达 ７Ｆ ， ＩＬ －

１ ７Ｆ
＋

细胞也并非都表达 ／Ｚ －

ｉ ７２
［

１ ４４
］

，

Ｔｈ ｌ ７ 之外的 ＩＬ －

１ ７Ｆ
＋

细胞可能是导致 ／Ｌ －

／ ７Ｆ 表达增加 的主要原 因 ， 有必要对

ＩＬ －

１ ７Ｆ
＋

细胞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中 的变化进行深入探讨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１ ７Ｆ 的功能

有所重叠但又各不相 同 ［
１ ４ ５

， １ ４６
］

， 二者在调节和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中均有重

要作用
［

１ ４７
， １ ４ ８

］
， 推测 ／Ｚ －

７ ７Ｊ 表达水平的下 降可能直接导致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 中

肠道屏障功能障碍 ， ／Ｚ －

／ ７Ｆ 可能补偿 了 表达降低的部分影响 ， ＩＬ －

１ ７Ｆ 在

维持肠道屏障功能中 的作用仍有待进
一

步研宄 。

对 ／Ｌ －

／ ７Ｊ／／Ｚ －

／ ７Ｆ 与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相关性分析发现 ， 在正常动物 中 ，

／Ｌ －

／ Ｚ／（ 和 ７Ｌ－

／ ７Ｆ 主要分布在紧密连接相关基因高水平表达的肠道组织 ， 说明在

生理条件下 ，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可能参与恒河猴肠道屏障功能的维持 ， 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动物中 ， ／Ｚ －

／ Ｚ４ 分别和 ＣＺＤＡ７ ７ 的表达存在正相关性 ， 这可能与

感染过程中 ＺＬ －

／ Ｚ４ 和紧密连接相关基因均表达下调有关 ， 说明 由紧密连接异常

引 起的粘膜功能损伤可能与 ／Ｌ －

ｉ ７＾ 的缺失存在
一

定的联系 。 感染动物中 ， ／Ｌ －

／ ７Ｆ

主要分布于屏障受损严重 （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水平低 ） 的部位 ， 这可能是机

体的
一

种代偿性调控行为 ， 提示病理状态下 ＩＬ－

１ ７Ｆ 可能在肠道紧密连接屏障功

能的修复中发挥
一

定 的作用 。

本研究对正常恒河猴体 内 几－

／ ７兄４ 和 ／Ｚ －

／ ７ＡＣ 的分布做 了探讨 ， 发现 ／Ｚ－

７ ７兄４

ｍ ＲＮＡ 在消化道 中 的平均水平低于淋 巴组织 ， 但 由 于肠道相关淋 巴组织的免疫

细胞超过其它 所有淋 巴组织 的 总 和 ， 因 此肠道相 关淋 巴组织 中 表达 的 总 的

Ｉ Ｌ －

１ ７ＲＡ 仍然可能是最多 的 。 提示肠道可能是 ＩＬ －

１ ７ＲＡ 发挥功能的主要部位 。 此

夕 卜 ， 本研宄发现 ＳＨ １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Ｌ －

／ ７兄４ 和 ／Ｉ －

／ ７７？Ｃ 表达水平均高

于对照动物 ， 事实上 ， 在多种炎症性疾病 中 ／Ｉ －

／ ７兄４ 和 ７Ｌ －

／ ７ＡＣ 的表达均会发生

上调 ， 类风湿性关节 炎患者体 内 ／Ｉ －

／ ７似 和 ／Ｕ ７ｉ？Ｃ 的过表达在该病 的发病机制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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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重要作用 ［
１ ４９

］
， 先天性 巨结肠患者的结肠上皮中 ／Ｚ －

／ ７７？ 和 ｄ ｃ ／ ｉ 的表达均发

生上调
［

１ ５ ０
］

， 但在 Ｈ ＩＶ／Ａ ＩＤＳ 中二者的表达变化未见报道 。 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

恒河猴肠道 中 ， ／Ｚ －

／ ７／Ｌ４ 和 ／Ｚ －

７ ＺＲＣ 表达水平升高且与 多种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

表达存在正相关性 ， 提示作为 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的受体 ， Ｉ Ｌ －

１ ７ＲＡ 和 丨 Ｌ －

１ ７ＲＣ 及其

下游信号可能在肠道上皮细胞受损时通过调控肠道紧密连接蛋 白 表达 的方式来

限制过度渗透和修复屏障完整性 ， 有必要对 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中 Ｉ Ｌ －

１ ７Ｒ 与肠道屏障功

能之间 的关系做进
一

步探讨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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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小结

１ ．ＳＨ 丨Ｖ ／Ｓ Ｉ 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ＣＸＺＷ５ ， ５ ， ／ ／ ， ７ ２ ， ７ ４ 的表达水平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 ， ＣＬＺ）Ａ＾ ，７ ，的表达较对照组没有 明 显变化 ；
ＣＹＸＷ５ ， ＆

／八 ／ ２ ，Ｗ 的表达两两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性 。

２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Ｌ －

／ Ｚ４ ｍＲＮＡ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且感染

动物 中 ７Ｌ －

／ Ｚ４ 分别与 ＣＬＤ７ＶＪ 和 ＣＺＤｉＷ ／ 表达呈显著正相关性 。

３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７Ｚ －

７ ７Ｆ和 ／Ｚ －

／ ７／？ｍＲＮＡ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 ， 在感染动物中 ， ／Ｚ －

／ ７Ｆ 分别与 ＣＬＤＭ５ ， ＜？ ， 以 ， ｉ ２ ， 以 表达呈显著负相

关 ；
／Ｚ －

／ ７／Ｍ 分别与 ＣＺＸＷ５ ，５ ，
７ ２ ， 表达呈显著正相关 ； 分别

与 ＣＺＸＷ２ ，４ ，７ ， ７ ５ 表达呈显著正相关 。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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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Ｉ Ｌ
－

１７Ａ／ Ｉ Ｌ
－ １７ Ｆ对 Ｈ ＩＶ － １

ｇｐ ｌ４０ 介导的肠道上皮屏障损伤

的保护作用

第
一

节 引 言

Ｈ ＩＶ／Ａ ＩＤＳ 相关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始发于 Ｈ Ｉ Ｖ－

丨 感染的早期 ， 微生物及其产

物通过受损的肠道进入机体 ， 刺激免疫 系统 引 起免疫活化 ， 可能是 贯 穿 Ｈ ＩＶ－

１

感染始终的病理机制
［

丨 ５ 丨
，

１ ５ ２
］

。 虽然长期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将感染者体 内

的病毒量控制在检测水平 以下 ， 并使系统的免疫活化维持在较低水平 ， 但肠道屏

障损伤仅能得到部分恢复 ， 这使得 Ａ ＩＤＳ 治疗方法的探索变得更加复杂
［

１ ４７
，１ ５ ３

］
。

作为肠粘膜屏障最重要的组成成分 ， 肠道上皮细胞间 的紧密连接结构在维持屏障

机械结构完整性和肠粘膜正常功能的执行 中 发挥 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 紧密连接结

构不仅能够维持屏障机械结构完整性 ， 对水 、 溶质等具有选择渗透性 ， 还能通过

限制膜脂和蛋 白 质 的横 向扩散来维持细胞极性 。 紧密连接表达异常会 引起肠道免

疫紊乱及肠道屏障破坏 ， 甚至危及生命 ［
１ ５ ４

， １ ５ ５
］

。 肠道屏障功能修复可降低微

生物移位和系统免疫活化 ， 对 Ａ ＩＤ Ｓ 的功能性治疗起到促进作用
［
１ ５ ６

］
。

目 前 ， 对 Ａ ＩＤ Ｓ 中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的机制知之甚少 ， 可能是病毒组分的存

在和病毒感染的 间接作用 引 起 了 紧密连接 的破坏
［
８ ８

］
。 己有大量报道指 出 ， 在

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感染过程中 ，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２ ０ 、 Ｔａ ｔ 蛋 白 以及 Ｈ ＩＶ－

Ｉ 粘膜上皮相关炎症过

程的激活均可诱导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下调 ， 致使粘膜屏障功能障碍Ｐ８
］

。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２０ 能够破坏血脑屏障和血视网膜屏障 中紧密连接的完整性

［
８２

，８４ ］
， 且

能够造成肺泡上皮和生殖道上皮屏障功能的紊乱
［

１ ５ ７
－

１ ５ ９
］

， 此外 ， Ｈ Ｉ Ｖ－

ｌｇｐ
ｌ ２ ０

对肠粘膜屏障的完整性也具有破坏作用
［
８ ８ＬＨ Ｉ 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为去除 了跨膜区和胞

内 区 的截短型 Ｈ ＩＶ－

１ 膜蛋 白 ， 它保存 了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２０ 和 ｇｐ４

１ 完整的膜外区结构 ，

其细胞毒性较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６０ 大大降低 ， 且与 Ｈ Ｉ Ｖ－

ｌ

ｇｐ ｌ ２ ０ 相 比 ， Ｈ ＩＶ－

］ｇｐ ｌ ４０ 具有

更多 的 中和表位
［

１ ６０
］

。 但 目 前关于 Ｈ ＩＶ－

ｌ

ｇｐ 

１ ４０ 对粘膜屏障功能的损伤研究较少 。

紧密连接的通透性可 以受多种细胞因子的调控
［
４ ８

，
丨 ６ 〗 ． １ ６２

］
， 已知 ＩＦＮ －

Ｙ 、

ＩＬ －

］ Ｐ
、 ＩＬ －４ 、 Ｉ Ｌ －６ 、 Ｉ Ｌ －

１ ３ 、 和 ＴＮＦ －ａ 等炎性细胞因子能够下调紧密连接相关基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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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的表达 ， 增加上皮通透性 ， Ｉ Ｌ －

１ ７ 、 ＴＧ Ｆ －

ｐ
、 ＥＧ Ｆ 等能够降低上皮通透性 ， 但

细胞 因 子在肠道 屏 障功 能恢复 中 的作 用 尚 不清楚 。 第
一

部分 的研宄 已指 出 ，

ＳＨ ＩＶ ／Ｓ 丨 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Ｚ －

／ Ｚ４ 、 ／Ｚ －

７ ７Ｆ 及 ／Ｚ －

／ ７兄４／／Ｚ －

／ ７ＡＣ 表达均发生

显著变化 ， 且这些因子与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均存在相关性 ， 这些结果提示

我们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丨 Ｌ －

１ ７Ｆ 及其受体可能参与 Ｈ ＩＶ ／Ａ １ Ｄ Ｓ 中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异

常的调控 。事实上 ， 己有报道指 出 ＩＬ －

１ ７Ａ 能够上调 ＣＨｉ 和 ＣＺＤｉＶ２ 的表达
［

１ ６２
］

，

但其对其它紧密连接蛋 白 的影响知之甚少 ， ＩＬ －

１ ７ 家族其它成员对紧密连接的调

控也鲜有报道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 Ｌ －

１ ７Ｆ 均 以 ＩＬ －

１ ７Ｒ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ＲＣ 为受体 ， 其受体结合 以后 ， 受体

中包含的 ＳＥＨＲ 结构域与下游的信号分子 Ａ ｃ ｔ ｌ 相互作用
［
１ １ ８

］
， 激活下游 ＥＲＫ ，

ＪＮＫ／ＳＡＰＫ ，ｐ ３ ８ ＭＡＰＫ 以及 ＮＦ －ｋＢ 等信号通路
［

１ １ １
，１ ６ ３

］
， 诱导产生多种细胞因

子 （
ＩＬ － ６ ，ＧＭ－Ｃ ＳＦ ，Ｇ －Ｃ ＳＦ

）
、 抗菌肽 （

Ｓ １ ００Ａ ８ ，Ｓ １ ００Ａ ９ ， ｐ
－

ｄｅｆｅｎ ｓ ｉｎ －２
）

、 趋化因

子 （
ＣＸＣＬ １ ，ＣＸＣＬ５ ，ＣＣＬ２ ，ＣＣＬ７ ，ＣＣＬ２０

）
、 基质金属蛋 白酶 （

ＭＭＰ １ ，ＭＭＰ ３ ，

ＭＭＰ９ ， ＭＭＰ １ ２ ， ＭＭＰ １ ３
） 以及黏蛋 白 （

ＭＵＣ ５ＡＣ ， ＭＵＣ ５Ｂ
） ［

１ ６４
］

。 Ａ ｃ ｔ ｌ 是 ＩＬ － ＾Ｒ

通路中
一

种重要的信号转导元件 ， 其缺失可导致 ＩＬ －

１ ７ 下游信号 的激活存在选择

性缺陷 ［
１ ６ ５

］
。 在肠道粘膜 中 ， ＩＬ －

Ｉ ７／ １ Ｌ －

１ ７Ｒ 通路在抑制肠道上皮周 围细菌 的繁殖 ，

维持粘膜屏障完整性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

１ １ １
，

１ ２３
，１ ２４

］
。 ＮＦ －ｋＢ 是 ＩＬ －

１ ７Ｒ 下

游的
一

个重要的信号通路 ， ＩＬ －

１ ７Ｒ 可 以通过 ＥＲＫ 、 ＪＮＫ ／ＳＡＰＫ 、 ｐ３
８ＭＡＰＫ 和

ＴＲＡＦ －６ 依赖的 ＮＦ －ｋＢ 信号通路调控免疫相关受体 、 细胞因子 、 炎症因子 、 粘附

分子等靶基因的表达 。 有报道 曾指 出 ＩＬ －

１ ７Ａ 可能通过 Ｒａ ｓ
－Ｒａｆ－ＭＥＫ －ＥＲＫ 这

一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促进 Ｔ８４ 细胞间紧密连接的形成
［

１ ６２
］

， 但 ＩＬ －

１ ７ 影响紧密连接

的其它分子基础仍有待进
一

步探讨 。

本部分利用 Ｃａｃｏ －２ 细胞作为肠道上皮屏障的体外研究模型 ， 检测 了Ｈ １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介导 的肠道上皮损伤 中 多种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 ， 探讨 了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介导 的屏障损伤的影响并对参与该生物过程的信号通路

进行 了初步探讨 。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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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材料和方法

１ 实验材料及试剂

１ ． １ 主要仪器设备

（ １ ）ＷＤ －

９４０ ５Ｂ 水平摇床 （ 北京市六
一

仪器厂 ）

（ ２ ）Ｓ ａｎｙｏＣ０２恒温细胞培养箱 （ ＳＡＮＹＯ ，Ｊ ａｐａｎ ）

（ ３ ）ＲＯＴＡＮＴＡ ４６Ｒ台式冷冻离心机 （ ＲＯＴＡＮＴＡ ， Ｇ ｅ ｒｍ ａｎｙ ）

（ ４ ）Ａｍ ｅ ｒｓｈａｍ Ｉｍ ａｇｅ ｒ６００成像仪 （ Ａｍ ｅ ｒｓ ｈａｍ ， Ｕ ＳＡ ）

（ ５ ） 电热恒温水槽 （上海
一

恒科技有限公司 ）

（ ６ ）ＤＹＣ Ｐ－４０Ｃ 型 电泳仪及 ＤＹＹ－

７Ｃ 型 电泳仪 （ 北京市六
一

仪器厂 ）

（ ７ ）ＤＹＹ－

３ １ Ａ 型水平 电泳槽 （ 北京市六
一

仪器厂 ）

（ ８ ） 振荡器 （ Ｅ
ｐｐｏ

ｒｄｏｒｆ ， Ｇ ｅ ｒｍ ａｎｙ ）

（ ９ ）Ｅｐｏｃｈ２ 微孔板分光光度计 （ Ｂ ｉｏＴｅｋ ，Ｕ ＳＡ ）

（ １ ０ ）８ ５
－２ 定时恒温磁力搅拌器 （ 上海司 乐仪器有限公司 ）

（ １ １ ）Ｍ ｉ ｌ ｌ ｉｃ ｅ ｌ ｌ

－ＥＲＳ电阻仪 （ Ｍ ｉ ｌ ｌ ｉ

ｐｏ
ｒｅ ， Ｕ ＳＡ ）

（ １ ２ ） 细胞计数仪 （ Ｎ ｉｈｏｎＫｏｈｄｅｎ ， Ｊ ａｐ ａｎ ）

（ １ ３ ）ＦＡＣ ＳＣ ａ ｌ ｉｂｕ ｒ流式细胞仪 （ ＢＤＢ ｉ ｏ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 ，ＵＳＡ ）

其它仪器设备同第
一

部分 。

１ ．２ 主要试剂及抗体

动物组织及细胞总 蛋 白 提 取试剂盒 购 自 康 为世 纪生物科技有 限 公 司 ；

Ｓ ｕｐｅ ｒＳ ｉｇｎａ
ｌ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ｔ增 强试 剂 盒 、 Ａ ｃ ｔ ｌ干 扰ＲＮＡ及Ｌ ｉ

ｐｏ
ｆｅｃ ｔａｍ ｉ ｎｅ

？

ＲＮＡ ｉＭＡＸ 转染试剂购 自美 国 Ｉ ｎｖ ｉ ｔ ｒｏｇｅｎ ；Ｓ ｕ
ｐ
ｅ ｒ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Ｗｅ ｓ ｔ Ｆｅｍ ｔｏ 底物超敏试剂

盒购 自 美 国 Ｐ ｉ ｅ ｒｃｅ
；ＤＭＥＭ 培养基 、 胰酶 （ ０ ．２ ５％Ｔｒｙｐｓ ｉ ｎ

－ＥＤＴＡ ） 和 １ ０〇 ｘ青链

霉素购 自 Ｈｙｃ ｌ ｏｎ ｅ
； 胎牛血清 、 丙酮酸钠和非必须氨基酸均购 自 Ｇ ＩＢ ＩＣＯ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购 自Ｓ ｉ ｎｏＢ ｉ ｏ ｌｏｇｙｃａ ｌ Ｉ ｎ ｃ
； 人重组 Ｉ Ｌ －

１ ７Ａ 、 人重组 １ Ｌ －

１ ７Ｆ和Ｆ ＩＴＣ －ｄ ｅｘｔｒａｎ

购 自 Ｓ ｉｇｍ ａ
；ＲＮＡ ｉ ｓｏＰ ｌ ｕ ｓ 购 自 日 本 ＴａＫ ａＲａ

；ＢＣＡ 法蛋 白 定量试剂盒及 ＮＦ －ｋＢ

信号通路选择性抑制剂 ＢＡＹ  １ １

－７０ ８ ２ 购 自 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公司 ；
ＭＡＰＫ 信

号通路选择性抑制剂 Ｕ ０ １ ２ ６ 购 自 华中海威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

ＲＥＬＡ（ ＮＦ －

ＫＢ －

ｐ ６
５ ） 多 克隆抗体购美 国Ａ Ｂ ｃ ｌ ｏｎａ ｈＡ ｃ ｔ ｌ和Ｎ Ｆ －ｋＢ －

Ｐ６
５

（ ｐ
ｈｏ ｓｐ

ｈｏＳ ｅｒ５ ２ ９
） 多克隆抗体购 自 美 国 Ｉｍｍ ｕ ｎ ｏＷａｙ ；Ｐ３ ８ＭＡ ＰＫ

（
ＰＴ １ ８０／ＰＹ １ ８２

）

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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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克隆抗体购 自美国 ＢＤ
；Ｐ ３ ８ＭＡ ＰＫａ ｌ

ｐ
ｈ ａ 多 克隆抗体 、 ＣＬＤＮ １ 多克隆抗体 、

ＯＣＬＮ 多克隆抗体及 Ｚ０ －

１ 单克隆抗体均购 美国 丨 ｎｖ ｉ ｔ ｒｏｇｅ ｎ ； Ｐ
－

ａｃ ｔ ｉ ｎ 单克隆抗体

购 自 北京博奥龙免疫技术有限公司 ；
山 羊抗兔 Ｉ ｇＧＨ ＲＰ 标记二抗购 自 康为世纪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山 羊抗 鼠 ｌ

ｇＧＨ ＲＰ 标记二抗购 ｆｔ 美 国 Ｓ ａｎ ｔａＣ ｒｕ ｚ 。

１ ．３ 主要溶液及配制

（ １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与细胞结合缓冲液 ： ＨＥＰＥＳ １ ０ｍＭ ，Ｎ ａＣ １ １ ５ ０ｍＭ ，ＭｎＣ ｌ
２１

ｍＭ ，ＣａＣ ｌ
２
０ ． １ ｍＭ ， Ｂ ＳＡ ０ ． ５％ ，Ｎ ａＮ ３０ ． ００９％ ， 加入８ ００ ｍＬ去离子水充

分溶解 ， 定容至 １ Ｌ ， ４
°

Ｃ保存备用 。

（ ２ ）ＳＤ Ｓ －ＰＡＧＥ缓冲液 ： Ｔｒ ｉ ｓ
－Ｂａｓｅ３ ． ０２

ｇ ， 甘氨酸 １ ８ ． ８
ｇ ，ＳＤＳ ］ ． ０

ｇ ， 加入８００

ｍＬ 去离子水充分溶解后定容至 １ Ｌ ， 室温保存备用 。

（ ３ ） 转膜缓冲液 ： Ｔｒ ｉ ｓ
－Ｂａ ｓｅ０ ． ３ ０ ３

ｇ ， 甘氨酸６ ． ９０６
ｇ ， ＳＤＳ １ ．０

ｇ ， 加入８ ００ｍＬ

去离子水充分溶解后定容至 １ Ｌ ， 室温保存备用 。

（ ４ ）ＰＢ ＳＴ 缓冲液 ： ０ ． １Ｍ 磷酸盐缓冲液 ５ ００ｍＬ ， 加入 １ｍ ＬＴｗｅｅｎ
－２０ 充分混

匀后室温保存备用 。

（ ５ ）ＴＢ ＳＴ缓冲液 ： Ｎ ａＣ １ ８ ．０ ｇ ， ＫＣ １ ０ ．２ ｇ ，
ｌ Ｍ Ｔｒ ｉ ｓ

－ＨＣＫ ｐＨ值为７ ． ５ ） ５ ０ ｍＬ ，

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 ． ５ｍＬ ， 力口入 ８００ｍＬ 去离子水充分溶解后定容至 １ Ｌ ， 室温保

存备用 。

（ ６ ）５％脱脂牛奶 ： 脱脂乳 ５ ｇ ， 加入 ｌ ＯＯ ｍＬ ＴＢ ＳＴ 缓冲液充分溶解 ， ４
°

Ｃ保存

备用 。

（ ７ ）３％脱脂牛奶 ： 脱脂乳 ３ ｇ ， 加入 ｌ ＯＯ ｍＬ ＴＢ ＳＴ 缓冲液充分溶解 ， ４
°

Ｃ保存

备用 。

（ ８ ）５ ＞＜ ＳＤ Ｓ
－ＰＡＧＥＬｏａｄ ｉ ｎｇ

Ｂ ｕｆｆｅ ｒ ： １Ｍ Ｔｒ ｉ ｓ
－ＨＣ ｌ（ ｐＨ值为６ ． ８ ） １ ． ２ ５ｍ Ｌ

， 甘油

２ ． ５ｍＬ ， ＳＤＳ０ ． ５
ｇ ， 溴酸蓝 ２５ｍｇ ， 加入去离子水定容至 ５ｍ Ｌ ， 室温保

存备用 ， 使用前加入 ２ ５ ０
ｐ
Ｌ

ｐ
－巯基 乙醇 。

（ ９ ） １ ０％ＳＤＳ －ＰＡＧＥ分离胶 ： ３ ０％Ａ ｃｒｙ ｌ ａｍ ｉ ｄｅ １ ． ７ｍ Ｌ ， １ ． ５ＭＴ ｒ ｉ ｓ
－ＨＣ Ｉ（ ｐＨ值

为８ ． ８ ） １ ． ３ｍ Ｌ ，１ ０％ Ａ ＰＳ０ ． ０ ５ｍ Ｌ ， １ ０％ＳＤ Ｓ０ ． ０ ５ｍＵ去 离子水２ ． ０ｍ Ｌ ，

ＴＥＭ ＥＤ ２
 ｊ
ｘＬ 。

（ １ ０ ） １ ２％ＳＤ Ｓ
－ＰＡＧ Ｅ分离胶 ： ３ ０％Ａ ｃ ｒｙ ｌ ａｍ ｉ ｄ ｅ２ ． ０ｍ Ｌ ， １ ． ５Ｍ Ｔ ｒ ｉ ｓ

－ＨＣ ｌ（ ｐ
Ｈ值

＾］ ８ ． ８ ） １ ． ３ ｍ Ｌ ，１ ０％ Ａ ＰＳ ０ ． ０ ５ｍ Ｌ ， １ ０％ＳＤＳ０ ． ０ ５ｍ Ｌ
，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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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ＥＤ ２ ｐＬ 。

（ ］ １ ） １ ５％ ＳＤＳ
－ＰＡＧＥ分离胶 ： ３ ０％ Ａ ｃ ｒｙ ｌ ａｍ ｉ ｄｅ ２ ． ５ ｍＬ ， １ ． ５ Ｍ Ｔｒ ｉ ｓ

－ＨＣ ｌ（
ｐ
Ｈ值

为８ ． ８ ） １ ＿ ３ｍ Ｌ ， １ ０％ ＡＰＳ０ ． ０ ５ｍ Ｌ ， １ ０％ＳＤＳ０ ． ０ ５ｍＬ ， 去离子水１ ．２ｍＬ ，

ＴＥＭＥＤ ２
叫 。

（ １ ２ ）４％ＳＤ Ｓ －ＰＡＧＥ浓缩胶 ： ３ ０％Ａ ｃ ｒｙ ｌ ａｍ ｉ ｄｅ０ ． ５ｍＬ ， １ ． ５Ｍ Ｔｒ ｉ ｓ
－ＨＣ ｌ（ ｐＨ值为

６ ． ８ ） ０ ． ３ ８ ｍＬ ，１ ０％ ＡＰＳ ０ ． ０３ ｍ Ｌ ， １ ０％ ＳＤＳ ０ ． ０３ ｍＬ ， 去离子水２ ． １ ｍＬ ，

ＴＥＭＥＤ ３
 ｜

＿ｉＬ 〇

其它溶液及配制 同第
一

部分 。

１ ．４ 主要生物学软件

蛋 白 免疫印迹条带光密度分析软件 ： Ｉｍ ａ
ｇｅ Ｊ 。

流式细胞术数据分析软件 ： Ｆ ｌ ｏｗ ｊ ｏ７ ． ６ ． １

其它生物学软件 同第
一

部分 。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的阳性分选

（ １ ）ＰＢＭＣ 计数后 ３ ００ｒｅｆ 离心 ｌ Ｏｍ ｉｎ ， 小心弃尽上清 。

（ ２ ） 每 １ ０
７

个细胞中加入 ８０ 队 分选缓冲液使 ＰＢＭＣ 重悬 。

（ ３ ） 每 １ ０
７

个细胞 中加入 ２ ０ 此 ＣＤ４Ｍ ｉ ｃｒｏＢ ｅａｄ ， 充分混匀后置于 ４

°

Ｃ孵育 １ ５

ｍ ｉ ｎ 〇

（ ４ ） 每 １ ０
７

个细胞 中加入 １ 至 ２ｍ Ｌ 的分选缓冲液 ， ３ ００ｒｅｆ离心 １ ０ｍ ｉｎ ， 小心

弃尽上清 。

（ ５ ） 加入 ５ ００
ｐ
Ｌ 分选缓冲液使细胞重悬 （细胞数量不超过 １ ０

８

） 。

（ ６ ） 将 Ｍ Ｓ 分选柱置于分选器上并加入 ５ ００ｐＬ 分选缓冲液冲洗 Ｍ Ｓ 分选柱 。

向 Ｍ Ｓ 分选柱中加入细胞悬液 ， 流 出 的液体即为磁珠未标记的细胞 ， 待细

胞悬液完全流 出后 ， 向 Ｍ Ｓ 分选柱 中加入分选缓冲液冲洗 ３ 次 ， 每次 ５ ００

（

ｘＬ 〇

（ ７ ） 从分选器 中取下 Ｍ Ｓ 分选柱 ， 向其 中加入 １ｍＬ 分选缓冲液并收集流 出 的

液体 。

（ ８ ） 重复操作步骤 （ ７ ） 。

（ ９ ） 向收集液 中加入 ＲＰＭ １

－

１ ６４０ 全培养基并离心 ２？３ 次 ， 去除分选缓冲液 ，

６ ６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第二部分

即得到富集的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 。

２ ．２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的培养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从健康人 ＰＢＭＣ 中 分选获得 ， 培养基为含有 丨 ０％胎牛血清 、

１ ００Ｕ ／ｍ 丨 青霉素及链霉素 的 ＲＰＭ １

－

１ ６４０ 完全培养基 ， 在含 １ Ｌ －２ 的完全培养基 中

加入 ＰＨＡ 至终浓度为 ２
ｐｇ ／ｍＬ ，５％Ｃ０ ２ ，３ ７

°

Ｃ 条件下刺激培养 ３ 天备用 。

２ ．３Ｃａｃｏ －２ 细胞的培养及处理

人结肠腺癌细胞 Ｃａｃｏ
－２ 由本实验室保存 ， 培养基为含有 １ ０％胎牛血清 、 １ ００

Ｕ ／ｍ ｌ 青霉素及链霉素 、 １ ％丙酮酸钠 、 １ ％谷氨酰胺和 １ ％非必须氨基酸的 ＤＭＥＭ ，

培养条件为 ５％ Ｃ０
２ ，３ ７

°

Ｃ静置培养 。

在 Ｉ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及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影响 的

实验中 ，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 以 １ ０

６

个 ／孔的密度接种到 ６ 孔板中 ， 待细胞单层铺满率达

到８０
？

９０％ ， 加入Ｉ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至终浓度为１ ００ ｎｇ／ｍ Ｌ ， 或加入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至终浓度为 １ｇｇ／ｍＬ ，３ ７

°

Ｃ培养 ２４ｈ 后收集细胞进行转录水平检测或 ４ ８ｈ 后收

集细胞进行蛋 白水平检测 。

在信号通路抑制实验 中 ，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 以 １ ０

６

个 ／孔的密度接种到 ６ 孔板中 ， 待

细胞单层铺满率达 到 ８０
？

９０ ％ ， 向 细胞上清液 中 加入 ＮＦ －

ｋＢ 选择性抑制剂

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８２（ Ｉ Ｏ
ｊ

ｉＭ ） 或 ＭＡＰＫ 选择性抑制剂 Ｕ ０ １ ２ ６（ １ ０ ｐＭ ） ， 对照组 中加入

相 同体积的 ＤＭＳＯ ，３ ７

°

Ｃ孵育 ２ｈ 后 ， 小心弃掉上清并用 ＰＢ Ｓ 缓慢清洗细胞 ２

次 ， 加入ＩＬ －

１ ７Ａ（ １ ００ ｎｇ／ｍＬ ） 、 Ｉ Ｌ －

１ ７Ｆ（ １ ００ ｎｇ ／ｍＬ ） 或Ｈ Ｉ 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１

 ｜

ｉｇ／ｍＬ ） ，

３ ７

°

Ｃ培养 ２４ｈ 后收集细胞进行转录水平检测或 ４ ８ｈ 后收集细胞进行蛋 白水平检

测 。

２ ．４Ｃａｃｏ－２ 单层屏障模型的构建及屏障功能检测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 以 １ ０
５

个／ｃｍ
２

的密度接种到 ２４ 孔嵌入式培养皿中 ， 每 ２？３ 天更

换新鲜培养基 ， 连续培养 】 ８
￣

２ １ 天 ， 跨上皮细胞 电阻值 （ ＴＥＲ ） 达到 ５ ００Ｄ ． ｃｍ
２

说 明细胞单层屏障模型构建成功 。

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可通过测定 ＴＥＲ 和测定上皮对 Ｆ Ｉ ＴＣ －Ｄｅｘ ｔ ｒａｎ 的透过率

进行评估 。 向 Ｃ ａｃｏ
－

２ 细胞单层屛障模型 的嵌入式培养皿上层小室加入 １ Ｌ －

１ ７Ａ

（ １ ００ ｎｇ／ｍＬ ） 、 １ Ｌ －

１ ７ Ｆ（ １ ００ ｎｇ／ｍ Ｌ ） 或Ｈ Ｉ 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 ｌ ｐｇ／ｍ Ｌ ） ，３ ７

°

Ｃ 孵育
一

定

时 间 （ 见结果 ） 后进行屏障功能测定 。 在 ＴＥＲ 的测 定试验 中 ， 将孵育完成的细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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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室温静置 １ ０ｍ ｉ ｎ ， 用 Ｍ ｉ ｌ ｌ ｉ ｃｅ ｌ ｌ

－ＥＲＳ 电阻仪测定 ＴＥＲ 。 在测定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透

过 率 的 试 验 中 ， 向 嵌 入 式 培 养 皿 上 层 小 室 加 入 终浓 度 为 ２ ． ５ｍｇ／ｍＬ 的

ＨＴＣ －Ｄｅｘｔ ｒａｎ 并在 ３ ７

°

Ｃ孵育 ３ ｈ ， 收集下层培养液 ， 用荧光分析系统 （ ＴｅｃａｎＧＥＮ ｉ ｏ ｓ

ｒｅａｄ ｅ ｒ ） 分析培养液中 Ｆ ＩＴＣ －Ｄ ｅｘｔ ｒａｎ 的焚光强度 。

２ ．５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与细胞结合实验

（ １ ） 单细胞悬液的制备 ： 将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接种于 ２ ５Ｔ 细胞培养瓶中 ， 待细胞单

层铺满后 ， 用 ＰＢ Ｓ 洗 ３ 次 ， 加入适量胰酶消化并收集细胞于 １ ５ｍＬ 离心

管 中 ， １ ０００ 卬 １１１ 室温离心 ５ １１１ 丨 １１ ， 弃液 ， 加入 ２ １１１ １＾８ ３ 重悬细胞 ， １ ０００ 卬 １１１

室温离心 ５ｍ ｉ ｎ ， 弈液并加入 １ｍ ＬＢ ｉ ｎ ｄ ｉ ｎｇＢ ｕｆｆｅ ｒ 轻柔重悬细胞后备用 ；

ＣＤ４

＋

Ｔ 淋 巴细胞为悬浮细胞 ， 直接收集细胞于 １ ５ｍＬ 离心管中 ， 按上述

步骤离心备用 。

（ ２ ） 细胞计数 ： 取 １ ０细胞悬液加入 ９０ 叫 ＰＢ Ｓ 中进行 １ ０ 倍稀释 ， 用移液

器轻柔混匀 ， 用细胞计数仪对细胞进行计数 。

（ ３ ） 将步骤 （ １ ） 中 的细胞分装到流式管中 ， 每管的细胞数量约为 １ ０
６

个 。

（ ４ ） 分别 向每管 中加入
一

定量的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ＦＣ 蛋 白 ， 轻微震荡混匀后冰上

孵育 ３ ０ｍ ｉ ｎ 。

（ ５ ） 每管 中加入 ５ ００
 ｆ

ｉＬＢ ｉｎｄ ｉｎｇ
Ｂ ｕｆｆｅ ｒ ， 轻微震荡混匀 ， １ ０００ｒ

ｐｍ 室温离心 ５

ｍ ｉｎ ， 弃液 。

（ ６ ） 重复操作步骤 （ ５ ） ， 弃液后每管 中加入抗人 Ｉ
ｇ
Ｇ －ＦＣ Ｆ ＩＴＣ 标记的二抗 ， 室

温避光孵育 ３ ０ｍ ｉｎ 。

（ ７ ） 重复操作步骤 （ ５ ） 两次 ， 每管 中加入 ２ ００
ｈＬ ＰＢ Ｓ ， 震荡使细胞成为单细

胞悬液 ， 用 ＦＡＣＳＣ ａ ｌ ｉ ｂ ｕ ｒ 收集细胞 。

２ ．６ 基因标准品 的构建

方法同第
一

部分 ， ＲＴ－ＰＣ Ｒ 扩增 引 物序列及参考基因见表 ２ ． １ 。

表 ２ ． １ＲＴ－ＰＣ Ｒ 引 物序列及参考基因

Ｔａｂ ｌ ｅ２ ． １Ｔｈ ｅ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ｓｅ
ｑ
ｕ ｅｎ ｃ ｅ ｓａｎｄｒｅ ｆｅ ｒｅｎ ｃ ｅ

ｇｅｎ ｅ ｓｆｏ ｒＲＴ－ＰＣＲ

Ｐｒ ｉｍ ｅ ｒｎａｍ ｅ Ｓ ｅ
ｑ
ｕ ｅ ｎ ｃｅ５

＇

－

３

＇

 Ｒｅ ｆｅ ｒｅｎ ｃ ｅ
ｇｅｎ ｅ ｓ

ＣＬＤＮ１
ｐｒ ｉｍ ｅ ｒ ＦＧＣＧＡＣＡ ＡＣＡＴＣＧＴＧＡ Ｃ ＮＭ０２ １ １ ０ １ ．４

；ＮＭ００ １ １ ９３ ９６９ ． １

ＣＬＤＮ １
ｐｒ ｉｍ ｅ ｒ ＲＡＣ ＡＧＧＡＡＣＡＧＣＡ ＡＡＧＴＡＧ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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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ＤＮ３
ｐｒ ｉｍ ｅ ｒＦＧＧＴ ＣＣＧＣＣＡ ＡＣＡ ＣＣＡ ＴＴＡ ＴＣＣＧＮＭＯＯ  １ ３ ０ ６ ． ３

；ＮＭ０ ０ １ １ ９４ ５ ６２ ． １

ＣＬＤＮ３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ＴＣＣＴＴＧＣＧＧＴＣＧＴＡＧＧＣＴＧＴＧ

ＯＣＬＮ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ＧＣＡＴＴＧＣＴＣＡＴＣＣＴＧＡＡＧＡＴＣＵ ５ ３ ８２ ３ ． １
；ＸＭ

—

００２ ８ ０４４０ ３ ． １

ＯＣＬＮ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ＣＴＧＣＴＣＴＴＧＧＧＴＣＴＧＴＡＴ ＡＧＣ

ＺＯ －

１
ｐ

ｒ ｉｍ ｅ ｒ ＦＣＧＧＡＴＧＧＴＧＣＴＡＣＡＡＧＴＧＮＭ ００ ３ ２ ５ ７ ．４
；ＸＭ ００２ ８ ０４６ ９２ ． １

ＺＯ－

１
ｐｒ ｉｍｅｒ ＲＣＡＧＧＧＧＡＧＴＣＴＡＴＴＣＴＡＴＧ

２ ． ７ 细胞中 的总 ＲＮＡ 提取

ＲＮＡ ｉ ｓｏＰ ｌ ｕ ｓ 法提取细胞中总 ＲＮＡ 。

（ １ ） 向 １ ０
７

个细胞中加入 ｌ ｍ ＬＲＮＡ ｉ ｓｏＰ ｌ ｕ ｓ ， 将裂解后 的样 品室温放置 ５
￣

１ ０

ｍ ｉｎ ， 使核蛋 白 与核酸完全分离 。

（ ２ ） 加入 ０ ． ２ｍＬ 三氯 甲烷 ， 剧烈震动 １ｍ ｉ ｎ ， 室温放置 ５ｍ ｉ ｎ ，１ ２０００ 卬ｍ ４

°

Ｃ

离心 １ ０ｍ ｉｎ 。

（ ３ ） 吸取上层水相并转移至 ＲＮ ａ ｓ ｅＦ ｒｅｅ 离心管 中 ， 加入等体积的异丙醇 ， 混

匀后于－

２０

°

（：放置 ３ ０ 〇１比 。

（ ４ ） １ ２０００ ｒ
ｐ
ｍ ４

°

Ｃ离心 ｌ Ｏ ｍ ｉ ｎ ， 弃上清液 。

（ ５ ） 加入 １ｍ ｌ７ ５％的 乙醇洗涤沉淀 ， １ ２０００ｒｐｍ ４

°

Ｃ离心 ５ｍ ｉｎ ， 弃上清 ， 室温

干燥５
￣

１ ０ｍ ｉｎ 。

（ ６ ） 加入 ３ ０
？

５ ０ 队 ＲＮ ａ ｓ ｅＦ ｒｅｅｄｄＨ ２０ 充分溶解 ＲＮＡ ， 将 ＲＮＡ 溶液分装后置

于－

８０

°

Ｃ保存备用 。

２ ．８ 实时焚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方法同第
一

部分 ， 扩增 引 物及探针序列 见表 ２ ．２ 。

表 ２ ． ２ 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引 物探针序列及参考基因

Ｔａｂ ｌ ｅ２ ．２Ｐ ｒ ｉｍ ｅ ｒｓａｎｄ
ｐ ｒｏｂｅｓｅｑ

ｕ ｅ ｎ ｃ ｅ ｓａｎ ｄｒｅ ｆｅ ｒｅｎ ｃｅ
ｇｅ ｎ ｅ ｓｆｏ ｒＲｅ ａ ｌ

－

ｔ ｉｍ ｅＲＴ－ＰＣＲ

Ｐ ｒ ｉｍ ｅ ｒ ｎ ａｍ ｅ Ｓ ｅｑｕ ｅ ｎ ｃ ｅ５
’

－

３

’

 Ｒｅｆｅｒｅｎ ｃ ｅｓｅｑ ｕ
ｅｎ ｃ ｅ

ｑ
ＣＬＤＮ ｌ

ｐ
ｒ ｉｍ ｅｒＦＧＴＣＴＴＴＧＡＣＴＣＣＴＴＧＣＴＧＡＡＴＣＴＧＮＭ０２ １ １ ０ １ ． ４

；ＮＭ００ １ １ ９ ３ ９６ ９ ． １

ｑ
ＣＬＤＮ ｌ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ＲＴＴＧＣＴＡ ＴＣＡＣＴＣＣＣＡＧＧＡＧＧＡＴ

ｑＣＬＤＮ ｌ
ｐ

ｒｏｂｅＣＡＧＣＡＣＡＴＴＧＣＡ ＡＧＣＡＡＣＣＣＧＴＧ

ｑＣＬＤＮ３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ＧＴＣＣＧＣＣＡＡＣＡＣＣＡＴＴＡＴＣＣ ＮＭ００ １ ３ ０ ６ ． ３
；ＮＭ００ １ １ ９４ ５ ６２ ． １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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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ＣＬＤＮ３

ｐ ｒ ｉｍ ｅｒ ＲＧＴＡ ＣＡＧＧＣＴＣＧＴＧＣＣＣＡＴＣＴ

ｑ
ＣＬＤＮ３

ｐ
ｒｏｂｅＴＡＣ ＡＡＣＣＣＣＧＴＧＧＴＧＣＣＴＧＡＧＧＣ

ｑ
ＯＣｉ ｙＶ

ｐｒ
ｉｍ ｅ ｒＦＴＣＡＧＣＣ ＡＴＧＴＣＡ ＴＣＣＡＧＧ Ｕ ５ ３ ８２ ３ ． １

；ＸＭ００２ ８ ０４４０ ３ ． １

ｑ
ＯＣＬ ／Ｖ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ＡＧＡ ＴＧＧＣＡＡＴＧＣＡＣＡＴＣＡ ＣＡ

ｑＯＣＬＮ ｐ
ｒｏｂ ｅＣＴＣＴＴＧＡＡＡＧＴＣＣＡＣＣＴＣＣＴＴ ＡＣＡ Ｇ

ｑ
ＺＯ－

１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ＡＣＡ ＡＧＴ ＧＡＴＧＡＣＣＴＴ ＧＡＴ ＴＴＧＣＡＴＮＭ００ ３ ２ ５ ７ ． ４

；ＸＭ００２ ８ ０４６９２ ． １

ｑ
ＺＯ－

１
ｐｒ

ｉｍ ｅｒＲＧＴＣＴＡＣＴＧＴＣＣＧＴＧＣＴＡＴ ＡＣＡ ＴＴＧＡＧＴ

ｑ
ＺＯ－

１
ｐｒｏｂ ｅＡＴＧＡＴＣＧＴＣＴＧＴＣＣＴ ＡＣＣＴＧＴ ＣＡＧＣＴＣＣＡ

２ ．９ 蛋 白免疫印迹

２ ．９ ． １ 细胞中总蛋 白 的提取

向预冷的蛋 白抽提试剂中加入 １％体积的蛋 白酶抑制剂 ， 配制成蛋 白抽提工

作液 ， 工作液要求现用现配 。 向 １ 〇
６

个 Ｃａｃ ｏ
－

２ 细胞 中加入 ２００
ｐＬ 蛋 白抽提工作

液 ， 冰上孵育 ２ 〇 １１１ 丨 １１ ， １ ００〇 １＾ ４
°

（：离心 １ ５ １＾ １１ ， 收集上清并分装 。

２ ．９ ．２ 蛋 白浓度测定

按照 ＢＣＡ 蛋 白浓度测定试剂盒说 明书测定蛋 白浓度 。

（ １ ） 取 ０ ． ８ｍＬ 蛋 白标准配制液加入 ２０ｍｇ
Ｂ ＳＡ 蛋 白标准 中充分溶解 ， 配制成

２ ５ｍｇ／ｍ Ｌ 蛋 白标准溶液 。

（ ２ ） 取适量 ２５ｍｇ ／ｍＬ 蛋 白标准溶液 ， 加入 ＰＢ Ｓ 稀释至终浓度为 ０ ． ５ｍ ｇ／ｍＬ 。

（ ３ ） 取 ５ ０ 体积 ＢＣＡ 试剂 Ａ 加入 １ 体积 ＢＣＡ 试剂 Ｂ ， 充分混匀后配制成 ＢＣＡ

工作液 。

（ ４ ） 将蛋 ｄ 标准 品按照 ０ ， １ ， ２ ，４ ，８ ， １ ２ ， １ ６ ，２ ０
ｐ
Ｌ 加入 ９６ 孔板的标准品

孔 中 ， 加 ＰＢ Ｓ 将各孔补足到 ２ ０
｜

ｉＬ 。

（ ５ ） 向 ９ ６ 孔板的样 品孔中加入 ２
 ｊ

ｘＬ 待测蛋 白样品 ， 每孔加入 １ ８
ｐ
ＬＰＢ Ｓ 。

（ ６ ） 向 各标准 品孔和各样 品孔 中分别加入 ２００ｐＬＢＣＡ 工作液 ， ３ ７

°

Ｃ放置 ３ ０

ｍ ｉ ｎ 。

（ ７ ） 将 ９ ６孔板放入酶标仪中 ， 测定 Ａ ５ ６２ ， 根据标准 曲线计算蛋 白样 品 的浓度 。

２ ．９ ．３ＳＤＳ －ＰＡＧ Ｅ

（ １ ） 配制浓缩胶及分离胶 ， 将装好的凝胶板放置于 电泳槽中 ， 加入 ＳＤ Ｓ
－ ＰＡＧＥ

７ ０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 论文


第二部分

电泳缓冲液 。

（ ２ ） 向 收集的蛋 白样 品 中加入适量 ５ ＞＜ ＳＤＳ
－ＰＡＧＥＬｏａｄ ｉｎｇＢ ｕ ｆｆｅ ｒ ， 混匀后煮沸

１ ０ｍ ｉ ｎ 使蛋 白 充分变性 。

（ ３ ） 待变性的蛋 白样品冷却到室温后 ， 将其直接上样到 ＳＤＳ －ＰＡＧ Ｅ 胶加样孔

内 ， 上样时需根据不 同蛋 白样 品 的浓度调节上样体积 ， 保证每孔的上样蛋

白量
一

致 。 样 品孔旁需加入 ５
ｎＬ 预染蛋 白质分子量标准液 。

（ ４ ） 连接 电源 ， 设定 电压为 ８０Ｖ 使样品通过浓缩胶 ， 待溴酚蓝进入下层分离

胶时将 电压调节为 １ ２０Ｖ ， 待溴酚蓝到达胶的底端处附近时停止 电泳 。

２ ．９ ．４ 转膜

（ １ ） 剪取适当大小 的 ＰＶＤＦ 膜并将其浸泡于 甲醇中待用 ， 剪取适当大小 的转 印

滤纸并将其浸泡于转膜缓冲液中至饱和待用 。

（ ２ ） 将切胶刀 的斜边楔入两块胶板之间 的缝隙 中小心撬开 ， 小心分离聚丙烯酰

胺凝胶和胶板 。

（ ３ ） 将转印滤纸放在凝胶顶部 ， 小心将胶转移置滤纸上 ， 该过程保证转印缓冲

液持续饱和滤纸 。

（ ４ ） 放置到平面上后 ， 用切胶刀切掉聚丙烯酰胺凝胶的加样孔和底边 ， 将预先

浸泡过的 ＰＶＤＦ 膜轻放到凝胶的上面将其覆盖 ， 然后将浸泡过的转 印滤纸

轻放到 ＰＶＤＦ 膜上 。

（ ５ ） 将制备好的聚丙烯酰胺凝胶及膜的夹层缓慢转移至转印槽中 ， 保证从阳极

到 阴极的顺序依次为 ： 滤纸 、 ＰＶＤＦ 膜 、 凝胶 、 滤纸 。 用玻璃棒轻轻推赶

排除所有气泡 。

（ ６ ） 连接 电源 ， 调节 电流为 １ ５ ０ｍＡ ， 恒流转印 ｌ ｈ 。

２ ． ９ ．５ 免疫反应

转膜完毕后 ， 用 Ｓ叩ｅ ｒＳ ｉｇｎ ａ ｌＷｅ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 增强试剂盒对 ＰＶＤＦ 膜进行处理 ，

继而进行后续的免疫反应 。

（ １ ） 将 ＰＶＤＦ 膜置于超纯水 屮摇动洗涤 ２ｍ ｉｎ ， 弃掉超纯水 ， 再用超纯水将

ＰＶＤ Ｆ 膜冲洗 ２ 遍 。

（ ２ ） 向 ＰＶＤＦ 膜 屮加入足够体积的抗原预处理液使膜充分浸泡 ， 室温孵育 １ ０

ｍ ｉ ｎ 。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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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弃掉液体 ， 用超纯水将 ＰＶＤＦ 膜冲洗 ５ 遍 。

（ ４ ） 封 闭 ： 向 ＰＶＤＦ 膜 中加入 ５％脱脂牛奶 ， 室温摇动孵育 ２ｈ 。

（ ５ ） 弃掉封闭液 ， 向 ＰＶＤＦ 膜中加入 ＴＢ ＳＴ 缓冲液 ， 摇动洗涤 ３ 次 ， 每次 ５ｍ ｉ ｎ 。

（ ６ ） 用抗原预处理液稀释
一

抗 ， 稀释 比例为 １ ： １ ００ ０ ， 将 ＰＶＤＦ 膜充分浸入稀

释好的
一

抗中 ， ４

°

Ｃ孵育过夜 。

（ ７ ） 弃掉
一

抗 ， 向 ＰＶＤＦ 膜中加入 ＴＢＳＴ 缓冲液 ， 摇动洗涤 ４ 次 ， 每次 ５ｍ ｉｎ 。

（ ８ ） 用 ３％脱脂牛奶稀释二抗 ， 稀释 比例为 １ ：８０００ ， 将 ＰＶＤＦ 膜充分浸入稀

释好的二抗中 ， 室温避光摇动孵育 ３ ０ ｍ ｉｎ 。

（ ９ ） 弃掉二抗 ， 向 ＰＶＤ Ｆ 膜 中加入 ＴＢ ＳＴ 缓冲液 ， 摇动洗涤 ５ 次 ， 每次 ５ｍ ｉ ｎ 。

（ １ ０ ） 根据 Ｓｕ
ｐ
ｅ ｒＳ ｉｇｎ ａ ｌ Ｗｅ ｓ ｔ Ｆ ｅｍ ｔｏ 底物超敏试剂盒说明书 ， 将稳定剂和增强发

光剂按 １ ： １ 混合 ， 室温下避光保存 （现用现配 ） 。

（ １ １ ） 将发光液均匀滴加到 ＰＶＤＦ 膜上 ， 室温孵育 １
？２ ｍ ｉ ｎ ， 用吸水纸吸去多余

发光液 。 将 ＰＶＤＦ 膜用保鲜膜固定 ， 用 Ａｍｅ ｒｓｈａｍＩｍ ａｇｅ ｒ６００ 成像仪扫膜

或用 医用 Ｘ 胶片进行曝光显影 。

２ ． １ ０ ｄ ｃ＂ｓ ｉＲＮＡ 干扰试验

（ １ ） 设计特异性识别 ｄ ｃ ／／ 序列的 ｓ ｉＲＮＡ 序列如下 ： ５

’

－ＧＡＣＡＣＵＧＧＣＣＡＵ

ＧＡＣＵＣＡ ＧＡＣ ＡＡＡ Ｕ －

３
，

。

（ ２ ） 将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接种到六孔板 中 ， 接种密度为 ０ ． ５ ｘ

ｌ 〇

６

个 ／孔 ， 培养 ２４ ｈ ，

待细胞的单层铺满率达到 ６０
？

８ ０％后加入 ＰＢ Ｓ 轻柔的清洗细胞 ２ 次备用 。

（ ３ ） 取两个离心管 ， 向第
一

个离心管 中加入 １ ５ ０无血清培养基和 ９
ｐＬ 转染

试剂 ， 向第二个离心管中加入 １ ５ ０ｐＬ 无血清培养基和 ３ 队 ｓ ｉＲＮＡ （ ３ ０

ｐｍ ｏ ｌ ） 。

（ ４ ） 将两个离心管 中 的液体 １ ： １ 混合 ， 室温静置 ５ｍ ｉ ｎ 。

（ ５ ） 将转染试剂 －

ｓ ｉＲＮＡ 裩合液缓慢滴加入细胞中 ， ３ ７

°

Ｃ培养 ２４ ｈ 。

（ ６ ） 小心弃掉细胞上清液 ， 用 ＰＢ Ｓ 缓慢冲洗细胞 ２ 次后备用 。

其它实验方法 同第
一

部分 。

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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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验结果

１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直接破坏肠道上皮细胞屏障的完整性

１ ． １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与 ＣＤ ４

＋

Ｔ 淋巴细胞结合

从健康人的 ＰＢＭＣ 中阳性分选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 ， 在含 Ｉ Ｌ －２ 的完全培养液

中加入终浓度为 ２ 吨 ／ｍＬ 的 ＰＨＡ ， ５％Ｃ０ ２３ ７

°

Ｃ 刺激培养 ３ 天 ， 离心收集细胞 ，

将细胞分为 ６ 组 ， 向每组细胞中分别加入终浓度为 ０ ． １

ｐｇ
／ｍＬ 、 ｌ

ｇｇ／ｍＬ 、 ５
ｐｇ ／ｍＬ 、

１ ０ 呢／ｍＬ 的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 ０ ， 孵育后加入抗人 Ｉ

ｇ
Ｇ －ＦＣＦ ＩＴＣ 标记的二抗 ， 用流式细

胞术检测与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结合的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量 。 如 图 ２ ． １ 所示 ， 当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作用浓度为 １

ｎｇ
／ｍＬ 时 ， ＣＤ４

＋

Ｔ 细胞中 Ｆ ＩＴＣ 阳性细胞率为 １ ７ ． ９％ ， 随着

Ｈ ＩＶ－

丨 ｇｐ ｌ ４０ 作用剂量的加大 ， 阳性细胞率逐渐升高 ， 当 Ｈ ＩＶ－

１ｇ ｐ ｌ ４０ 作用剂量

为 ２ ０
ｐｇ／ｍＬ 时 ， 阳性细胞率可达到 ７５％ 。

Ａ Ｂ Ｃ

１ Ｋ
＿

 Ｎｏｎ －

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１Ｋ
＇

 Ｈ ＩＶ －

１
ｇｐ

ｌ ４ 〇 ０ ． １
ｔ

ｉｇ／ｍ Ｌ １ Ｋ
＇

 Ｈ Ｉ Ｖ －

１
ｇｐ

ｌ ４０ １
｜
ｉｇ／ｍ Ｌ

８００ 

－ ８００ 

－

 ８００ 

－

６〇〇 

－ ６００ 

－

 ６００ 

－

ＣＤ４０ ． １９６％ Ｃ０４１ ７ ． ９％ Ｃ０４４ ３ ． ２％

ｊ ｜痛 ｜ ｜

ｆ ＇

 ｌ

＂ ＂
｜ １ ？ ｌ  ｌ

 ｊ

ｔ

ｉ ｐｐ— ＇  １

 ？ 
 ＂

Ｉ
＇

＇ 
 １ 

＂ ＂

ｔ

ｔ ｏ

０ １ ０

１

 ｔ ｏ

２ ｜ 〇

３ １ ０

４ １ ０

° １ ０

’

 １ ０

２ １ ０

３

 １ ０

４

 １ ０

°

 １ ０

１

 １ ０

２ １ ０

３

 １ 〇

４

Ｄ Ｅ

ｗ 

＿

 Ｈ ＩＶ －

Ｊ
ｇｐ ｌ ４０ － ５

ｆ
ｉｇ／ｍ ｌ Ｉ Ｋ 

■

 Ｈ Ｉ Ｖ －

２
ｇｐ ｌ ４〇 －

ｌ〇
ｔ
ｉｇ／ｍ Ｌ

８００ 
－

 ８００ 
■

６００ 

－

 ６００ 

■

Ｃ Ｄ４５８ ． １％ Ｃ０４７ ５ ３ｔ

ｒ＾ｌ ：ｍ
运 １ ０

°

 １ ０

’

 １ ０

２

 １ 〇

３ １ ０

４

 １ ０

° １ ０

’

 １ 〇

２ １ ０

３ １ 〇

４

Ｌ＞

ｇ ｐ
ｉ ４〇－

Ｆ ｒｒｃ

图 ２ ． １ 不同浓度 的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 ０ 与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的结合

Ｆ ｉ

ｇ
２ ． １Ｔｈｅｂ ｉｎｄ ｉｎｇ

ｏｆ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ｃ ｏｎ ｃｅｎ ｔｒａｔ ｉ ｏｎ ｓｏｆ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 ０ｔｏＣＤ４Ｔ ｌｙｍｐ

ｈｏ ｃｙｔｅ ｓ

７ ３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第二部分

ＣＤ４
＋

Ｔ淋 巴细胞分别与Ｏ ｐｇ／ｍＬ（ Ａ ） 、 ０ ． １

辟／ｍＬ（ Ｂ ） 、 １

 ｜

ｕｇ／ｍＬ（ Ｃ ） 、 ５
吨／ｍＬ（ Ｄ ） 、

１ ０
ｊ
ｘｇ／ｍＬ（ Ｅ ） 的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 ０ 结合能力的流式检测

１ ．２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与Ｃａｃｏ －２细胞结合

Ｃａｃｏ －２ 细胞培养至单层铺满后 ， 用胰酶消化并离心收集细 胞 ， 检测其与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的结合情况 。 如 图 ２ ．２ 所示 ， ＨＩＶ－

１ｇｐ ｌ ４ ０ 蛋 白能够与 Ｃａｃｏ
－２ 细胞

结合 ， 当 Ｈ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作用剂量为 ０ ． １ｎｇ／ｍＬ 时 ， Ｃ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Ｆ ＩＴＣ 阳性细胞

率为 ６ ． ２ ７％ ， 当 Ｈ ＩＶ－

丨 ｇｐ ｌ ４０ 浓度增加到 １ 飓／ｍＬ 时 ， 阳性细胞率达到 １ ９ ． １％ ，

当 Ｈ ＩＶ－

丨ｇｐ ｌ ４０ 作用浓度继续增加到 ５ 吨／ｍＬ 和 １ ０ 吨／ｍＬ 时 ， 阳性细胞率较 １

ｐｇ／ｍＬ 时没有明显 的变化 。 此外 ， 本研宄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 了Ｃ ａｃ ｏ
－

２ 细胞表

面 ＣＤ４ 的表达情况 ， 发现 Ｃａｃｏ －２ 细胞表面几乎没有 ＣＤ４ 的表达 （ 图 ２ ． ３ ） ， 说

明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是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表面 ＣＤ４ 以外的其它受体结合 。

Ａ Ｂ Ｃ

１ Ｋ
＇

 Ｎ ｏｎ － 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１ Ｋ 

■

 Ｈ Ｉ Ｖ －

１
ｇｐ ｌ ４ ０ －０ ． ｍｇ／ｍ ｌ Ｉ Ｋ

．

 Ｈ ＩＶ －

１
 ｇ ｐ １ ４ ０ １ ｎｇ／ｍ Ｌ

６００ 

－

 ８００ 

－

 ｅｏｏ 

－

咖 ． Ｃａ ｃｏ －

２０ ． ２ ７ ６％ Ｃａｃｏ －

２６ ． ２ ７％
 Ｃａｃｏ－

２１ ９ ． ＩＸ

－ＪＦＭ ；

Ｍ

—

＾ ． 撰，■
Ｔ ＇ 

＂

Ｉ


＂


■ 

ＴＴＴ
Ｔ

＾
—￣

 

—

 Ｔ

－

 １ 
 Ｉ

^

１ ０

° １ ０

１

 １ ０

２ １ ０

３ １ ０

４ １ ０

° １ ０

ｆ

 １ ０
２ １ ０

３ １ ０

４

 １ ０

° １ ０

ｆ

 ｔ ｏ

２ ｔ ｏ

３ ｔ ｏ

４

Ｄ Ｅ

１Ｋ
－

 Ｈ ＩＶ －

１
ｇ ｐ ｌ ４ ０ － Ｓ＾ｇ／ｍ ｌ讯

？

 Ｈ ＩＶ －

１
ｇｐ ｌ ４０ －

ｌ 〇
ｉ
ｉｇ ／ｍ ｌ

８００ 

－

 ８００ 

－

６ 〇〇 
＿ Ｃａ ｃｏ

－

２ １ ７ ． １ ０ｌｔ

 ６ 〇〇 
＿

Ｃａｃｏ
－

２２０ ． ７％

邊－

］

＇

－Ａ－

ｇｐ
ｌ４０ －

Ｆ ＩＴＣ

图 ２ ．２ 不 同浓度的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与 Ｃａｃｏ －２ 细胞的结合

Ｆ ｉｇ 

２ ．２Ｔｈｅｂ ｉｎｄ ｉ ｎｇ
ｏｆ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 ｔ ｉｏｎ ｓ ｏ ｆ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ｔｏＣ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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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ｃｏ
－２细胞分别与０

 （

ｉｇ／ｍＬ（ Ａ ） 、 ０ ． １

 ｊ

ｘｇ
／ｍＬ（ Ｂ ） 、 １

 （

ｉｇ
／ｍＬ（ Ｃ ） 、 ５

 ｊ

ａｇ／ｍＬ （ Ｄ ） 、 １ ０
 ｜

ｉｇ／ｍＬ

（ Ｅ ） 的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Ｍ Ｏ 结合能力 的流式检测

Ａ Ｂ

１Ｋ Ｎ ｏｎ －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１Ｋ 

＿

 Ａｎｔ ？

－

ＣＤ４ －

Ｆ ｆＴＣ

６００ 

＊ ８００ 

－

ＧＯＯ 

－

 ６００ 
－

Ｃａ ｃｏ ？

２０ ． １ １ ２％
 Ｃａｃｏ

－

２０ ． ２ ３２％


（ｊ
、

Ｉ ＇
 ■  １

 ｉ

＂ －

ｉ
１ 〇

 Ｉ ？  ？

＾


１ ０

°

 Ｉ Ｑ

１

 １ ０

２

 １ ０

３

 １ 〇

４

 １ ０

°

 １ 〇

１

 １ 〇

２ １ ０

３

 １ ０

４

ｇｐ ｌ４０ －ＲＴＣ

图 ２
． ３Ｃ ａｃｏ

－

２ 细胞表面 ＣＤ４ 的流式检测

Ｆ ｉ

ｇ
２ ． ３Ｆ ｌ ｏｗ ｃｙ ｔｏｍ ｅｔｒｙ

ｏｆ ＣＤ４ｏｎＣ ａｃｏ －２ｃ ｅ ｌ ｌ ｓ

Ａ ． 正常细胞对照 ；
Ｂ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与 ａｎｔ ｉ

－ＣＤ４ － Ｆ ＩＴＣ 抗体结合

１ ．３Ｈ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增加肠道上皮屏障的通透性

向 Ｃａｃｏ －２ 细 胞单层屏 障模型 的嵌入式培养皿上层 小 室加入终浓 度 为

Ｉ

昭／ｍＬ的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３ ７

°

Ｃ分别孵育Ｏｈ 、 ３ ｈ 、 ８ｈ 、 ２４ｈ 、 ４ ８ｈ后用Ｍ ｉ ｌ ｌ ｉ ｃｅ ｌ ｌ

－ＥＲＳ

电阻仪测定 ＴＥＲ 。 如 图 ２ ．４Ａ 所示 ， 对照组在 Ｏｈ 到 ４ ８ｈ 的 ＴＥＲ 基本恒定 ， 而

出￥ －４０ １ ４〇 处理 ３ １１ 后 丁￡ １１ 较对照组降低 了 ２ ３％ （ 尸＝〇 ． 〇〇 ５ ３ ） ， ２４ １１ 后 丁￡ １１ 降

低到对照组的 ７０％ （ 尸＝０ ． ００ ５ ） ， 丁￡ １１ 在 ＾［ １￥－

１

§？
１ ４０ 处理后 ２４ １１ 到 ４ ８ １１ 保持稳

定 。

为 了对 ＴＥＲ 的结果进行验证 ， 本研究检测 了Ｈ ＩＶ －

ｌ
ｇｐ 

１ ４０ 蛋 白对 Ｃａｃｏ
－

２ 单

层屏障通透性的影响 。 如 图 ２ ．４Ｂ 所示 ，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处理 ３ｈ 后 ＨＴＣ －Ｄ ｅｘｔｒａｎ 的

透过率增加 了 约 ４０％（ Ｐ
＝

０ ． ０４９ １ ） ， 处理 ２４ｈ 后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的透过率增加 了

约 ５ ０％（ 户＝０ ．００９ ７ ） 并在 ２４ｈ 到 ４ ８ｈ 保持稳定 。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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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Ｂ－Ｃ〇 ｎ ．ｍ ｌ
？０？Ｃ〇咖 Ｉ

令 丨 丨 丨
Ｖ－

丨 叩 丨 ４０＾Ｈ ｌＶ－

．

ｇｐ ． ４０

１ ２０
－

１
＇

 ２ ００ －

．

＾ ｜ ，
？



＊ ＊

＾
１ ００

－０
＾

—

Ｑ
§昏Ｓ Ｉ １ ５ ０

－
一

＾
一
＾^

＾８〇
－

ｔ ？ｒｈ ？〇
－

一
￣

Ｓ


ｉ


—

０
５

Ｉ Ｉ

Ｘ６０
－

ｔ５ （ １

－

％ Ｕ

＂

！

＇ ＇

 ｉ ｉ ｉ ｉ ＂
ｉ

 ｉ ｉ
￣

Ｉ （ Ｉ

？ ３ ８ ２ ４４８ ０ ３ ８ ２４４ ８

Ｔｉｍ ｅ
ｐ

ｏ ？ ｔ  ｔ ｒｅ ａ ｌｍ ｅ ｎ ｔ  （
ｈ ｏ ｕ ｒ

）Ｔｉｍｅ
ｐ

ｏ ｓ ｔ  ｔ ｒｅ ａ ｔｍ ｅ ｎ ｔ
 （
ｈ ｏ ｕ ｒ

）

图 ２ ． ４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上皮通透性的影响

Ｆ ｉｇ
２ ． ４Ｅ ｆｆｅ ｃ ｔｏｆ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 ０ｏｎｔｈｅ
ｐａｒａ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

ｐｅｒｍ 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ｏｆ Ｃａｃｏ

－２ｃ ｅ ｌ ｌｍｏｎｏ ｌ ａｙ ｅ ｒｓ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 ０ 作用不同时间 点对 Ｃａｃｏ

－２ 细胞 ＴＥＲ（ Ａ ） 和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透过率 （ Ｂ ） 的影响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士ＳＤ （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ｐａ
ｉ ｒｅｄ ｔｗｏ

－

ｔ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ｅｓｔ （

＊
：Ｐ ＜ ０ ． ０ ５

；
＊ ＊

： 尸 ＜

０ ． ０ １ ）

１ ．４ＨＩＶ－

１
ｇＰ １ ４０ 下调肠道上皮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

为 了探讨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对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 本研究用实时荧光

定量 ＲＴ－ＰＣＲ 的方法检测 了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作用 ２４ｈ 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紧密连接相关

基因转录水平的变化 。 如 图 ２ ． ５ 所示 ， 与对照组相 比 ，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处理组 中

ＣＸＤＡ７ ，２ ，５ ，７ ，Ｓ ，ＣＯＪＶ和Ｚ ＜９－

７ ｍＲＮＡ下调表达 了２
￣

２ ． ５倍 （ 尸＝０ ． ０ ３ ２ ８
；

户＝０ ． ０ １ ８ １
；
户＝０ ． ００ ５

；
尸＝０ ． ００３ ８ ；

尸＝０ ． ００ １
；
尸＝０ ． ０２３ ９

；Ｐ＝０ ＿ ０００ ８
；
尸＝０ ． ０００２ ） ，

ＣＺＤＷ 下调表达 了约 ３ ． ５ 倍 （ Ｐ＝０ ． ００３ ） ， ＣＬＣＷ７ ７ 和 ＣＺＤＡ７２ 的表达也发生 了 下

调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尸＝０ ． ０９２４ ；Ｐ＝０ ． １ ２６８ ） 。 另外 ， ＣＺＺＷＷ 和 ＣＺＺＷ／ ５ 的

表达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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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Ｚ３Ｃｏ ｎ ｔ ｒｏ ｌ

％Ｅ３ＨＩＶ －

１
ｇ ｐ

ｌ ４ ０

〇 ｐ
ｉ

５＂）
５
－

ｎ
＊ 國 國 门 本 ＊ ＊

ｇ￡１ ０
４
－Ｍ 圍＿園

５ 〇 ｉ 〇
３
－Ｎ ｉ Ｉ灣Ｓ ｎ ＿ ｎ ＿Ｍ＿

＾圖 ｉ 國 麵園 自

ｉ

１

：ｉ ！［ｉｊ
＿

ｌ ！ ！１ １ １ １ ！

５

／ ／ 、
／ ／ ／ ／ ／ ／ ／ ／ ／ ／ ＃

＇

Ｃ
ｖＣ

ｖＣ
ｖＣ

ｖＣ
ｖＣ

ｖＣ
ｖ
ｃ

ｖ
Ｖ
Ｃ

ｖ
Ｖ
（Ｘ＜ｘ０

Ｔ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ｃ ｔ ｉ ｏ ｎａ ｓ ｓ ｏ ｃ ｉ ａｔ ｅ ｄ

ｇ ｅ ｎ ｅ ｓ

图 ２ ． ５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改变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

Ｆ ｉ

ｇ
２ ． ５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 ０ｔｒｅａｔｍ ｅｎ ｔａ ｌ ｔｅ ｒｅｄ 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ｏｎａ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ｄ

ｇｅｎ ｅ ｓ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 ｏｎｏｆ Ｃ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ｍ ｏｎｏ ｌ ａｙ ｅ ｒ ｓ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 ０ 处理 ２４ｈ 后 Ｃ ａｃ ｏ
－２ 细胞中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ｍＲＮＡ 水平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垂直

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ｐａ ｉｒｅｄ ｔｗｏ－

ｔ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ｅｓ ｔ（
＊

： 尸 ＜ ０ ． ０５
；

＊ ＊
： 尸 ＜ ０ ． ０ 】

；

＊ ＊ ＊
：ｆ ＜ ０ ． ００ １ ）

２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阻止 Ｈ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介导的肠道上皮细胞屏障的破坏

２ ． １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肠道上皮通透性的影响

为 了研究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１ ７Ｆ 单独作用及联合作用对 Ｃａｃｏ －２ 上皮通透性及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介导的肠道上皮屏障损伤的影响 ， 本研宄检测 了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存在

或不存在的情况下 ，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１ ７Ｆ 单独及联合作用 ２４ｈ 后 Ｃ ａｃｏ
－

２ 细胞 ＴＥＲ

及 Ｆ ＩＴＣ －Ｄ ｅｘ ｔ ｒａｎ 透过率的变化 。 如 图 ２ ．６ 所示 ，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不存在时 ， ＩＬ －

１ ７Ａ

或 １Ｌ －

１ ７ Ｆ 单独作用均使 ＴＥＲ 和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 ｒａｎ 透过率产生轻微的改变 。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存在时 ， Ｉ Ｌ －

１ ７Ａ 处理使 ＴＥＲ较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单独处理组显著增加 （ 尸＝０ ． ０ ３ ３ ） ，

Ｆ ＩＴＣ －Ｄｅｘ ｔ ｒａｎ透 过 率 显 著 降 低 （ 尸＝０ ． ０ １ ８ ９ ） ， ｌＬ －

１ ７Ｆ＋ｇｐ 

１ ４０处 理使ＴＥＲ和

Ｆ ＩＴＣ －Ｄｅｘ ｔ ｒａｎ 透过率均产生轻微改变 。 而无论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是否存在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１Ｌ －

１ ７ Ｆ 的联合作用均能够使 ＴＥＲ 显著增加 （ 尸＝０ ． ０４０４
；／Ｍ） ． ０ １ ８ ）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 ｒａｎ

透过率显著降低 （ Ｐ＝０ ． ０４４ ７
；Ｐ

＝

０ ． ０ ］ ７ ） ， 且二者联合作用对 ＴＥＲ 和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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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率的影响大于单独作用之和 。 说明 １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均能够降低肠道上皮的

通透性 ， 阻止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介导 的肠道上皮 的通透性的增加 ， 且二者具有协同作

用 。

Ａ Ｂ

２ 〇 ＜ｈ ２ 〇〇 ｎ Ｉ， １

ｆ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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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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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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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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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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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９友

＜ｙ ＜ｙ

图 ２ ． ６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１ ７Ｆ 对 Ｃ ａｃｏ
－

２ 细胞屏障功能的影响

Ｆ ｉｇ 
２ ． ６Ｔｈｅｅ ｉｆｅｃｔｓｏｆ ＩＬ－

１ ７Ａ ａｎｄＩＬ －

１ ７Ｆｏｎｂａｒｒ ｉ ｅ ｒ 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 ｉｎＣ ａｃｏ
－２ｃ ｅ ｌ ｌ ｍ ｏｎｏ ｌ ａｙ ｅｒｓ

Ａ ． ＩＬ －

１ ７Ａ和ＩＬ－

１ ７Ｆ对Ｃ ａｃｏ－２细胞ＴＥＲ的影响 ；
Ｂ ． ＩＬ －

１ ７Ａ和 ＩＬ －

１ ７Ｆ对Ｃ ａｃｏ
－２细胞

Ｆ Ｉ 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透过率的影响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ＳＤ （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
ｐ
ａ ｉ ｒｅ ｄｔｗ ｏ

－

ｔ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 ｅ ｓ ｔ（

＊
： 尸 ＜ ０ ． ０ ５ ）

２ ．２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肠道上皮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的影响

本研宄分别用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 ＰＣＲ 和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 的方法检测 了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 Ｌ －

１ ７Ｆ 对紧密连接蛋 白 ＣＬＺＷ／ ， ＯＱＵＶ 和 ＺＯ－

／ 转录及蛋 白表达的影响 。 如 图

２ ． ７ 所示 ， 无论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是否存在 ， ＩＬ －

１ ７Ａ 均能显著上调 ＣＺＺＷＫ Ｐ＝０ ． ０４ ８４
；

Ｐ＝０ ＿ ００ １ ６ ） 和ＺＯ－

７（ Ｐ＝０ ． ００５４
；
户＝０ ． ００６９ ） 转录水平的表达 ， 而ＩＬ－

１ ７Ｆ对ＣＺＸＷ７

和 ＺＯ－

７ｍＲＮＡ 仅产生轻微的影响 。 在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存在时 ， ＩＬ－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单独作用均能显著上调 ＯＣＬ７Ｖ 的表达 （Ｐ＝０ ． ０ １ ５２
；Ｐ

＝

０ ．００４ １ ） 。 ＩＬ－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联合作用均能够显著上调 ＣＩＺＷ７ 、 ＯＣＬ ｉＶ 和 ＺＯ－

７ 的表达 ， 且联合作用 的促表达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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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大于单独作用之和 ， 说明 １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１ ７Ｆ 能够协同促进 ＣＸ￡ ？
；Ｖ／ 、 ０ＣＬ７Ｖ 和

ＺＯ－

／ 的表达 。 在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存在时 ， １ Ｌ －

１ ７Ａ 和 丨 Ｌ －

１ ７Ｆ 协同作用 的促紧密连接

表达效 果甚至 高于 未经 Ｈ ＩＶ－

１ｇ ｐ
ｌ ４０ 处理 的对 照组 （ 尸＝０ ． ００９３

；Ｐ＝０ ． ０４７
；

／＾） ． ０３ １ ４ ） 。 ＼￥６５１６ １１＾ 丨〇 １ 检测 了 １１＾ １ ７八 和 １［ －

１ ７？ 联合作用对 （：１＾）＞１ １ 、 〇 （： １＾ 和

ＺＯ －

１ 蛋 白水平的影响 ， 结果与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

致 （ 图 ２ ． ７Ｄ ） 。

Ａ Ｂ，

ＣＬＤＮｌ ＯＣＬ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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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７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丨 Ｌ －

１ ７ Ｆ 对 Ｃ ａｃ ｏ
－２ 细胞中 ＣＬＤＷ 、 ＯＣＺＪＶ 和 Ｚ０－

／ 表达 的影响

Ｆ ｉ ｇ
２ ． ７Ｔｈ ｅｅ ｆｆｅ ｃ ｔ ｓｏ ｆ Ｉ Ｌ －

１ ７Ａａｎ ｄ Ｉ Ｌ －

１ ７ＦｏｎＣＬＤＮ Ｊ
，
ＯＣＬＮ ａｎ ｄＺＯ －

１ｅ 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ｉ ｎＣ ａ ｃ ｏ

－

２ｃ ｅ ｌ ｌ

ｍ ｏ ｎ ｏ ｌ ａ
ｙ ｅ ｒｓ

７ ９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 文


第二部分

ＩＬ －

１ ７Ａ和 ＩＬ －

１ ７Ｆ处理２４ｈ后Ｃ ａｃｏ
－２细胞 中ＣＸＤＡ７ 、 ＯＣＺＷ 和Ｚ（９－

７ｍＲＮＡ水平 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Ａ －Ｃ ）及处理 ４ ８ｈ 后蛋 白 水平 的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 检测 （ Ｄ ）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ｐａ ｉ ｒｅｄ ｔｗｏ
－

ｔ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ｅｓ ｔ（
＊

： ＊ ＊
：／

＾
〈 Ｏ ． ０ １

；＊ ＊ ＊
： ／

＊

＜ ０ ． ００ １ ）

另外 ， 本研究用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的方法检测 了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其

它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 如 图 ２ ． ８ 所示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单独作用或

联合作用均会导致 ＣＺＺＷ２ ，３ ， 么 ５ ，７ ，＆ 仏 ／ ２ ， ７ ５ｍＲＮＡ 发生不 同

程度的上调 。 丨 Ｌ －

１ ７Ａ 单独作用使 ＣＺＺＷ５ ｍＲＮＡ 上调表达 了２ 倍 （ Ｐ＝０ ．０３４９ ） ，

和 ＣＺＺＷ／ ５ｍＲＮＡ 也上调表达 了接近 ２ 倍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Ｉ Ｌ －

１ ７ Ｆ

单独作用使 ＣＬＣＷ５ 和 ＣＺＤｔＷ ／ｍＲＮＡ 均上调表达 了２ 倍ＯＯ ． ＯＡ Ｃ＾ ／
＾

Ｏ ． Ｏ ｅＯＳ ）
；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联合作用使 ＣＬＤ７Ｖ５ｍ ＲＮＡ 上调表达 了接近 ３ 倍 （ 尸＝０ ． ０ １ ５ ７ ） ，

ＣＺＤ７Ｖ２和ＣＸＤｉＷ２ｍＲＮＡ上调表达约２倍 （ 尸＝０ ． ００４ ８ ， 户二０ ． ０４５２ ） ， 和

Ｃｉ：￡ ＞；Ｗ ５ ｍＲＮＡ均上调表达约１ ． ５倍 （尸＝０ ． ０６３ ７ ，Ｐ＝０ ． ０ １ ７９ ） 。 除ＣＺＤＷ ， ｉｔ

７５ 外 ， ＩＬ －

丨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联合作用对 ＣＬＣＷ２ ，３ ， ５ ，
７ ， ５ ， ｉ ／ ， ７２ 等紧密连接

相关基因 的促表达作用效果均优于单独作用 。

８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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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通过 Ａｃ ｔ ｌ 依赖通路介导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和蛋 白 的表达

作为 ＩＬ －

Ｉ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的受体 ， ＩＬ －

１ ７Ｒ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ＲＣ 的胞质 区都包含
一

个

保守的 ＳＥＦＩＲ 结构域 ， ＩＬ －

１ ７Ｒ 通过该结构域与 Ａ ｃ ｔ ｌ 结合活化下游信号 。 为 了探

讨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的促紧密连接表达过程是否有 ＩＬ －

１ ７Ｒ 下游信号的参与 ，

本研宄检测 了Ｊ ｃＷ 表达抑制对 ＩＬ－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的紧密连接表达的影响 。 如

图 ２ ． ９ 所示 ， ｓ ｉＲＮＡ 干扰 Ｃａｃｏ －２ 细胞中 的表达后 ， 转录水平下调表达

了７０ ％（ 尸＝０ ． ０４４ ８ ） ， 蛋 白表达也得到 了 明显 的抑制 。

Ａ Ｂ
Ａｃｔｌ

２０００００
＞

ｉ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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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笔發涯護（ Ａｃ ｔ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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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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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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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⑴丄 １
 ￣＂＊

々 ^
ｃｆｙ，

图 ２ ． ９ｓ ｉＲＮＡ 抑制 Ｃａｃｏ
－２ 细胞中 的表达

Ｆ ｉ

ｇ

２ ． ９ｓ ｉＲＮＡ ｉ ｎｈ ｉｂ ｉ ｔｓ Ａ ｃ ｔ ｌ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ｉ ｎＣ 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

ｓ ｉＲＮＡＡ ｃ ｔ ｌ 处理 ２４ｈ 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Ｊ ｃ／ ／ｍＲＮＡ 水平 的 ｑＰＣＲ 检测 （ Ａ ） 和蛋 白 水平 的

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检测 （ Ｂ ）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ＳＤ （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
ｐ
ａ ｉ ｒｅｄ ｔｗｏ

－

ｔ 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ｅ ｓ ｔ

（

＊
：Ｐ ＜ ０ ．０ ５ ）

ｓ ｉＲＮＡ 抑制 Ｊ ｃ ／ ／ 表达后 ， 对照组及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单独处理组紧密连接相关

基因 的表达未受影响 ， 然而 ， 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的 ＯＣｉ ｉＶ 和 ＺＯ－

／ 转录水平的

表达较对照组 （ ｓ ｉＲＮＡｃｏｎ ｔｒｏ ｌ ） 发生 了 显著下调 （ 尸＝０ ． ０２ ３ ９
； （ 图 ２ ． １ ０Ｂ

和 Ｃ ） ，ＩＬ －

Ｉ ７Ａ＋ ＩＬ －

丨 ７Ｆ 介导的 ＣＬＤｉＶ／ 转录水平的表达较对照组也发生 了 下调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图 ２ ． １ ０Ａ ） 。 蛋 白水平检测结果显示 ， ｓ ｉＲＮＡＡ ｃ ｔ ｌ 抑制 了

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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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 的 ＯＣＬＮ 和 ＺＯ －

１ 蛋 白 的表达 ， 但对 Ｃ ＬＤＮ １ 蛋 白水平没有

明 显的影响 （ 图 ２ ． １ ０Ｄ ） 。

Ａ Ｂ

ＣＬＤＮｌ ＯＣＬＮ

ＪＪｓ ｉＲＮＡ ｃ ｏｎ ｔｒ ｏ ｌ ＾ＣＺ３ｓ ｉＲＮＡ  ｃ ｏｎ ｆ ｒ ｏ ｌ ａ？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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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ｉ卜 门 内肉ＴＯＣＬ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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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ｎｎ ｚ〇 １
—ｈ

ｃ／次ｙ多

、
ｖ？？

ｓ

图 ２ ． １ ０ｓ ｉ ＲＮＡ 抑制 也＂ 后影响 了Ｃ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Ｉ Ｌ －

１ ７Ａ＋ Ｉ Ｌ －

１ ７Ｆ 介导的 Ｃ１ＩＷ八 ＯＣＺ ７Ｖ 和

ＺＯ －

／ 的表达

Ｆ ｉｇ
２ ． １ ０Ｓ ｕ

ｐ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 Ａ ｃｔ ！ｂｙ

ｓ ｉ ＲＮＡａ ｌ ｌ ｅｖ ｉ ａ ｔ ｅｄ Ｉ Ｌ －

１ ７Ａ＋ Ｉ Ｌ －

１ ７Ｆ －

ｉｎ ｄｕ ｃ ｅｄ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 ＣＬＤＮ Ｉ
，

ＯＣＬＮ ａｎ ｄＺＯ－

１

ｓ ｉ ＲＮＡ处理 Ｃ ａｃ ｏ
－２细胞 ２４ｈ ， 加入  ｌ Ｌ －

１ ７Ａ／ ｌ Ｌ －

１ ７ Ｆ ／
ｇｐ

ｌ ４０处理 ２４ ｈ后 Ｃａｃ ｏ
－２细胞 屮ＣＬＤ ／Ｖ ／ 、

ＯＣＬ ｊＶ 和 ＺＯ －

／ｍＲＮＡ 水平 的 ｑ
ＰＣ Ｒ 检测 （ Ａ －Ｃ ） 和处理 ４ ８ｈ 后蛋 白 水平的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 检测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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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
ｐ ａ ｉ ｒｅｄｔｗｏ

－

ｔ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ｅｓｔ（

＊
：＾ ＜ ０ ． ０５ ）

４ＮＦ－ｋＢ 和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参与 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的紧密连接相关基因的

表达

Ｃａｃｏ
－

２ 细胞单层铺满 以后 ， 向细胞中加入 ＩＬ －

１ ７Ａ （ １ ００ｎｇ
／ｍＬ ）和 ＩＬ －

１ ７Ｆ （ １ ０ ０

ｎｇ
／ｍＬ ） ， 作用 ０ｍ ｉ ｎ 、 １ ５ｍ ｉ ｎ 、 ３ ０ｍ ｉ ｎ 、 ６０ｍ ｉ ｎ 后收集细胞样 品并提取细胞总蛋

白 ， 用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 方法检测 ＮＦ －

ｋＢ
ｐ

６ ５ 蛋 白和 ＭＡ ＰＫ
ｐ

３ ８ 蛋 白磷酸化水平并与

总蛋 白水平做 了 比较 。如图 ２ ． １ １ 所示 ， ＮＦ －

ｋＢ
ｐ６

５ 在 ＩＬ－

１ ７Ａ＋ＩＬ－

１ ７Ｆ 作用后 １ ５ｍ ｉ ｎ

开始活化 ， 并随着作用 时 间 的延长活化水平依次递增 ， 在作用后 ６０ｍ ｉ ｎ 活化程

度最高 ；
”八 ？ １＜

口３ ８ 蛋 白在 丨 １＾ ］ ７八＋ 丨 ［ －

１ ７？ 作用后 ３ 〇 １１１ 丨 １１ 开始活化 ， ６ 〇 １＾ １１ 活化

程度最高 。该研究结果表明 ＩＬ －

１ ７Ａ＋ Ｉ Ｌ －

１ ７Ｆ 能够活化 Ｎ Ｆ －

ＫＢ 和 ＭＡ ＰＫ 信号通路 。

ＩＬ １ ７Ａ＋ ＩＬ４ ７Ｆ
—

（
ｍ ｉｎ

）０１５３０６０

ｐ－

ｐ
６５

ｐ
６ ５ ｊ

１— Ｈ

ＴＰ
－

１
１３８

ｐ３８ ＼

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

Ｐ
－ ｎ ｃ ｔ ｉ ｎｎｌＨｉ£ Ｐ＿Ｐ

图 ２ ． １ １ 丨 Ｌ －

１ ７Ａ＋ Ｉ Ｌ －

１ ７Ｆ 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Ｎ Ｆ －ｋＢ

ｐ
６５ 蛋 白和 ＭＡＰＫ

ｐ
３ ８ 蛋 白磷酸化水平的影

响

Ｆ ｉ ｇ
２ ． １ １Ｅｆｆｅｃ ｔ ｓｏ ｆ  １ 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 Ｆｏ ｎ ｔｈ ｅ
ｐ

ｈｏｓｐ
ｈｏｒｙ ｌ 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Ｎ Ｆ －ｋＢｓｕｂｕｎ ｉ ｔ

ｐ
６ ５ａｎ ｄＭＡ ＰＫ

ｐ
３ ８

ｐｒｏ ｔｅ ｉｎ ｓ ｉ ｎＣ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

Ｉ Ｌ －

１ ７Ａ＋ Ｉ Ｌ －

１ ７Ｆ 处理不同时间 点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Ｎ Ｆ －ｋＢ

ｐ６
５ 蛋 白 、 ＭＡ ＰＫ

ｐ３
８ 蛋 白 及磷酸化

蛋 白 的 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检测

为 了进
一

步说明 Ｉ Ｌ －

１ ７Ａ＋ Ｉ Ｌ －

】 ７Ｆ 调控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的过程 中有 Ｎ Ｆ －ｋＢ 和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的参与 ， 本研究用 ＮＦ －ｋＢ 选择性抑制剂 ＢＡＹ １ １
－７０ ８２ 和 ＭＡＰＫ

激酶 ＭＥＫ １ ／２ 抑制剂 Ｕ ０ １ ２ ６ 分别抑制通路活性 ， 并检测其对 ＩＬ －

Ｉ ７Ａ＋ Ｉ Ｌ －

１ ７Ｆ 介

导 的 ＣＬＤｉＷ 、 ＯＣｉＪＶ 和 ＺＯ－

／ 表达的影响 。 如 图 ２ ． １ ２ 所示 ， 通路抑制剂并没有影

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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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照组及 Ｈ ＩＶ－

丨ｇｐ
ｌ ４０ 单独处理组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 ；

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 ８２ 显

著抑制 了 丨 Ｌ －

１ ７Ａ＋ 丨 Ｌ －

１ ７Ｆ 介导 的 ＣＺＤＡ７ 、 ＯＣＺ ｉＶ和 ＺＯ －

／ 转录水平 的表达 （ 户＝０ ． ０ ３ ６
；

户＝０ ． ０２ ５ 丨
；
户＝０ ．０４ ３ ８ ） （ 图２ ． １ ２Ａ 、 Ｂ和Ｃ ）

； 而Ｕ ０ １ ２６仅显著抑制 了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 的 ＺＯ－

／ 转录水平的表达 （ Ｐ＝０ ． ０４０ ２ ） （ 图 ２ ． １ ２Ｃ ） ， 对 ＯＣＺ７Ｖ 转录水平也具

有
一

定 的抑制 作用 ， 但没有统计显 著性 （ 图 ２ ． １ ２Ｂ ）
；Ｕ ０ １ ２６ 对 Ｉ 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的 ＣＺＩＷ／ 的转录水平几乎没有抑制作用 （ 图 ２ ． １ ２Ａ ） 。 同样 ， 在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存在时 ， 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８２ 显著抑制 了 丨 Ｌ －

丨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 的 ＣＬＺＷ／ 和 ＺＯ －

／ 转录水

平的表达 （ 尸＝〇 ． 〇４３ ６
；ＺＭＸ０３ ３ ５ ） ， 对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介导 的ＯＣＺＴＶ ｍＲＮＡ也存

在
一

定的抑制作用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Ｕ ０ １ ２ ６ 仅对 ＩＬ －

１ ７Ａ＋ＩＬ－

１ ７Ｆ 介导 的 ＺＯ －

１

转录水平的表达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 Ｐ＝０ ． ０４７ ３ ） 。 蛋 白水平检测结果与转录水

平
一

致 ， 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 ８２ 对 ＣＬＤＮ １ 、 ＯＣ ＬＮ 和 ＺＯ －

１ 均产生 了抑制作用 ， 而 Ｕ ０ １ ２６

仅对 ＺＯ －

１ 蛋 白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图 ２ ． １ ２Ｄ ） 。

８ ５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第二部分

Ａ Ｂ

ＯＣＬＮ

□＿
ＣＬｍ， ２ ． ５

－

，
＜＝

^
＾Ｂ ＡＭ ，

－７ ０ ８ ２？ｆ

＊

＼Ｖ

＇７〇Ｋ

ｉ
３
ｎｏｍｗ ． ２６ ａｍｗｍＨｉ

１〇 ＇

Ｊ．

Ｘ￡ｔ ｒ

＊
ｉＴ

２
－ 而 ， ％ｉ

ｒ ５
－

 ｔｎｔ

１ １ ，
－

ｎ ｆｉ ｉ＾Ｔ
－

 丨 ｆ

＊
ｌ ｏ ｓ

－１Ｘ

Ｊ １ １ １

，

１ １ １ １ １ｎ ｎ ｉ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ｃ
／／／／ ｃ

／／／／
、
， ／ 、

， ／
Ｃ Ｄ

ＺＯ－

Ｊ

ｑＤｙｊｓ〇 ｜
？

 ｜ ＩＬ １ ７Ａ＋ＩＬ－

１ ７Ｆ ＩＬ－

１ ７Ａ＋ＩＬ－

１７Ｆ＋ ｇｐ ｌ ４０

＂

１ ｄ３ＢＡＭ  １
－７ ０ ８ ２ ＼

ＪＬ
＼ 心^

ｍｕ ｌ？ １ ２６ Ｔ

，
－

ＭＵｒ
１／ ／

、

／ ／ ， ／
￡ｇ ４

；

￣￣￣

？



＂

Ｚ— ｊ ＿ ５
？ ｒ

ｃ
ｉ ＃Ｘ？

ｎｖ ｉ

１ １
＇ － ＃

－

ｎｔ ｒＪｎ ［１工 品ＯＣＬＮ厂；
＂ ＿ ［

—
？
^

Ｃ

＾
Ｔ

＂

￣

〇 ． ５
－

门 円 而
２０ １ ＼

ｍ￥ ｗｒｎ＾ｍ ＼

？
１ 丨 ＿ １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

１ 丨 丨 ＿ １一 ［ｆｉ＾＾ｐｒ ｌ

＃导令夕
ｉ／４ Ｘ

Ｖ
、

， ／

图 ２ ． １ ２ＮＦ －ｋＢ 和 ＭＡＰＫ 通路选择性抑制剂影响 Ｃ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ＩＬ －

１ ７Ａ 和 丨Ｌ －

１ ７Ｆ 介导 的

ＣＸＩＷ ／ 、 ＯＣＬ／Ｖ和Ｚ０－

／的表达

Ｆ ｉ

ｇ２ ． １ ２Ｓ ｅ ｌ ｅ ｃ ｔ ｉｖｅ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ｓｏ ｆＮＦ－

ｋＢａｎｄＭＡＰＫ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ｎｇ ｉｎ ｆｌｕ ｅｎ ｃ ｅ ＩＬ －

１ ７Ａａｎ ｄ

ｌ Ｌ －

１ ７ Ｆ
－

ｍ ｅｄ ｉ ａ ｔｅｄ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 ＣＬＤＮ １

，
ＯＣＬＮ ａｎ ｄ ＺＯ－

１ ｉ ｎＣａ 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

通路选择性抑制剂处理 Ｃ ａｃｏ
－

２ 细胞 ２ｈ ， 加入 Ｉ Ｌ －

１ ７Ａ ／ Ｉ Ｌ －

１ ７Ｆ／
ｇｐ

１ ４ ０ 处理 ２４ｈ 后 Ｃａｃｏ
－２ 细胞

巾 ＣＬＤＡ７ 、 ０ＣＺＪＶ 和 ＺＯ ／ｍＲＮＡ 水平的 ｑ
ＰＣ Ｒ 检测 （ Ａ －Ｃ ）和处理 ４ ８ｈ 后蛋 闩 水平的 Ｗｅ ｓ ｔ ｅ ｒｎ

ｂ ｌｏ ｔ 检测 （ Ｄ ）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ｉｍｐａ ｉｒｅｄｔｗｏ
－

ｔ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ｅｓｔ（
＊

：Ｐ

＜ ０ ． ０ ５ ）

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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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讨论

Ｈ Ｉ Ｖ－

１ 膜蛋 白不仅是 Ｔ 细胞反应的 目 的抗原 ， 还是保护性 中和抗体反应的唯

一

靶标 。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为去除 了 跨膜 区 和胞 内 Ｌ
ｘ

： 的截短型 Ｈ ＩＶ－

１ 膜蛋 白 ， 本研究

通过流式细胞术观察发现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能够与 Ｃａｃｏ －２ 细胞结合 ， 但 由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表面未检测到 ＣＤ４ 的表达 ， 因此我们猜想 Ｃａｃｏ －２ 细胞表面可能存在其它与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结合的受体 。有研究表明 ， 人结肠细胞系 ＨＴ２９ 表面并不表达 ＣＤ４ 蛋

白或 ｍＲＮＡ ， 但仍然能够结合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２０ 蛋 白 ， 原因是该细胞系表面表达另
一

种潜在的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２０ 受体 － －半乳糖神经酰胺 ［
１ ６６

］
， 它能够与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２ ０ 蛋 白

的 Ｖ ３ 区结合
［

１ ６７
］

， 但有报道 曾指 出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并不表达半乳糖神经酰胺 ［
１ ６６

］
，

因此 Ｃａｃｏ
－２ 细胞表面与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结合的受体还有待进

一

步研究 。

在艾滋病等感染性疾病 中 ， 肠道免疫紊乱及肠道屏障破坏是主要的病理变化 。

本研宄探讨 了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对 Ｃａｃｏ
－

２ 细胞单层屏障功能及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

达的影响 ， 发现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能够破坏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单层屏障功能 ， 伴随着 ＣＺＩＷ７ ，

２ ，３ ，Ａ５ ，ＯＣＺｉＶ ， ＺＯ－

／ 等多种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下调 。 该发现与之前

报道的 Ｈ ＩＶ－

１ 对肠道上皮屏障
［
７ ８

，
７９

，８ ８ ］
、 血 －脑屏障

［
１ ６ ８

，１ ６９
］
及血－视网膜屏障

［
８４

，８ ５
］
中 紧密连接相关基 因表达影响 的结果

一

致 。 曾有研究者报道过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２ ０ 蛋 白 能够通过增强基质金属蛋 白酶－２ 和 －

９ 的表达介导血脑屏障 中 ＣＺＤＭ 、

ＯＣｉ：Ａ＾ ＺＯ－

７ 表达的破坏
［
８ １

，
８２

］
。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２０ 对肠道粘膜完整性的破坏也有报

道 ， 伴随着 ＯＣＸ＃ ，
ＺＯ－

７ 等表达下调
［
８ ８

］
。 尽管研宄选用细胞系

不 同 ， 但本研究的结果再
一

次证 明 了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 ０ 对粘膜屏障的破坏作用 。此外 ，

本研宄发现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能够下调 Ｃ ａｃ ｏ
－２ 细胞中 Ｃｉ工Ｗ７ ，Ｓ ， ７ ７ ， ｉ ２ 的表达 ，

这些发现之前未见报道 。 Ｈ ＩＶ－

丨
ｇｐ ｌ ４０ 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的调控

与 Ｈ １Ｖ ／Ａ Ｉ ＤＳ 患者肠道屏 障功能受损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 考虑到紧密连接蛋 白在

肠道屏障完整性 中 的关键作用 ，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下调可能导致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介导 的屏障完整性的破坏 ， 说 明在 Ｈ ＩＶ－

１ ／Ｓ ＩＶ 感染中 ， 病毒及其蛋 白组分的存在

可能是导致肠道屏障功能破坏的直接原 因 ， 提示在 Ａ ＩＤ Ｓ 研究中 多个 以前未被重

视的紧密连接相关基因参与 了Ｈ ＩＶ ／Ａ Ｉ ＤＳ 的病理过程 。

对肠道免疫系统在病毒感染后 的变化的研宄 中发现 ， Ｈ １Ｖ－

１ 和 Ｓ ＩＶ 感染均能

快速诱导粘膜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数量降低
［

１ ７０
］

，Ｔｈ ｌ ７ 细胞被选择性清除 。 作为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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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１Ｖ－

１ 的主要靶细胞 ，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尤其是 Ｈ ＩＶ－

１ 感染者肠道粘膜 中 ＣＤ４
＋

Ｔｈ ｌ ７ 细胞的优先耗竭可能是造成肠道粘膜屏障损伤 的主要原因
［

１ ７ １

］
。 １ Ｌ －

１ ７Ａ 的

缺失和 Ｈ ＩＶ－

１ 组分的存在可能共同导致了肠道粘膜屏障 的损伤 。 为 了探讨 Ｉ Ｌ －

１ ７

家族细胞因子在 Ｈ ＩＶ ／Ａ ＩＤＳ 肠道屏障损伤的作用 ， 本研宄探讨 了 在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 ０

引 起的上皮屏障损伤 中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屏障功能及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 的

影响 ， 发现二者能够协 同增强 Ｃａｃｏ －２ 细胞的屏障功能 ， 伴随着 ＣＬＨ２ ，５ ，

７ ２ ， ７ ５ ，和 ＺＯ－

７ 等多种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显著上调 ， 在与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共 同作用于细胞时 ，

二者能够阻止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对 Ｃａｃｏ

－２ 细胞的屏障的破

坏 。 曾有报道指 出 ， 丨 Ｌ －

１ ７Ａ 能够通过 Ｍ ＥＫ 依赖的信号通路上调 Ｔ８４ 细胞 中

和 Ｃ１ＺＷ２ 的表达
丨

１ ６２
］

， 在小 鼠 中 ， Ｉ Ｌ －

１ ７Ａ 能够调控 Ｃ
’

ＬＤＷ

和 ＯＣＬＡ
Ｔ

转录水平的表达
［

１ ７２
］

， 我们 的结果与这些报道
一

致 。 丨 Ｌ－

１ ７Ｆ 对人肠道

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表达的影响报道甚少 ， 本部分的研究拓展了之前未被认识的受

ＩＬ －

Ｉ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调控的多种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 并第
一

次指出 ＩＬ －

Ｉ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能够协 同阻止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对 ＣＺＸ ？Ａ７ 、 ＯＣＬｉＶ 和 ＺＯ－

ｉ 表达 的下调 ， 维持上皮屏

障功能 。 这些结果表 明 ， 在生理条件下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粘膜屏障完整性的

维持 （通过调控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 ） 是必不可少 的 。 此外 ， 本研宄发现在

Ｉ Ｌ －

１ ７Ａ 存在时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联合作用对 Ｈ ＩＶ－

１

ｇｐＭＯ 介导 的屏障功能的破

坏能够提供很好的保护 ， 但当 ＩＬ－

１ ７Ａ 不存在时 ， ＩＬ －

１ ７Ｆ 单独作用对上皮屏障功

能仅产生轻微的影响 ， 说明在 Ｈ ＩＶ－

１ 感染中 ， 肠道 Ｔｈ ｌ ７ 细胞的耗竭导致的 Ｉ Ｌ －

１ ７Ａ

水平下降可能是导致肠道屏障功能不 易恢复的重要原因 。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紧

密连接的调控可能定义 了
一

种肠道上皮细胞与免疫细胞相互作用 的新机制 。

使用 ｓ ｉＲＮＡ 干扰也 ／ ／ 的表达后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 Ｌ －

１ ７Ｆ 介导 的促 ＣＺＺＷ／ 、 ＯＣＺＪＶ

和 Ｚ０－

／ 表达 的作用 受到 了影响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丨Ｌ －

１ ７Ｆ 能够促进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 中 Ｎ Ｆ －ｋ Ｂ

ｐ
６５ 和 ＭＡ ＰＫ

ｐ
３ ８ 蛋 白 的磷酸化水平 ， 说明该生物学过程伴随着 Ｎ Ｆ －ｋＢ 和 ＭＡ ＰＫ

信号通路的激活 。 Ｎ Ｆ
－

ｋＢ 选择性抑制剂抑制通路活性后 ，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 Ｆ 介导

的促 ＣＩＤ７Ｗ 、 ＯＣＬ＃ 和 Ｚ０－

７ 表达的作用受损 ， 而 ＭＡ ＰＫ 信号通路选择性抑制

剂只 能影响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丨 Ｌ －

１ ７ Ｆ 介导 的 Ｚ （９－

７ 的表达 ， 说 明 ＣＺＸＷｈＯＣＬｖＶ 和 Ｚａ ／

的表达调控机制存在差异 。 Ｋ ｉ ｎ ｕｇａ ｓ ａ 等也 曾经报道过 ＩＬ －

１ ７Ａ 通过 ＥＲＫＭＡ ＰＫ

信号通路调节 的表达 ， 但该信号通路被抑制后并没有影响 Ｉ Ｌ －

１ ７Ａ 介 导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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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ＣＺＺＷ７ 的表达
［

１ ６２
］

。 这些结果表 明 丨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对多种紧密连接蛋 白 的

调控可能是通过不 同 的生物学机制实现的 。 丨 Ｌ －

１ ７Ａ 和 Ｉ Ｌ －

１ ７Ｆ 对紧密连接表达的

调控有 Ｉ Ｌ －

１ ７Ｒ 下游信号 Ｎ Ｆ
－

ｋＢ 和 ＭＡ ＰＫ 的参与 ， 提示通过靶向 Ｉ Ｌ －

１ ７ 通路进行

Ｈ ＩＶ ／Ａ Ｉ Ｄ Ｓ 肠道屏障功能修复的可能性 。

Ｈ ＩＶ－

１ 感染者肠道粘膜 中 Ｃ Ｄ４
＋

Ｔｈ ｌ ７ 细胞的优先耗竭可能是造成肠道粘膜屏

障损伤 的主要原 因 ［
１ ７ １

］
。 １ Ｌ －

１ ７ 是
一

种 多功能性的细胞因子 ， 它可 以通过促进

妙 、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和抗菌肽的表达等多种机制维持粘膜屏障的完整性 ［
１ ００

，

１ ４８
， １ ７３

］
。 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体 内 ／Ｕ Ｚ４ 的表达与 ／ 和紧密连接相

关基因 的表达均呈现正相关性 ［
７９

，１ ４０
］

。 本研宄发现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下调紧密连接

相关基因 的表达并破坏肠道上皮屏障的完整性 ， 在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存在时 ， 二

者能够协同 阻止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对肠道屏障的破坏 ， 这些发现尚未见报道 ， 提示针

对 Ａ ＩＤＳ 患者肠道 中 Ｔｈ ｌ ７ 缺失的额外治疗可能有助于肠道屏障功能的恢复 。

综上所述 ， 本部分的研宄发现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１ ７Ｆ 是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有效

调控因子 ，
二者的单独作用及联合作用均能阻止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介导的肠道屏障的

破坏 ， 该过程有 ＩＬ －

１ ７Ｒ 下游信号通路 ＮＦ －ｋＢ 和 ＭＡＰＫ 的参与 。这些发现为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破坏肠道上皮屏障的研宄提供 了 新的知识 ， 拓展 了我们对 Ｉ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调控紧密连接相关基因功能的认识 ， 为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介导 的肠道上皮损伤的修复

机制 的研究提供 了理论支持 ， 提示 ＩＬ －

１ ７ 通路在 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肠道屏障功能障碍 中

的直接作用 ， 在针对 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的治疗 中应予 以考虑 。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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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小结

１ ．Ｈ ＩＶ－

ｌ
ｇｐ 〗 ４０ 通过下调肠道上皮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直接破坏肠道上皮

细胞屏障 的完整性 。

２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１ ７Ｆ 通过协同上调多种紧密连接蛋 白 的表达阻止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对肠道上皮屏障的破坏 。

３ ．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通过 Ａｃｔ ｌ 依赖的通路介导 Ｃａｃｏ
－２ 细胞中紧密连接相关基

因和蛋 白 的表达 。

４ ． Ｉ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Ｆ 介导 的紧密连接相关基因和蛋 白 的表达有 Ｉ Ｌ －

１ ７Ｒ 下游

Ｎ Ｆ －ｋＢ 和 ＭＡ ＰＫ 信号通路的参与 。

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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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ＬＰＳ 和 ＴＮ Ｆ
－ａ 对 Ｉ Ｌ

－

１７Ｒ 表达及肠道上皮屏障功能的影

响

第
一

节 引 言

在 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中 ， 肠道屏障的损伤是微生物移位和免疫活化的先决条件 ， 而

微生物移位揭示 了免疫激活的重要机制 。 ＬＰＳ 是革兰 氏 阴性菌外膜的组成部分 ，

被认为是微生物移位的主要标志 ［
１ ７４

］
。 革兰 氏阴性杆菌介导 的局部急性炎症反

应会导致肠道上皮屏障的破坏及细菌移位 ［
１ ７ ５

］
， 另有证据表明 ， 在 Ｓ ＩＶ 感染的

恒河猴血浆中 ， ＬＰＳ 等病原相关分子模式大量存在并与免疫激活密切相关 ［
１ ７６

］
。

肠道中 的细菌及其产物 ＬＰＳ 可通过受损的粘膜屏障进入血液循环 ， 转移到肝脏

和肠系膜淋巴结等部位 ， 引 起全身性免疫激活 ， 这是 Ｈ ＩＶ－

１ 感染进展到 Ａ ＩＤＳ 的

主要原 因 。

ＴＮＦ －ａ 已被证实是肠粘膜屏障损伤 的重要启动因子 ， 在肠道炎症和诱导肠上

皮细胞紧密连接的渗透率改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
１ ７７

， １ ７８
］

。 ＬＰＳ 可诱导包括 巨噬

细胞在 内 的免疫和非免疫细胞大量表达 ＴＮＦ －ａ 等炎症因子 ， 进
一

步加剧炎症反

应 。 ＴＮＦ －

ａ 作为诱导肠道炎症的
一

种重要细胞因子 ， 在多种 自 身免疫和炎症失调

过程中通过诱导 Ｔｈ ｌ 细胞的激活而参与炎症级联反应 。 在炎症性肠病 中肠粘膜

ＴＮＦ －ａ 表达增加并参与炎症的发生及信号的转导 ［
１ ７９

］
， 此外 ， 在 Ｈ ＩＶ－

１ 感染者

的血液中 ＴＮＦ －ａ 表达也增加并且与 ＬＰＳ 的刺激直接相关
［
１ ８０

］
。

第
一

部分的研究发现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致恒河猴肠道中 ／Ｌ －

／ ７似 和 均

上调表达且与 多种紧密连接蛋 白存在正相关性 ， 但是 引 起 ／Ｌ －

７ ７ｉ？ 上调表达的因

素仍然未知 ， 由 于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中 Ｔｈ ｌ ？ 细胞分泌 ＩＬ －

１ ７ 和 丨 Ｌ －２２ 等促炎性细胞

因子的能 力 降低 ， 使 几－

７ ７兄４ 和 ／Ｌ －

／ ７ＡＣ 表达上调 的原因变得复杂 。 在第二部分

的研宄 中 ， 我们利用体外上皮细胞屏障模型 （ Ｃ ａｃｏ
－２ ） 证实 了 １ Ｌ －

１ ７Ａ 和 Ｉ Ｌ －

１ ７Ｆ

能够通过 Ｉ Ｌ －

１ ７Ｒ 信号通路调控肠道上皮细胞中 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并阻止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ＭＯ 介导 的肠道上皮屏障的损伤 。 基于 ＴＮ Ｆ －ａ 与 ＬＰ Ｓ 在 Ｈ ＩＶ ／Ａ ＩＤＳ 中 的

变化及其在肠道粘膜屏障和 炎症 中 的重要作用 ， 我们有理 由相信在 Ｈ ＩＶ－

１ ／Ｓ １ Ｖ 感

染 中 ， 肠道粘膜 ＴＮＦ －

ａ 等炎症 因子的上调表达与微生物移位可能与 ／Ｚ －

／ ７／？ 的上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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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之间存在
一

定的联系 ， ＬＰＳ 和炎性细胞因子可能均参与 了Ｈ ＩＶ ／Ａ ＩＤ Ｓ 病理过程

中肠道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调控 。

在本部分的研究 中 ， 我们检测 了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ＪＴＶＦ－ ａ 的变

化 ， 分析 了７７ＶＦ－ａ 与 ／Ｉ －

７ ７７？ 表达的相关性 ， 并利用体外细胞模型分析 了Ｉ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 ＴＮ Ｆ －

ｏ ｔ 等炎性细胞因子和 ＬＰＳ 对 ＩＬ －

１ ７Ｒ 表达 的影响 。 此外 ， 我们探讨

了ＬＰＳ 和 ＴＮＦ －

ａ 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单层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及屏障功能的影响 ，

并对参与该过程的相关信号通路进行 了初步探讨 。

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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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材料和方法

１ 实验材料及试剂

１ ． １ 主要仪器设备

１Ｘ ８ １

－ＺＤＣ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 ＯＬＹＭ ＰＵ Ｓ
，
Ｊ ａ ｐ ａ

ｎ ）

其它仪器设备 同第
一

、 二部分 。

１ ．２ 主要试剂

动物组织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 （ Ｑ ＩＡａｍｐ
ＤＮＡＭ ｉ ｎ ｉＫ ｉ ｔ ） 购 自 德国 Ｑ ｉ ａｇｅｎ ； 焚

光定量试剂盒 （ ＴＢＧ ｒｅｅｎ
？

Ｐｒｅｍ ｉｘＥｘＴａ
ｑ

？
）购 自 日 本 

ＴａＫａＲａ
；ＬＰＳ（ Ｅ ．ｃｏ ｌ ｉ０ １ １ １ ：

Ｂ４ｓｔｒａ ｉｎ
－ＴＬＲ４ ｌ ｉｇａｎｄ ） 购 自美 国Ｉ ｎｖ ｉｖｏｇｅｎ ； 人重组ＴＮＦ －

ａ购 自 美 国Ｓ ｉ

ｇ
ｍ ａ 。

其它试剂 同第
一

、 二部分 。

１ ．３ 主要溶液及配制

（ １ ）４％多聚 甲醛 ： 多聚 甲醛 ２０ ．０ ｇ ， 加入 ２５ ０ｍＬ ＰＢ Ｓ（ ２ ００ｍＭ ） 和 ２ ５ ０ｍ Ｌ

去离子水 ， ５ ０

°

Ｃ水浴溶解后 ４

°

Ｃ保存备用 。

（ ２ ）３％Ｔｒ ｉ ｔｏｎＸ －

１ ００
－ＰＢ Ｓ母液 ： Ｔｒ ｉ ｔｏｎＸ －

１ ００１ ． ５ｍＬ ，ＰＢ Ｓ４ ８ ． ５ｍＬ ， 充分混匀

后 ４Ｃ保存备用 。

（ ３ ） 免疫荧光抗体稀释液 ： １ ０％Ｂ ＳＡ１ ００
 ｜

ｉＬ ， ３％Ｔｒ ｉ ｔｏｎＸ －

１ ００
－ ＰＢ Ｓ母液 ］ ００

 ｜

ｉＬ ，

ＰＢ Ｓ８００
ｐＬ ， 充分混匀后 ４

°

Ｃ保存备用 。

其它溶液及配制 同第
一

、 二部分 。

２ 实验方法

２ ． １ 基因标准品的构建

方法同第
一

部分 ， ＲＴ－ＰＣＲ 扩增 引 物序列及参考基因如下 ： ７７＼７
７
－

６＾ １

＇

丨 １１＾『 卩 ５
＼

ＧＡＡ ＣＣＣＣＡＡ ＧＴＧＡＣＡ ＡＧＣＴＮＦ－

ａ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５

５

－

ＧＧＣＡＡＴＧＡＴ ＣＣＣＡＡＡ

ＧＴＡ －

３
’

， 参考基因为ＮＭ ００ １ ０４７ １ ４９ ． １ 。

２ ．２ 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方法 同第
一

部分 ， 扩增 引物及探针序列如下 ：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Ｆ５

’

－

ＣＴＣＴＴＣ

ＡＡＧＧＧＣＣＡＡＧＧＣＴ 
－

３

５

 ；ｑＴＮＦ
－

ａ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５

！

－

ＧＡＴＧＣＧＧＣＴ ＧＡＴＧＧＴＧＴＧ

－

３

’

 ；ｑ
７７ＶＦ－

ａ
ｐ

ｒｏｂｅ５
’

－

ＣＣＣＣＴＣＣＡＡＣＣＡＴＧＴＧＣＴＣＣＴＣＡ
－

３

？

， 参考基丙 为

ＤＱ９０２４８ ３ ． Ｋ

２ ．３ 动物组织 ＤＮＡ 的提取

９ ３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 文


第三部分

根据 Ｑ ＩＡ ａｍ
ｐ
ＤＮＡ Ｍ ｉ ｎ ｉＫ ｉ ｔ 说 明 书提取动物组织中 的 ＤＮＡ 。

（ １ ） 取 １ ０
￣

２０ｍ ｇ 组织样 品粉碎后放入放入 １ ． ５ｍ 丨 的离心管 中 ， 加入 ２ ０
 ｊ

ｘＬ 蛋

白酶 Ｋ ， 涡旋混匀后置于 ５６

°

Ｃ水浴中孵 育直至溶解 。

（ ２ ） 涡旋 １ ５ｓ 并加入 ２ ００ 队 ｂｕｆｆｅ ｒＡＬ ， 涡旋使充分混匀后置于 ７０

°

Ｃ孵育 １ ０

ｍ ｉ ｎ ， 加入 ２００
ｎＬ 乙醇 （ ９ ６

？

１ ００％ ） 并再次涡旋混合 。

（ ３ ） 移 出步骤 （ ２ ） 中 的混合物至 Ｄｎｅａ ｓｙ
Ｍ ｉ ｎ ｉｓｐ

ｉ ｎｃｏ ｌ ｕｍｎ 中 ， ６０００ｒｅｆ离心 １

ｍ ｉ ｎ ， 弃液 。

（ ４ ） 加入５ ００
｜

ｊＬ ｂｕｆｆｅ ｒ ＡＷ ｌ
， ６０００ ｒｃ ｆ

离心 ｌ ｍ ｉｎ ， 弃液 。

（ ５ ） 加入５ ００
 （

ｉＬｂｕｆｆｅ ｒＡＷ２ ， ６０００ｒｅ ｆ离心 １ｍ ｉ ｎ ， 弃液 。

（ ６ ） 将Ｄｎ ｅａｓｙ
Ｍ ｉ ｎ ｉｓｐ

ｉ ｎｃｏ ｌ ｕｍ ｎ移到新 的 １ ＿ ５ｍ ｌ离心 ｆ？ 中 ， 加入２００
ｐ
Ｌｂ ｕｆｆｅ ｒ

ＡＥ ， 室温孵育 １ｍ ｉ ｎ ，６０００ｒｅ ｆ 离心 １ｍ ｉ ｎ 。

的检测

根据 ＴＢＧ ｒｅｅｎ
？

Ｐｒｅｍ ｉｘＥｘＴａｑ
？
试剂盒说明书 ， 以肠系膜淋巴结 ＤＮＡ

为模板进行 的定量检测 ， 扩增程序如 下 ：

９ ５

〇

Ｃ ，３ ０ｓ

９ ５

〇

Ｃ
，５ｓ

＇

ｉ

＾
４０ｃｙｃ

ｌ ｅ ｓ

６ ０

°

Ｃ ，３ ４ｓＪ

扩增 引 物序列如下 ： ／仍ｐｒ
ｉｍ ｅ ｒＦ５

＇

－ＡＧ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ＹＭＴＧＧＣＴＣＡＧ －

３

’

；

７诏
ｐ
ｒ ｉｍ ｅ ｒＲ５

’

－ＣＧＹＣＣＡＴＴＧＢＧＢＡＡＤＡＴＴＣＣ －

３

＇

。

扩增体系如下 ：

试剂 用量

２ ｘＴＢＧ ｒｅｅｎＰｒｅｍ ｉｘＥｘＴａ
ｑ １ ０ ． ０

 （

． ｉ Ｌ

上游 引物 （ １ ０
ｐＭ ） ０ ． ４

＾
ｉＬ

下游引 物 （ ｌ 〇 ＫＭ ） ０ ．４
 ＼

ｉＬ

ＤＮＡ模板 （ ＜ １ ００ｎｇ ） ２ ． ０
 ｜

ｉＬ

ＲＮ ａｓｅＦ ｒｅｅｄ ｄＨ
２
〇 ７ ． ２

 ｜

ｉＬ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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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Ｃａ ｃｏ －２ 细胞的处理

在 ＬＰ Ｓ 、 ＴＮ Ｆ －ａ 、 ＩＬ －

１ ７Ａ ／ Ｉ Ｌ －

１ ７ Ｆ 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Ｉ Ｌ －

１ ７Ｒ 及紧密连接相关基

因表达影响 的实验中 ， Ｃａｃｏ －２ 细胞 以 １ ０
６

个／孔的密度接种到 ６ 孔板 中 ， 待细胞

单层铺满率达到 ８ ０
？

９ ０ ％ ， 加入 ＬＰＳ （ １ 昭 ／ｍ Ｌ ） 、 ＴＮ Ｆ －ａ（ １ ００ｎｇ ／ｍ Ｌ ） 和 ／或相

应浓度的 丨 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见实验结果 ） ， ３ ７

°

Ｃ培养 ２４ｈ 后收集细胞进行转录水平

检测或 ４ ８ｈ 后收集细胞进行蛋 白水平检测 。

在信号通路抑制实验中 ，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处理 同第二部分 。

２ ．６ 细胞免疫荧光

（ １ ） 将无菌 的盖玻片放入细胞培养板底部 ， 接种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于细胞培养板中 ，

将培养板放入细胞培养箱 中培养 ， 使细胞在盖玻片上形成单层 。

（ ２ ） 向Ｃ ａｃｏ －２细胞单层 中加入ＬＰＳ（ １
网／ｍＬ ） 、 ＴＮＦ －

ａ（ １ ００ ｎｇ／ｍＬ ） 和ＩＬ －

１ ７Ａ

（ １ ００ ｎｇ／ｍＬ ） ， ３ ７

°

Ｃ培养４ ８ ｈ 。

（ ２ ） 取 出铺好细胞的盖玻片 ， 用 ＰＢ Ｓ 漂洗 ３ 次 ， 每次 ５ｍ ｉ ｎ 。

（ ３ ） 用 ４％的多聚 甲醛对盖玻片上的细胞进行固定 ， 室温固定 ２ ０ｍ ｉｎ 后 ， 用

？８ ５丁 漂洗 ３ 次 ， 每次 ５ １＾ １１ 。

（ ４ ） 用 Ｔｒ ｉ ｔｏｎＸ －

１ ００ 浸泡盖玻片 ２０ｍ ｉｎ ， ＰＢ ＳＴ 漂洗 ３ 次 ， 每次 ５ｍ ｉ ｎ 。

（ ５ ） 在盖玻片上滴加适量 １ ０％正常 山羊血清 ， 室温孵育 ３ ０ｍ ｉｎ ， 使无关抗原

得 以封闭 。

（ ６ ） 用吸水纸小心吸去多余的封 闭液 ， 将稀释好的 ＺＯ －

１ 单克隆抗体 （ １ ：２ ５ ０ ）

滴加到盖玻片上 ， 将盖玻片移入湿盒中 ， ４

°

Ｃ孵育过夜 。 ＰＢ ＳＴ 漂洗盖玻

片 ３ 次 ， 每次 ５ｍ ｉｎ 。

（ ７ ） 用吸水纸小心吸去多余的液体 ， 将稀释好的 Ａ ｌ ｅｘａＦ ｌ ｕｏ ｒ４ ８ ８ 标记的 山羊抗

鼠 Ｉ ｇＧ（ Ｈ＋Ｌ ） 二抗 （ １ ：８０００ ） 滴加到盖玻片上 ， ３ ７

°

Ｃ避光孵育 １ｈ 。 ＰＢ ＳＴ

漂洗盖玻片 ３ 次 ， 每次 ５ｍ ｉ ｎ 。

（ ８ ） 细胞核染色 ： 滴加 ＤＡＰ 丨 工作液于盖玻片上 ， 室温避光孵育 ２０ｍ ｉｎ ， 用

ＰＢ ＳＴ 避光漂洗 ３ 次 ， 每次 ５ｍ ｉ ｎ 。

（ ９ ） 向盖玻片上滴加适量抗荧光淬灭封片液 ， 封片后将细胞样 品置于激光共聚

焦显微镜下观察 ， 采集并保存 图像 。

其它实验方法同第
一

、 二部分 。

９ ５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第三部分

第三节 实验结果

１ＳＨＩＶ／ＳＩＶ 感染影响恒河猴肠道中 ７７ＶＦ－ａ 的表达

１ ． １ 正常与 ＳＨＩＶ／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肠道中 ７７ＶＦ－？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的差异及与病

毒载量之间的相关性

本研究检测 了对照组和感染组恒河猴 胃底 、 十二指肠近端 、 空肠近端 、 空回

肠中部 、 回肠末端 、 盲肠 、 结肠近端 、 结肠中段和直肠这 ９ 个 胃肠道部位

ｍＲＮＡ 的表达水平 。 如图 ３ ． １ Ａ 所示 ， 正常恒河猴 胃 肠道组织中 ７７ＶＦ－

ａ ｍＲＮＡ 在

２００
￣

３ ００ｃｏ
ｐ

ｉ ｅ ｓ／ １ ０
６

Ｇ乂ＰＺ）／／之间 ， ＳＨ ＩＶ／Ｓ ＩＶ感染组 胃肠道组织中７ＷＦ－

ｏ ｔｍ ＲＮＡ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 ＾＝０ ． ０３ １ ６ ） ， 表达量为正常组的两倍 。 对 ７ＷＦ－

ｃｔｍ ＲＮＡ

表达水平与病毒载量做相关性分析发现 ， ｍ ＲＮＡ 水平与病毒载量在消化道

组织中呈显著正相关 （ ｒ
＝

０ ． ９ １ ７ ， 尸 ＝

０ ． ０００５ ） （ 如 图 ３ ． １ Ｂ ） ， 说明肠道中 ＴＷＦ－

ｃ ｔ ｍＲＮＡ

水平的升高与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存在联系 。

Ａ Ｂ

 ＴＮＦ＾ａ ａｎｄ ｖ ｉｒａ ｌ  ｌｏａｄ

８００
－

，
臉

 ５邊 ７

ｓ ＊ｎ？

Ｉ 變
齡

＇

 Ｉ
ｆ

５ ９
－

／

１ １ ４〇〇
－ ｌ

｜
＊

之ｇ
２ ００

－ Ｃ

￣

 ？

」 Ｉ


Ｉ ２ ． ０
－

１



１



１



１



１

ｖ １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 Ｉ ｇ 
（
ｖ ｉ ｒａ ｌ ＲＪＶＡ 

ｃｏｐ ｌｅｓ／ｍ ｌ
）

图 ３ ． １ 正常与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消化道组织中 ７７ＶＦ－ａｍＲＮＡ 水平的差异及与病毒载

量的相关性

Ｆ ｉ

ｇ
３ ． １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ｃ ｅ ｓ ｉｎＴＮＦ－ａｍ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 ｓｂ ｅｔｗ ｅ ｅｎ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ｅｄａｎｄｕｎ ｉｎｆｅ ｃ ｔｅｄ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ａｎｄ ｔｈ ｅ ｉ ｒ ｃｏｒｒ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ｖ ｉ ｒａ ｌ ｌ ｏ ａｄ

Ａ ． 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与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道粘膜 中 ｒＷ－

ａｍＲＮＡ 水平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Ｂ ．ＳＨ ＩＶ／Ｓ Ｉ Ｖ 感染的恒河猴 （ ｎ
＝

５ ） 消化道组织中 ７Ｗ－

ａ ｍＲＮＡ 与病毒载量的

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图 Ｂ 中每个点代表
一

个消化道组织 中 ５ 只感染组动物 ７７ＶＦ－？ｍＲＮＡ 水

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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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病毒载量的平均值 ；
ｒ 为相关系数 ，

＜０ ． ０ ５ 为显著相关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ＳＤ ， 统计学

方法 ： Ｍ ａｎｎ
－Ｗ ｈ ｉ ｔｎｅｙ 

ｔ ｅ ｓｔ（

＊
： 尸

＜０ ． ０ ５ ） ， 非参数检验Ｓｐ ｅ ａｒｍ ａｎ  ｔ ｅ ｓ ｔ

１ ．２ 恒河猴肠道粘膜 中 ７７ＶＦ－ａ 与 ／Ｌ － ／ ７兄 ｍ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

本研究第
一

部分的结果指 出 ＳＨ １Ｖ ／Ｓ ＩＶ 感染 引 起肠道各段

表达上调 ， 为 了探讨 ７７ＶＦ－

Ｃ（ 和 ／Ｌ －

／ ７兄４／／Ｌ －

／ ７见：表达之 间 的联系 ， 本研宄对 ７ＷＦ－

ａ

和 ／Ｌ －

／ ７兄４／／Ｚ－

／ ７ｉ？Ｃ 的表达做 了相关性分析 ， 发现在正常动物肠道 中 ， 无论是

几－

／ ７兄４ 还是 ／Ｉ－

７ ７ＡＣ ， 表达水平与 ７ＷＦ－

ａ 均无相关性 。 而在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组

动物肠道 中 ，
／Ｉ －

７ ７兄４ 与 ７７ＶＦ－

Ｃ（ 呈显著正相关性 （ ｒ
＝
０ ． ３ ９９ １ ，ＺＭＸ０ ３２ １ ） ， 同样 ，

／Ｚ －

／ ＺＲＣ与７ＷＦ－ａ也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 ｒ
＝
０ ． ３ ７６３ ， Ｐ＝０ ． ０４０ ５ ） 。

Ａ Ｂ

Ｎｏｒｍａ ！ Ｉ ｎ ｆｅｃ ｌｅｄ

５ ．５
？

｜ＴＮＦ－ａ ａｎ ｄ ＩＬ－

１ ７ＲＡ ｆ
－〇 ２８４ １ ？ＴＷＦ－ａ ｚ ｎ ｄ ＩＬ－ｌ ７Ｒ４ ｒ 

＝０３９９１

＾ ０ ＇ １ ４２９Ｉ
一

 Ｐ＝０ ． ０３ ２ １

Ｉ｜
５ ．０

－＊

 Ｉ？５ ．５
－

ｊ
ｇａ．？ ＊

５參

－５５４ ．５
－ ？？ ｆ ｐ

？？

ｉ
ｔ

．，

 ｜
ｉ

＊

５３ ． ５
－

？
？ ｉ

＊４ ５
＂

 ？ ？

４？ ３
̄

３ ．０
－ —

，



１ ｋ ４ ．０
＊  ■ ■ ■ ． ． ＿ ■ ■—

１



 ｉ
＂ ｍ ，

 ， ｉ

Ｚ２２ ．４ ２ ．６２ ．８ ３ ，０ ０ １ ２ ３４

Ｉ ＴＳＩｍｉｍＲＮＡ ！ ｎ  ｉ ｎ ｔｅｓ ｔｉ ｎｅ ＴＮＦ －

ａ ｍＲＮＡ  ｉｎ  ｉｍｅ ｓ ｔｉｎｅ

！ｇ （
ｃｏ

ｐ ｉ ｅｓ／ Ｉ Ｏ
ｓ
ＧＡ ＰＤＨ

） ！ｇ  （
ｃｏ

ｐ
ｉｅｓ／ＩＯ

４

ＧＡＰＤＨ
 ）

Ｃ Ｄ

Ｎｏｒｍａ ｌ Ｉ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ＴＮＦ＾Ａ ＩＬ．１ ７ＲＣ
＾ ３ １ ７４ ＴＴＶｆ錢 《！ 仏厦 ⑷７ Ｓ３

？ Ｐ？〇 ． １ ３〇 ７Ｍ＾ Ｐ－０ ，０４０５

ＩＩ
４ ．５

－

 ？？
？ Ｉ？

５ ＇ Ｓ
＇

 ？

４ 

？

ｉ５
卜、＊

＾ 
Ｊ５

．０
－

 ？

４ ．〇
． ０ｓ

＾？

Ｉ ４
？

 ％１
４ ． ５

－ ？

 ？

？？？

ｇ芑

３ ． ５
－

？ Ｓ＾４ ，０
＊ ？

３

－

 ＾
？

—

３ 

ａ
． ３ ． ５

１

＂

 ｉ


１ ｔ



 １

１Ｚ２ ．４ ２ ．６２ ．８ ３ ．０ ０ １ ２ ３ ４

Ｗ－ａｍ ＲＮＡ ｉ Ｂ ｉ ？ ｔ？ ｔ ｉｎｃ ＴＮＴ － ？ ｍＲ ．ＮＡ  ｉｎ  ｉｍ？ ｔｕ ． ｅ

Ｉｇ ｔ
ｃ

ｐ
ｉ ｅ ｎ ／ ｌ＾ ＧＡ ＰＯＨ

）
Ｉ
ｇ ＣＡＰＤＨ

 ＞

图 ３ ． ２ 恒河猴肠道粘膜组织中 ＴＴＶＦ－ａ 与 ／Ｌ －

／ ７ ／？ｍ 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

Ｆ ｉｇ
３ ． ２Ｃｏｒ 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ｂ ｅｔｗｅ ｅ ｎＴＮＦ－

ａａ ｎ ｄＩＬ －

１ ７Ｒｍ ＲＮＡ ｌ ｅｖ ｅ ｌ ｓ ｉ ｎ ｔ ｈ ｅ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 ａｏ ｆ Ｍａｃａｃａ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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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ｕｌａｔｔｏ

正常恒河猴 （ Ａ ， Ｃ ， ｎ
＝

５ ） 和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恒河猴 （ Ｂ ， Ｄ ， ｎ
＝

５ ） 肠道粘膜中 ７７ＶＦ－ａ 与 几－

／ ７兄４

（ Ａ ，Ｂ ） 或 ／ｉ －

／ ７仇： （ Ｃ ，Ｄ ）ｍＲＮＡ 水平的相关性分析散点 图 ；
ｒ 为相关系数 ， ｐ

＜０ ． ０ ５ 为

显著相关 ； 统计学方法 ： 非参数检验 Ｓ
ｐ
ｅａ ｒｍ ａｎｔｅ ｓ ｔ

２ＳＨ ＩＶ／ＳＩＶ 感染对肠系膜淋巴结中 ７必 ｒ／ｆＡＭ 基因 的影响

对正常组动物和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组动物肠系膜淋巴结中 ７妨 基因进行

定量分析发现 ， 感染组 】 妨 基因水平比对照组高出 ３ 倍 以上 （户＝０ ． ００６４ ） ，

提示 ＳＨ ＩＶ ／Ｓ １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发生 了微生物移位 。

１ ６Ｓ ｒＲＮＡ

Ｖ．

， ２ ０００
－

． Ｉ



１

｜ ＞

§
１ ５００

－

 ｖ 

；

？

／
；

．幺 专
ａ

ｒ

Ｏ

Ｉ
％ １ ０００

－

Ｉ ！

？ ＝〇５００
－



Ｓ 〇
Ｊ￣￣

＾


＂

ｖ
＂



－

＾^

图 ３ ． ３ 正常与 ＳＨ ＩＶ ／Ｓ 丨 Ｖ 感染恒河猴肠系膜淋 巴结 中 基因水平的 比较

Ｆ ｉ

ｇ
３ ． ３Ｃｏｍ ｐ

ａ ｒ ｉ ｓ ｉ ｏｎｏ ｆ１ 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 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ｎｍ ｅｓ ｅｎ ｔ ｅｒ ｉ ｃ ｌ

ｙｍ ｐ
ｈｎ ｏｄｅｓｏｆ Ｍａｃａｃａｍｕｌａ ｔ ｔｏ ｗ ｉ ｔｈ

ａｎｄｗ ｉ ｔｈ ｏ ｕ ｔＳＨ Ｉ Ｖ／Ｓ ＩＶ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 ｏｎ

正常恒河猴 （ ｎ
＝

５ ） 和 ＳＨ Ｉ Ｖ ／Ｓ Ｉ Ｖ 感染恒河猴 （ ｎ
＝

５ ） 肠系膜淋 巴结 中 基因 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 统计学方法 ： Ｍ ａ ｎ ｎ
－Ｗｈ ｉ ｔｎ ｅｙ

ｔｅ ｓ ｔ（
＊ ＊

：Ｚ
５
＜０ ． ０ １ ）

３ＬＰＳ 、 ＴＮＦ－ａ 、 ＩＬ －

１ ７Ａ／ＩＬ －

１ ７Ｆ对Ｃ ａｃｏ －２细胞中ＩＬ
－

１ ７ＲＡ和ＩＬ－

１ ７ＲＣ表达的

影响

３ ． １ＩＬ －

１ ７Ａ和ＩＬ
－

１ ７Ｆ对Ｃ ａ ｃｏ
－２细胞中／Ｚ

－ ／ ７／Ｌ４和／Ｕ Ｔ／ｆＣ
？

表达的影响

在 ＳＨ ＩＶ／Ｓ Ｉ 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
／Ｚ －

／ Ｚ４ 和 ／Ｉ －

７ ７Ｆ 表达均发生 了 显著变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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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但变化的方 向不 同 （ ／Ｉ －

／ Ｚ４ 表达水平降低 ， 几－

７ ７Ｆ 表达水平升高 ） ，
二者的

表达变化均有可能影响肠粘膜 中 几－

／ ７７？ 的 水平 。 为 了进
一

步研究 Ｉ Ｌ －

１ ７Ａ 和

ＩＬ －

１ ７ Ｆ 对 ／Ｌ －

／ ７／Ｍ／／Ｉ －

／ 表达 的调控 ， 本研究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检测

了Ｉ Ｌ －

１ ７Ａ 和 丨 Ｌ －

１ ７ Ｆ 单独作用及二者联 合作用对 Ｃ ａ ｃｏ
－２ 细胞 中 ／Ｌ －

／ ７兄４／／Ｚ －

／ ７ｉ？Ｃ

表达的影响 。 如 图 ３ ．４Ａ 和 Ｂ 所示 ， 低浓度 的 ｌｂ  １ ７Ａ （ １ ０ －

１ ００ｎｇ
／ｍ Ｌ ）促进 ＺＬ －

７ ７兄４

和 的表达 ， 随着 ＩＬ －

１ ７Ａ 浓度的升高 ， 其促 ／Ｚ －

７ ７７？ 表达作用逐渐减弱 ，

当 ＩＬ －

１ ７Ａ 浓度达到 ２００ｎｇ／ｍＬ 时 ， 其对 ／Ｌ －

ｉ ７兄４ 的促表达作用 消失 ， 甚至对

的表达产生抑制作用 。 如 图 ３ ．４Ｃ 和 Ｄ 所示 ， 丨 ００ｎｇ／ｍＬ 的 ＩＬ －

１ ７Ｆ 对

７Ｌ －

７ ７兄４ 和 ／Ｌ －

７ ７ＡＣ 的表达也均有促进作用 ， 但与 １Ｌ －

１ ７Ａ 不 同 ， 当 ＩＬ －

１ ７Ｆ 的浓

度增加到 ２ ００ｎｇ／ｍＬ 时 ， ＩＬ －

１ ７Ｆ 对 ／Ｕ ７兄４ 的表达产生 了更强的促进作用 。 与

２００ｎｇ
／ｍＬ的ＩＬ －

１ ７Ｆ相 比 ， 当用 １ ００ｎ ｇ
／ｍＬ的ＩＬ －

１ ７Ａ代替 Ｉ Ｌ －

１ ７Ｆ时 （ １ ００ｎｇ／ｍＬ

ＩＬ －

１ ７Ａ＋ １ ００ｎｇ／ｍＬＩＬ －

１ ７Ｆ ） ， ／Ｚ－

７ ７兄４ 和 ／Ｌ －

７ ７／ＪＣ 的表达并没有得到促进 ， 相反 ，

几－

７ ７兄４ 的表达甚至受到 了抑制 。 然而 ， 与 ２ ００ｎｇ／ｍＬ 的 ＩＬ －

１ ７Ａ 相 比 ， 当用 １ ００

ｎ
ｇ／ｍＬ的ＩＬ －

１ ７Ｆ代替ＩＬ
－

１ ７Ａ时 （ １ ００ｎｇ
／ｍ Ｌ Ｉ Ｌ －

１ ７Ａ＋ １ ０ ０ ｎ
ｇ
／ｍ ＬＩ Ｌ －

］ ７Ｆ ）Ｕ ７似

和 的表达都发生 了上调 。 这些结果表明 ， 无论 ＩＬ －

１ ７Ａ 是否存在 ， ＩＬ －

１ ７Ｆ

均能促进 的表达 。

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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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 ４ Ｉ Ｌ －

１ ７Ａ和 ＩＬ －

］ ７Ｆ对Ｃａｃｏ
－２细胞／Ｌ

－

／ ７兄４和７Ｌ
－

７ ７／？Ｃ ｍＲＮＡ 水平的影响

Ｆ ｉ ｇ
３ ．４Ｅｆｆｅ ｃ ｔｓｏｆ１Ｌ －

１ ７Ａａｎｄ １Ｌ－

１ ７ＦｏｎｔｈｅｍＲＮＡ ｌ ｅｖｅ ｌｓｏ ｆ ＩＬ－

１ ７ＲＡａｎ ｄＩＬ－

１ ７ＲＣ ｉ ｎＣ ａｃ ｏ
－２

ｃｅ ｌ ｌ ｓ

不 同浓度 的 丨 Ｌ－

１ ７Ａ 处理 ２４ｈ 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几－

／ ７兄４（ Ａ ） 和 ／Ｌ －

／ ７／？Ｃ（ Ｂ ）ｍＲＮＡ 水平

的 ｑＰＣＲ 检测 ； 不 同浓度的 丨Ｌ －

１ ７Ａ 和域 ＩＬ －

１ ７Ｆ 处理 ２４ ｈ 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ｉ－

／ ７兄４（Ｃ ） 和

／ｉ － ７ ７／？Ｃ （ Ｄ ） ｍ ＲＮＡ 水平 的 ｑ
ＰＣ Ｒ 检测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ｉｍ
ｐ ａ ｉ ｒｅｄ

ｔｗｏ
－

ｔ 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 ｅ ｓ ｔ（

＊
：／

＞ ＜ ０ ． ０ ５
；

＊ ＊
：／

５ ＜ ０ ． ０ １
；

＊ ＊ ＊
：Ｐ ＜ ０ ． ０ ０ １ ）

３ ．２ＬＰＳ 、 ＴＮＦ － ａ 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Ｌ－ｉ Ｚ／Ｍ 和 几－／ ７／？Ｃ表达的影响

ＳＨ １ 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发生微生物移位 （ ＬＰＳ 存在 ） ， ７７ＶＦ－

ａ 表达量

均增加且与 ／Ｚ －

７ ７兄４／／Ｚ －

／ ７ＡＣ 的表达存在显著正相关 ， 提示 ＬＰＳ 和 ＴＮ Ｆ －ａ 可能

参与 ／Ｚ －

／ ７／？ 表达的调控 。 为 了验证这
一

假设 ， 本研究用 ＬＰＳ（ １ 昭／ｍＬ ） 和 ＴＮ Ｆ －

ｃｃ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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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０ｎｇ／ｍＬ ） 刺激Ｃ ａｃｏ
－２细胞系并观察其与ＩＬ －

１ ７Ａ （ １ ００ｎｇ
／ｍ Ｌ ） 或ＩＬ －

１ ７Ｆ （ １ ００

ｎ ｇ
／ｍ Ｌ ） 联合作用对 ／Ｚ －

／ ７兄４ 和 ／Ｚ －

／ ７／？Ｃ 表达的影响 。 如 图 ３ ． ５ 所示 ，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能够显著上调 几－

／ ７似 和 几－

／ ７尺Ｃ 转录水平 的表达 （ Ｐ＜０ ． ０００ １
；
户＝０ ． ００６ ８ ） （ 图

３ ． ５Ａ 和 Ｂ ） ， 对 丨 Ｌ －

１ ７ＲＡ 和 Ｉ Ｌ －

１ ７ＲＣ 蛋 白 水平的表达也有
一

定 的促进作用 ， 但没

有统计显著性 （ 图 ３ ． ５Ｅ 和 Ｆ ） 。 在 １ Ｌ －

１ ７Ａ 存在 的情况下 ，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对 ／Ｚ －

／ ７兄４

和 几－

７ ７仇： ｍＲＮＡ（ 戶＝０ ．０００２
；
尸＜０ ． ０００ １ ） 和蛋 白 （ Ｐ＝０ ． ０４４２ ；

户＝０ ． ０２７６ ） 均表

现出更加 明显 的促表达效果 （ 图 ３ ． ５Ａ 、 Ｂ 、 Ｅ 、 Ｆ ） 。 同样 ， 在 ＩＬ －

１ ７Ｆ 存在时 ，

ＬＰＳ＋ＴＮＦ －ａ 对 ／Ｚ －

７ ７兄４ 和 ／Ｚ －

７ ７７ＪＣ 的转录 （ 尸＝０ ． ００７
；
尸＝０ ． ０２ ５ ７ ） 及蛋 白水平

（ 户＝０ ．０ ３ ５ ６
；
户＝０ ． ０４６６ ） 也均具有 明 显 的促表达作用 （ 图 ３ ． ５Ｃ 、 Ｄ 、 Ｇ 、 Ｈ ） 。 这

些结果说 明 ，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能够促进 ／Ｚ －

／ ７兄４／／Ｕ ７ｉ？Ｃ 的表达 ， 当 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存在时 ， 其促表达作用更加 明显 。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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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对 Ｃ ａ ｃ ｏ

－２ 细胞中 ／Ｕ ７／Ｍ 和 ／Ｕ ７ＫＣ表达的影响

为 了探讨 Ｈ １Ｖ－

丨

ｇｐ
ｌ ４０ 对 ／Ｌ －

／ ７兄４／／Ｕ ７／ＪＣ 表达的影响 ， 本研宄用不同浓度

的 Ｈ ＩＶ－

丨 ｇｐ 

１ ４０ 刺激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 ２４ｈ 后 ， 观察 ／Ｚ －

／ ７兄４ 和 ／Ｚ －

７ ７似７表达的变化 。

如 图 ３ ． ６ 所示 ， Ｈ ＩＶ－

１ｇｐ 丨 ４０ 能够抑制 ／Ｌ －

／ ７似 和 ／Ｌ －

／ ７／ＪＣ 转录水平的表达 ， 当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浓度为 １ （

ｉｇ
／ｍ 丨 时 ， 其对 ／Ｌ －

／ ７兄４ 和 ｍＲＮＡ 均产生轻微的

抑制作用 ， 当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Ｉ ４０ 浓度为 １ ０ 呢／ｍ 丨 时 ， 其对 ７兄４ 和 ／Ｌ －

７ ｍＲＮＡ

的 抑 制 作 用 较 低浓度 时 增 强 ， 并 对 ／ｉ －

ｉ ７兄４ｍＲＮＡ 产 生 显 著 的抑 制 作 用

（ 尸＝０ ． ００２ ３ ） 。

２ ５００
－

ｊ ｜

———

１Ｅ３ＩＬ－

１ ７ＲＡ

Ｓ ［
ｘ＾ｌ＿Ｉ＿＾ＩＬ －

１ ７ＲＣ
■

３５２ ０００
－

■ Ｓ
ｇ ： ： ： ｙｒ

＾

ｉ丁

ｇ３
１ ５０ ０

－
： ：

：

： ： ： ： ： ： ： ： ｘ ：ｉ
１ ２Ｉｆｔ

ｌ ｉ 

１ ００ ０
－

■＞ｉ

ｓ ０
．

． ．Ｉｉ ｉ
＾Ｖ ４＾＾Ｖ^

ｇ ｐ ｉ ４ ０
｛
ｕ ｇ／ｍ ｌ

）

图３ ． ６Ｈ ＩＶ－

ｌ

ｇｐＭＯ对Ｃ ａｃ ｏ
－２细胞 ／Ｚ ＿

－

／ ７／Ｌ４和／Ｕ ＺＲＣ
表达的影响

Ｆ ｉ ｇ
３ ． ６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Ｈ Ｉ 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ｏｎ ｔｈ 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 ＩＬ－

１ ７ＲＡａｎｄ ＩＬ －

１ ７ＲＣ ｉｎＣ ａｃｏ
－２ｃ ｅ ｌ ｌ ｓ

不 同浓度的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处理 ２４ｈ 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ＺＬ －

／ ７兄４ 和 几－

／ ７ｉ？Ｃ ｍＲＮＡ 水平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

ｐ
ａ ｉｒｅｄ ｔｗｏ

－

ｔａ ｉ ｌｅｄ ｔ ｔｅ ｓ ｔ （

＊ ＊
： 尸 ＜ ０ ． ０ １ ）

为 了进
一

步探讨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的作用 能否影响 ＬＰＳ 、 ＴＮＦ －

ａ 及 Ｉ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的促 ／Ｚ －

／ ７／？ 表达效果 ， 本研究检测 了在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 ｌ 〇 ｎｇ／ｍＬ ）存在的情况下 ，

ＬＰＳ 、 ＴＮＦ －

ａ 及 Ｉ Ｌ Ｉ ７Ａ ／ １ Ｌ １ ７ Ｆ 对 ／Ｚ －

７ ７似 和 几 转录及蛋 白表达的影响 。

如 图 ３ ． ７ 所示 ， 在 Ｈ Ｉ Ｖ－

ｌｇｐ ｌ ４０ 存在时 ， ＺＬ －

／ ７兄４ 和 转录和蛋 白水平的

表达均受到
一

定 的抑制 ， 但 Ｈ Ｉ 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不足 以逆转 ＬＰＳ 、 ＴＮ Ｆ －ａ 及 丨 Ｌ －

１ ７Ａ ／ １ Ｌ －

１ ７Ｆ

的促 ／ｉ －

／ ７兄４和 表达效果 ， Ｈ ＩＶ－

］

ｇｐ
ｌ ４０与ＬＰＳ 、 ＴＮＦ －ａ及Ｉ Ｌ －

１ ７Ａ的联

合作用依然能够显著上调 ／Ｚ －

／ ７／Ｌ４ 转录和蛋 白水平的表达 （ Ｐ＝０ ． ０００９
；
户＝０ ． ００ ５ ９ ）

（ 图 ３ ． ７Ａ 和 Ｅ ） ， 并显著上调 几 ［ 转录水平的表达 （ 尸＝０ ． ００５ ６ ） （ 图 ３ ． ７Ｂ ） ，

１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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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Ｌ －

１ ７ＲＣ 蛋 白水平也发生 了上调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图 ３ ． ７Ｆ ）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与

ＬＰＳ 、 ＴＮＦ －

ｏｔ 及 ＩＬ －

１ ７Ｆ 的联合作用使 ／Ｚ －

７ ７兄４ 转录水平发生显著上调 （ 户＝０ ． ０００９ ）

（ 图 ３ ． ７Ｃ ） ，／Ｚ －

７ ７［ 转录水平也发生上调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ＭＸ ０８ ９７ ） （ 图

３ ． ７Ｄ ） 。 从蛋 白水平上看 ，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与 ＬＰＳ 、 ＴＮ Ｆ －

ｏ ｔ 及 Ｉ Ｌ －

１ ７Ｆ 的联合作用使

Ｉ Ｌ －

１ ７ＲＡ和 Ｉ Ｌ －

１ ７ＲＣ蛋 白均发生显著上调 （ Ｐ＝０ ． ０２０３
；
Ｐ＝０ ． ０３ ５ ５ ） （ 图３ ． ７Ｇ和Ｈ ） 。

这些数据表明 ， 在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４０ 存在的情况下 ， ＬＰＳ 、 ＴＮＦ －ａ 及 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依然能够促进 ／Ｚ －厂兄４ 和 的表达 。

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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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ＬＰＳ 和 ＴＮＦ－ａ 对肠道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和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４ ． １ＬＰＳ 和 ＴＮＦ－

ｏ［ 对 Ｃａｃｏ－２ 细胞屏障功能的影响

为 了研究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及其与 ＩＬ －

１ ７Ａ ／ Ｉ Ｌ －

１ ７Ｆ 联合作用对上皮细胞屏障功能

的影响 ， 我们 向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单层屏障模型 的嵌入式培养皿上层小室加入终浓度

为１咫／ｍＬ的ＬＰＳ和 ／或终浓度为 ］ ＯＯ ｎｇ ／ｍＬ的ＴＮＦ －

ｔｘ 、 Ｉ 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３ ７

°

Ｃ

分别孵育 〇ｈ 、 ３ｈ 、 ８ｈ 、 ２４ｈ 后用 Ｍ ｉ ｌ ｌ ｉ ｃｅ ｌ 】

－ＥＲＳ 电阻仪测定 ＴＥＲ 。 如图 ３ ． ８Ａ 所示 ，

从 Ｏｈ 到 ３ ｈ ，ＬＰＳ＋ＴＮＦ －ａ 刺激并没有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 ＴＥＲ 产生 明显 的影响 ， 在作

用后 ８ｈ 和 ２４ｈ ， ＴＥＲ 较对照组略有升高 。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与 Ｉ Ｌ －

１ ７Ａ 联合作用 ３ ｈ 后 ，

ＴＥＲ 比对照组增加 了２０％ ， ２４ｈ 后 ＴＥＲ 较对照组增加 了４０％ ， 高于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与 丨 Ｌ －

１ ７Ａ 单独作用之和 （ 图 ２ ． ６Ａ ， 丨 Ｌ －

丨 ７Ａ 单独作用 ２４ｈ 后 ＴＥＲ 升高 了２０％ ，

图３ ． ８Ａ ，ＬＰＳ＋ＴＮＦ － ａ作用２４ｈ后ＴＥＲ升高 了５％ ） ， 说 明ＬＰＳ＋ＴＮ Ｆ － ａ和 丨 Ｌ －

１ ７Ａ

能够协同促进 Ｃａｃｏ －２ 细胞的 ＴＥＲ 。 ＬＰＳ＋ＴＮＦ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Ｆ 联合作用 ２４ｈ 后 ， ＴＥＲ

比对照组增加 了 约 ２ ０％ ， 相当于 ＬＰＳ＋ＴＮＦ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Ｆ 分别作用 的效果之和 （ 图

２ ． ６Ａ ，ＩＬ －

１ ７Ｆ单独作用２４ｈ后ＴＥＲ升高 了１ ５％ ， 图３ ． ８Ａ ，ＬＰＳ＋ＴＮＦ －ａ作用２４ｈ

后 ＴＥＲ 升高 了５％ ） ， 故 ＬＰＳ＋ＴＮＦ －ａ 与 丨Ｌ －

１ ７Ｆ 对 Ｃａｃｏ －２ 细胞 ＴＥＲ 的影响具有加

和作用而非协同作用 。

为 了对 ＴＥＲ 的结果进行验证 ， 本研宄检测 了ＬＰＳ＋ＴＮＦ －ａ 、 Ｉ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

对 Ｃ ａｃｏ
－

２ 单层屏障通透性的影响 。 如 图 ３ ． ８Ｂ 所示 ，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处理 Ｏｈ 到 ２４ｈ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的透过率并没有 明显 的改变 。 与 ＴＥＲ 检测结果
一

致 ，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Ａ 联合作用 ２４ｈ 后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透过率降低 了 约 ４０％ ， 下调 比例大于

ＬＰＳ＋ＴＮＦ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Ａ 单独作 用 之和 （ 图 ２ ． ６Ｂ ，ＩＬ －

１ ７Ａ 单独作 用 ２４ｈ 后

Ｆ Ｉ ＴＣ －Ｄｅｘ ｔ ｒａｎ透过率降低 了２ ０％ ， 图３ ． ８Ｂ ，ＬＰＳ＋ＴＮ Ｆ －ａ作用２４ｈ后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 ｒａｎ

透过率降低 了 约 ８％ ） ， 说明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和 Ｉ Ｌ －

１ ７Ａ 能够协 同 降低 Ｃａｃｏ －２ 细胞对

Ｆ ＩＴＣ －Ｄｅｘ ｔ ｒａｎ的透过率 。 而ＬＰＳ＋ＴＮ Ｆ －

ａ与 丨 Ｌ －

１ ７Ｆ联合作用２４ ｈ后Ｆ Ｉ ＴＣ －Ｄ ｅｘｔｒａｎ

透过率降低 了 约 ２０％ ， 相 当于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Ｆ 分别作用 的效果之和 ， 说明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与 Ｉ Ｌ－

１ ７Ｆ 对 Ｃ ａｃ ｏ
－２ 细胞 Ｆ ＩＴＣ －Ｄｅｘｔｒａｎ 透过率的影响具有加和作用

而非协 同作用 。

１ 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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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ｏ ｎ ｔ ｒ ｏ ｌ

， ８〇

１ ＬＰＳ ＊Ｔ＼Ｆ－

＜ ｉ一

丨  ２ 〇

１
Ｏｍ ｔｒ ｏ ｌ

ｑ ＴＬＰＳ ．ＴＮＦｆ ｉ ？ ＩＬ Ｉ ７Ａ Ｃ Ｔ Ｉ
ＬＰＳ ＋ＴＮＴ＾ｉ

１

１ ６° ＂

—ＬＰＳ ．ｒＳ Ｆ＾ ．
ＩＨ ７ Ｆ１ ， 〇〇 ．

—ＬＰＳ ．ＴＮ Ｆ－？ ＋Ｕ， Ｉ ７Ａ

ｇ＞ Ｚ
二

、
．
．

．

ＬＰＳ ＋ＴＶ Ｆ－？ ＾ＩＬ－

Ｉ ＴＦ

Ｖ
４０ ＇

／Ｉ ‘

１
１ ２ ０

－

 ｜

８０

１
１ ＜Ｋ ？

－ ｙ６〇
－

８０￣

Ｉ ３ ８Ｓ

￣

 Ｊｎ￣

Ｉ Ｉ ｌＴ，

—̄

Ｔ ｉｍ ｅ
ｐ

ｏ ｓ ｔ  ｔ ｒｅ ａ ｔｍ ｅ ｎ ｔ
 （
ｈ ｏｕ ｒ

） Ｔ ｉｍ ｅ
ｐ

ｏ ｓ ｔ  ｔｒｅ ａ ｔｍ ｅ ｎ ｔ
 （
ｈ ｏ ｕ ｒ

）

图 ３ ． ８ＬＰ Ｓ＋ＴＮ Ｆ －ａ 单独作用及与 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

１ ７Ｆ 联合作用对 Ｃａ ｃｏ －２ 细胞上皮通透性的影响

Ｆ ｉ
ｇ

３ ． ８Ｅ ｆｆｅｃ ｔｓｏｆＬＰＳ＋ＴＮＦ －ａａ ｌ ｏｎｅｏｒ ｉｎ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 ｉｏｎｗ ｉ ｔｈ ＩＬ －

１ ７Ａ／ ＩＬ－

１ ７Ｆｏｎｔｈ ｅ
ｐ ａｒａｃ ｅ

ｌ ｌｕ ｌ ａｒ

ｐ
ｅｒｍ 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ｏｆ Ｃ ａｃ ｏ
－２ｃ ｅ ｌ ｌ ｍ ｏｎｏ ｌ ａｙｅ ｒ ｓ

ＬＰ Ｓ＋ＴＮＦ－

ｏｕＩＬ －

１ ７Ａ／ＩＬ －

１ ７Ｆ处理不 同时间点对Ｃａｃｏ
－２细胞ＴＥＲ（ Ａ ） 和Ｆ ＩＴＣ －Ｄ ｅｘｔｒａｎ透过

率 （ Ｂ ） 的影响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土ＳＤ（ ｎ
＝
３ ）

４ ．２ＬＰＳ 和 ＴＮＦ －ａ 对 Ｃ ａｃｏ－２ 细胞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为 了研究 ＬＰＳ＋ＴＮＦ －ａ 单独作用对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

我们 向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单层中加入 ＬＰＳ （１ 阳／ｍＬ ） 、 ＴＮＦ －ａ （ １ ００ｎｇ／ｍＬ ）共培养 ２４ｈ ，

收集细胞提取总 ＲＮＡ ， 用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的方法检测 Ｃ ａｃｏ－２ 细胞中 紧密

连接相关基因转录水平的表达 。 如 图 ３ ． ９ 所示 ， ＬＰ Ｓ＋ＴＮＦ －

ａ 能够轻微上调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ＣＩＤＡ７ ，２ ，３ ， ４ ，７ ，Ｕ 及 ＺＯ －

／ｍＲＮＡ 的表达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ＬＰＳ＋ＴＮＦ －ａ不影响ＣＬＣＷ７２ ， 以 ， 和ＯＣＸ＃ｍＲＮＡ的表达 。 ＬＰ Ｓ＋ＴＮ Ｆ －ａ对

ＣＸＤＡ／Ｊ ， Ｓ ｍＲＮＡ 表达具有
一

定的抑制作用 ，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

此夕卜 ， 我们检测 了ＬＰＳ＋ＴＮＦ － ａ与ＩＬ －

１ ７Ａ （１ ００ｎｇ／ｍＬ ） ／ＩＬ －

１ ７Ｆ（ １ ００ｎｇ／ｍＬ ）

联合作用对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 如图 ３ ． ９ 所示 ， ＬＰＳ＋ＴＮ Ｆ －ａ

与ＩＬ
－

１ ７Ａ联合作用使ＣＬＤＷ ，２ ，５ ，７ ，Ｓ ，７ ７ ，７ ２ ，７ ４ ，及ＯＣｉＪＶ ｍＲＮＡ

均表达上调 了２
￣

３ 倍 ， 其 中 ＣＺＤＡ７ｍＲＮＡ 发生了 显著上调 （ Ｐ＝０ ． ０ ］ ２ ５ ） 。 ＣＺＺＷ３

和ＺＯ －

／ｍＲＮＡ上调 了４
？

５倍 （ Ｐ＝０ ． ０ １ ９４ ， Ｐ＝０ ． ０ ３ ６ ３ ） 。此外 ， ＬＰＳ＋ＴＮＦ －ａ与ＩＬ －

１ ７Ａ

联合作用对这些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促表达效果大于 Ｌ Ｐ Ｓ＋ＴＮ Ｆ －ａ 与 丨 Ｌ －

１ ７Ａ 单独

作用之和 ， 说明 ＬＰ Ｓ＋ＴＮＦ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Ａ 能够协同促进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 。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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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 Ｓ＋ＴＮＦ －ａ与ＩＬ －

１ ７Ｆ联合作用 使ＣＴＸＷｉ ， ２ ， ３ ， ５ ， ７ ，７２ ， ７ ５的表达略

有上调 （ １ ． ２
？

２ 倍 ） ， 上调表达 了４ 倍 ， ＣＺＺＷＬ？ 上调表达 了８ 倍 ， 但都

没有统计显著性 。 此外 ， ＬＰＳ＋ＴＮＦ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Ｆ 联合作用并没有影响 ＣＺＤ７Ｗ、

ＯＣ７ＪＶ和 Ｚ０－

７ 的表达 。

１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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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进
一

步 了解 ＬＰＳ＋ＴＮＦ －

ｏｔ 和 ＩＬ －

１ ７Ａ 联合作用对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的影响 ，

本研宄在刺激剂处理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单层 ４ ８ｈ 后 ， 用 蛋 白 免疫 印迹的方法对 ＣＬＤＮ １ 、

ＣＬＤＮ３ 和 ＺＯ －

１ 的表达进行 了 蛋 白水平的分析 。 如 图 ３ ． １ ０ 所示 ， 与转录水平检

测结果
一

致 ， 三种紧密连接蛋 白在 ＬＰＳ＋ＴＮＦ －

ｃｘ 与 ＩＬ －

１ ７Ａ 联合刺激下均发生显著

上调 ， 其中 ＣＬＤＮ ］ 上调表达 了２ 倍 （ Ｐ＝０ ． ００ ８ ５ ） ， 上调幅度略低于转录水平检

测结果 ；
ＣＬＤＮ ３ 上调表达 了３ ． ２ 倍 （ Ｐ＝０ ． ０ １ ２２ ） ， 上调幅度高于转录水平检测结

果 ；
ＺＯ －

１ 上调表达 了近 ５ 倍 （ Ｐ＝０ ． ０ １ ４４ ） ， 上调幅度与转录水平相 当 。 另 外 ， 本

研宄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了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与 丨 Ｌ －

１ ７Ａ 对 Ｃａｃｏ
－２ 细胞 中 ＺＯ －

１

蛋 白表达的影响 ， 与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 ＰＣＲ 及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 结果
一

致 ， ＬＰＳ＋ＴＮ Ｆ －

ａ

与 Ｉ Ｌ －

１ ７Ａ 联合作用使 ＺＯ －

１ 蛋 白 荧光信号 明显增强 。

１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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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

Ｃ ＬＤＮ ｌ Ｉ—＾ １ Ｃ ＬＤＮ ３ １ ＺＯ －

１ ＼
ｍｒｎ＾ ＜■■？！

Ｐ
－

ａ ｃｔ ｉ
ｎ １■——

 Ｉ ｐ
－

ａ ｃｔ ｉ ｎ １ ＩＭ １ ｐ
－

ａ ｃ ｔ ｉ ｎ Ｉ 
■ ＿ 和 ｜

１３
－

１ Ｉ＾〇
１ ，

？



． Ｉ ５

１ ？

Ｌ ＊

—— ！￣

＝
｝

－Ｌ ｜ ４
． １



＝４－

ｊ

ｌ
２

＊

 ｜ ｊ

ｆ

１ ５
＞

 ｌｈ －

 ｜


卞

ｒ
＝－

］ ｌ ｉ－

ｐ ｉ ｌ

２
＇

ｒ ｎ ＾ ｏ ． ５
－

 ｜

—

＾ １
－

〒

￡ ． ｉｎ

Ｚ 〇
－ ■

１



１

—
－

 ０ ．０
－ ＊

１



＞



ｘ０
－ ＊￣￣

＇



？

 ＇

？



ｘ

， ｃ
／， ｃ

／，
．、

？

ｖＶ

ｙ，

图 ３ ． １ ０ＬＰ Ｓ＋ＴＮＦ －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Ａ 联合作用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ＣＬＤＮ ｌ 、 ＣＬＤＮ ３ 和 ＺＯ －

ｌ 蛋 白水平

的影响

Ｆ ｉｇ３ ． １ ０Ｅ ｆｆｅ ｃｔ ｓｏｆＬＰＳ＋ＴＮＦ －

ａ ｉｎｃ ｏｍｂ ｉｎａ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 ＩＬ －

１ ７ＡｏｎＣＬＤＮ ｌ
，ＣＬＤＮ ３ａｎｄＺＯ －

１

ｐ
ｒｏ ｔ ｅ ｉｎ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ｎＣ 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

ＬＰＳ＋ＴＮＦ －

ｃｔ
＋ ＩＬ －

１ ７Ａ处理４ ８ｈ后Ｃａｃｏ
－

２细胞 中ＣＬＤＮ ｌ （ Ａ ） 、 ＣＬＤＮ ３ （ Ｂ ） 和ＺＯ －

１ （ Ｃ ）

蛋 白水平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 ｌ ｏ ｔ 检测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士ＳＤ （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ｐａ ｉ ｒｅｄｔｗｏ
－

ｔ 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ｅｓｔ（

＊
： 户 ＜

０ ． ０５ ）

ＤＡＰ Ｉ ＺＯ －

１Ｍ ｅ ｒｇｅ

■■ＨＨＩ

■■■
Ｌ Ｐ Ｓ ＋Ｔ Ｎ Ｆ

－

Ｑ ＋ Ｉ Ｌ
－

１ ７ ＡＩ ： ｉ

ｊ

： ■ ＾

，
， １

？

：

ｉｎ



中 Ｍ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第三部分

图 ３ ． １ 丨 激光共聚焦观察 ＬＰ Ｓ＋ＴＮ Ｆ －

ｔｘ 与 ＩＬ －

１ ７Ａ 联合作用对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 中 Ｚ０ －

１ 蛋 白 水平的

影响

Ｆ ｉｇ３ ． １ １Ｌ ａ ｓ ｅｒｓｃ ａｎｎ ｉｎｇｃｏｎｆｏ ｃ ａ
ｌｍ ｉ ｃｒｏ ｓ ｃ ｏｐｙｏｂ ｓｅ ｒｖ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Ｐ Ｓ＋ＴＮＦ － ａ ｉ ｎｃｏｍｂ ｉｎａ ｔ ｉｏｎ

ｗ ｉ ｔｈ Ｉ Ｌ －

１ ７Ａ ｏｎＺＯ－

１
ｐ ｒｏ ｔ ｅ ｉｎ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ｏｎ ｉｎＣａｃｏ

－２ｃ ｅ ｌ ｌ ｓ ．

ＬＰ Ｓ＋ＴＮ Ｆ － ａ＋ ＩＬ －

１ ７Ａ 处理 ４ ８ｈ 后 Ｃａｃ ｏ
－２ 细胞中 ＺＯ －

ｌ 蛋 白水平的细胞免疫荧光检测 ， 蓝色

为细胞核 ， 绿色为 ＺＯ －

１ 蛋 白 ， 比例尺为 ２ 〇 ｎｍ

５ＬＰＳ 、 ＴＮＦ － ａ 及 ＩＬ －

１ ７Ａ 影响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信号通路

５ ． １ＬＰＳ＋ＴＮＦ －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Ａ 对 ＮＦ －ｋＢ 、 ＭＡＰＫ 通路相关蛋 白磷酸化水平的影响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单层铺满后 ， 向细胞中加入 Ｌ Ｐ Ｓ （ 终浓度为 ｌ

｜

ｉｇ ／ｍＬ ） 、 ＴＮ Ｆ －ａ

（ 终浓度为 １ ０ ０ｎｇ／ｍＬ ） 、 Ｉ Ｌ －

１ ７Ａ （ 终浓度为 １ ００ｎｇ／ｍＬ ） ， 在刺激剂作用 ０ｍ ｉ ｎ 、

５ｍ ｉ ｎ 、 １ ５ｍ ｉｎ 、 ３ ０ｍ ｉ ｎ 、 ６０ｍ ｉ ｎ 后收集细胞样品并提取总蛋 白 ， 用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方法检测 ＮＦ －ｋＢ 、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中 ｐ６ ５ 、 ｐ３ ８ 蛋 白 的磷酸化水平并与总蛋 白水

平做 了 比较 。 如 图 ３ ． １ ２ 所示 ， ＮＦ －ＫＢ ｐ
６５ 在 ＬＰＳ＋ＴＮＦ －ａ＋ ＩＬ －

１ ７Ａ 作用 后 １ ５ ｍ ｉｎ

开始活化 （ Ｐ＝０ ． ０ ３２ １ ） ， 在作用后 ３ ０ ｍ ｉｎ 活化程度最高 （ ７
＾

０ ． ０ １ １ １ ） ， 并在作用后

６０ 〇＾ 恢复 ；
１＾八？ １＜： ？３ ８ 蛋 白在刺激剂作用后 ５ １１１ 丨 １１ 就开始活化 （ 户＝０ ． ００ １ ８ ） ， 在

作用后 １ ５ｍ ｉｎ 恢复 ， 并在作用后 ３ ０ｍ ｉｎ 时发生第二次活化 （ 尸＝０ ． ００ １ ６ ） ， 作用后

６０ｍ ｉｎ 恢复正常 。 该结果表明 ＬＰＳ＋ＴＮＦ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Ａ 协同影响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

过程中有 ＮＦ －ｋＢ 、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的参与 ， 且信号通路的活化发生在刺激剂作

用后 ５ｍ ｉ ｎ 到 １ｈ 之 内 ， 其 中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分别在刺激剂作用后 ５ｍ ｉｎ 和 ３ ０ｍ ｉ ｎ

发生 了两次活化 。

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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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Ｓ＋ＴＮＦ － ａ＋ｌＬ－

１ ７Ａ

（
ｍ ｉｎ

）０５ １ ５ ３０６ ０

ｐ －

ｐ＾［？ 讀麵ＩＨＷ Ｉ

ｐ ，

ｐ３ ８ １ ＾）
ｉｐ？ｆｃ＾｜｜｜ｐｉＭ

ｐ３８ＶＺ義脚 
ｉ－ｗ Ｗｉ ｉ＾

］

Ｐ
－

ｉ ？ｃ？ｎ
丨

＿
：

？  ｈ ｉ ，


，

^

１ ５

１ ；ｃ２ ．〇
１

ｌ
：：

／ＶＶ
ＯＶ

ＳＣＸ

０ ．０ １

「

ｊ
ｆ

３
ｊ

￣ ＊   〇 ？〇
＂ ＂ ＂

ａ



Ｔ
＇ ＂

７
 ＂

） ｜

＂圓 丨 丨删 ＂ ＿ 丨

，
丨 ． 丨 ＂ ＂

０５１５３０６０ （
ｍｉｎ） ０５１ ５３０６０（

ｍｍ）

图 ３ ． １ ２ＬＰ Ｓ＋ＴＮＦ －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Ａ 联合作用对 Ｃ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ＮＦ －ｋＢ

ｐ
６ ５ 蛋 白和 ＭＡＰＫ

ｐ
３ ８ 蛋 白

磷酸化水平的影响

Ｆ ｉｇ
３ ． １ ２Ｅｆｆｅｃ ｔ ｓｏｆ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ｉｎ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 ｉｏｎｗ ｉ ｔｈＩＬ －

１ ７Ａｏｎｔｈｅ
ｐ

ｈｏ ｓｐ
ｈｏ ｒｙ ｌ 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ＮＦ －ｋＢ

ｓｕｂｕｎ ｉ ｔ
ｐ

６ ５ａｎｄ ＭＡ ＰＫ
ｐ３ ８

ｐ
ｒｏｔｅ ｉｎ ｓ ｉｎＣａｃｏ －２ｃ ｅ ｌ ｌｓ

ＬＰＳ＋ＴＮＦ －ａ＋ ＩＬ －

１ ７Ａ 处理不同时间点后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Ｎ Ｆ － ｋＢｐ６５ 蛋 白 、 ＭＡ ＰＫ

ｐ
３ ８ 蛋 白及

憐酸化蛋 白 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检测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ＳＤ（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ｐａ
ｉｒｅｄ

ｔｗｏ
－

ｔ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ｅｓｔ （

＊
： 尸 ＜ ０ ． ０５

；
＊ ＊

： 尸 ＜ ０ ． ０ １ ）

５ ．２ＮＦ－ｋＢ 、 ＭＡＰＫ 通路选择性抑制剂对 ＬＰＳ 、 ＴＮＦ－ａ 、 ＩＬ －

１ ７Ａ 介导的紧密连接

相关基因及蛋 白表达的影响

为 了进
一

步说明 ＮＦ －ｋＢ 和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参与 ＬＰＳ 、 ＴＮＦ －

ｃｕＩＬ －

１ ７Ａ 介导

的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调控 ， 本研宄用 ＢＡＹ  １ １ 

－７０ ８２ （ ＮＦ －ｋＢ 抑制剂 ， 】 ０
 ｜

ａＭ ） 、

Ｕ０ １ ２６（ＭＡＰＫ 激酶 ＭＥＫ １ ／２ 抑制齐 Ｉ

」 ，
１ ０

 ｜

ｉＭ ） 分别处理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单层 ２ｈ 后 ，

弃掉抑制剂并用 ＰＢ Ｓ 将细胞清洗 ２ 次 ， 向细胞单层 中加入 ＬＰＳ 、 ＴＮＦ －ａ 、 １ Ｌ －

１ ７Ａ

共培养 ２４ ｈ ， 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 对 ＣｉＤ？Ｗ 、 ＣＸＺＷ３ 、 ＺＯ－

／ 的表达进行

转录水平的检测 ， 或共培养 ４ ８ｈ 后用蛋 白免疫印迹进行蛋 白水平的检测 。

Ｎ Ｆ －ｋＢ 抑制剂 ＢＡＹ １ １
－７ ０８２对三种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转录水平的表达均起到

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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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抑制作用 （ ＣＺＺＷＪ ／ＭＪ ． Ｏ Ｉ Ｓ Ｉ ，ＣＺＺＷ３Ｐ＝０ ． ０４ ８２ ， Ｚ０－

７ Ｐ＝０ ． ０３９ ５ ） ， 且与未加

抑制剂组相 比 ， 三种紧密连接蛋 白 ｍＲＮＡ 水平均下 降 了１ 倍 ；
ＭＥＫ １ ／２ 抑制剂

Ｕ０ １ ２ ６ 仅对 ＺＯ－

ｉｍＲＮＡ 产生 了 明显 的抑制作用 （ Ｐ＝０ ． ００３ ８ ） ， 对 和

ＣＬ￡Ｗ３ｍＲＮＡ 有抑制表达的趋势 ， 但没有统计学意义 ， 见图 ３ ． １ ３ 。

｜ＣＺ３Ｄ ４＼ ＩＳＯ＊ＬＰＳ＋ＴＮＦｍｉ ＋ ＩＩ＾ １ ７Ａ

￡ＥＤＢＡＶ１ １＋ ＩＬ－

１ ７Ａ

§ ｜ ｜Ｂｔ５

〇ｎ６ ．ＬＰ￥＋ＴＮＦ－？ ＋ Ｉｌｒ ｌ ７Ａ

｜ ｆ １ ０
．＾ ｉｒ

＾
Ｈ^

ｒ ｌ工Ｔ
ｆｅ ｄＳｉ
？

２＝目白
＊

〇４Ｅ圓工 ＿
２

“ 卜Ｊ
ｎ＾工 圓ｒｉＭ

＞
ｗ

＝目 ．
．

．

？ ． 曰
２ｍＭ

％０ ？ ０
』 ＂丄」Ｍ ■塵￣ 丨 Ｉ單眉￣ ｌ ｌ －

ｉ

－ ｌＭ ． ． － ．

ｃ／ ｃ／，
、

图 ３ ． １ ３ＮＦ－ｋＢ 和 ＭＡＰＫ 抑制剂对 Ｃ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ＣＺＸＷ ／ 、 ＣＺＺＷ３ 和 ＺＯ－

／ 转录水平 的影响

Ｆ ｉｇ３ ． １ ３Ｅｆｆｅ ｃ ｔｓｏｆ ＮＦ －ｋＢａｎｄＭＡＰＫ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ｓｏｎｔｈ ｅｔｒａｎ ｓ ｃ ｒ ｉｐ ｔ ｉｏｎ ｌ ｅｖｅ ｌ ｓｏｆ ＣＬＤＮ １
，ＣＬＤＮ３

ａｎ ｄＺＯ－

１ ｉｎＣ 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

ＮＦ －ｋＢ或ＭＡＰＫ抑制剂处理Ｃａｃｏ －２细胞 ２ｈ ， 力口入ＬＰＳ 、 ＴＮ Ｆ －

ａ 、 ＩＬ －

１ ７Ａ处理２４ｈ后Ｃ ａｃ ｏ
－２

细胞中 ＣＺＤＷ 、 ＣＩＺＷ３ 和 Ｚ（９－

／ｍＲＮＡ 水平的 ｑ
ＰＣＲ 检测 ； 垂直条代表平均值±ＳＤ（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ｎ
ｐ
ａ ｉ ｒｅｄｔｗｏ

－

ｔ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ｅ ｓ ｔ（
＊

： 尸 ＜
０ ． ０５

；
＊ ＊

： 尸 
＜ ０ ．０ １ ）

从蛋 白水平看 ， 抑制 ＮＦ －ｋＢ 信号通路对 ＣＬＤＮ １ 、 ＣＬＤＮ ３ 和 ＺＯ －

１ 表达均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Ｐ＝０ ． ００６３ ， 尸
＝

０ ．０３ ３ １ ， ／Ｍ） ． ００７６ ） ， 其 中 ＺＯ －

１ 表达下 降 了２ 倍 ；

抑制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使 ＣＬＤＮ ３ 和 ＺＯ －

１ 蛋 白 显著下调 （ 尸＝０ ． ０２４ １ ，Ｐ＝０ ． ０ ３ ３ ９ ） ，

但对 ＣＬＤＮ １ 蛋 白表达无明显影响 。

■

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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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Ｗ／ＶＷ
／／／／

Ｂ

ｗ
Ｃ Ｌ ＤＮ １ ｜〒 ｜只卜

Ｃ ＬＤ Ｎ ３

Ｕ
＾

Ｏ ｖ ｌ
ｔ
ｌ Ｓ  Ｉ  ＭＭ ＊ ｒｉ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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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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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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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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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〇

ｌ
＇

．
？

＊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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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

］ＪｌＬ ，，ｒ

＾

ｑ
｜
ｆ ． ． ５

－ｐｒ
＾＝－

ｉｐ＾，

＾ ｓ
－

 ｜

￣

＾
 ｜ ｌ ｌ

１ ０
＇

ｉ
｜

， － ＃
－

 ｓ ｜

＾
＾ｗ

－

０ ． ５
－

ｖ０ ． ５
－

 ＃ ：

： Ｉ

｜０ ． ０
』 ■ … Ｌ“． ＿

ｒ
？二」＿ １—

，

＿＿ Ｌ＿
，

＿Ｌ ＾＿＿

，

＿＿＿？

，

＿Ｌ－

ＬＰＳ＾ＴＮＦ
－ ｏ

－

Ｈ Ｌ
－

１７Ａ＋ ？ ＋ ＬＰＳ＋ＴＮｆ
－ａ＋ Ｉ Ｌ

－

ｌＴＡ＋ ＋＋

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８２一 ＋— ＢＡＹ １ １
－

７０８２一 ＋—

Ｕ ０ １ ２ ６—一？ Ｕ ０１２５— 一 ＋

ｃｆＺ Ｚ

＾＾＾／
＃ｍ

２０ －

１Ｒｕｉｎ ？ｌ ｌ＿ｉｉ
＇

ｍｍ
ｌ

ｐ
－

ａｃ ｔ ｉ ｎ ＞ 

ｗ ？ ？ ＞
ｉ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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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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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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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１ ４Ｎ Ｆ －ｋＢ 和 ＭＡ ＰＫ 抑制剂对 Ｃａｃｏ
－

２ 细胞 中 ＣＬＤＮ １ 、 Ｃ Ｌ ＤＮ ３ 和 ＺＯ ｌ 蛋 白 水平的影响

Ｆ ｉｇ
３ ． １ ４Ｅ ｆｆｅ ｃ ｔ ｓｏ ｆ Ｎ Ｆ －

ｋＢａｎ ｄＭＡＰＫ ｉ ｎ ｈ ｉｂ ｉ ｔｏ ｒ ｓｏｎＣＬＤＮ １
，ＣＬＤＮ ３ａｎｄＺ０－

！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ｌ ｅｖ ｅ ｌ ｓ ｉ ｎ

Ｃ ａｃｏ
－２ｃｅ ｌ ｌ ｓ

ＮＦ －ｋＢ或ＭＡ ＰＫ抑制剂处理Ｃａ ｃｏ
－

２细胞２ｈ ， 加入ＬＰＳ 、 ＴＮ Ｆ －

ｏｕ Ｉ Ｌ －

１ ７Ａ处理４ ８ｈ后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 ＣＬＤＮ １ （ Ａ ） 、 Ｃ ＬＤＮ３（ Ｂ ） 和 ＺＯ －

１ （ Ｃ ） 蛋 白水平 的 Ｗｅ ｓ ｔ 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 检测 ； 垂直条代

表平均值士 ＳＤ （ ｎ
＝

３ ） ， 统计学方法 ： ｕ ｎ ｐ ａ ｉ ｒｅｄ ｔｗ ｏ
－

ｔ ａ ｉ ｌ ｅｄ ｔ ｔ ｅ ｓ ｔ （

＊
：／

＾ 〈 Ｏ ． Ｏ Ｓ
；

＊ ＊
： 尸 ＜ ０ ． ０ １ ）

１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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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讨论

ＳＨ ＩＷ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中 ／Ｚ －

７ ７／Ｌ４ 和 ７１ －

／ ７ＡＣｍＲＮＡ 水平是对照组的

５
？

１ ０ 倍 ， 但高表达的原 因 尚不明确 。 在 Ｈ ＩＶ－

１ ／Ｓ ＩＶ 感染中 ， 肠道粘膜 ＴＮＦ －

ａ 和

ＬＰＳ 水平的升高可能是致使 ／Ｚ －

／ ７兄４ 和 ／Ｚ －

／ ７ＡＣ 表达升高的重要原因 ［
１ ８ １

］
。本部

分研宄发现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伴随着肠道粘膜 中 ７７ＶＦ－

Ｃ Ｃ 的表达水平的升高和肠道微

生物移位 ， 且 ７７ＶＦ－ ａ 的表达与组织中病毒载量和 都存在正相关性 。 在体

外细胞模型 中 ， 本研究证实 了在 丨 Ｌ －

１ ７Ａ 或 丨 Ｌ －

１ ７Ｆ 存在的情况下 ， ＬＰＳ 和 ＴＮＦ －ａ

能够促进 从－

／ ７似 和 ／Ｌ －

／ ７尺Ｃ 的表达 。 虽然肠道 中 ＩＬ －

１ ７Ａ 水平的下降可能导致

几－

／ ７似 和 ／Ｌ －

／ ７／？Ｃ 表达水平降低 ， 但 Ｉ Ｌ －

１ ７Ｆ 升高可能补偿 了 丨 Ｌ －

１ ７Ａ 下调 的作

用 。 这些数据表 明 ，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Ｚ －

７ ７兄４ 和 表达的

增加可能主要 由微生物移位和炎症环境所致 。 关于促进 几－

／ ７及 表达的其它 因素

尚需要进
一

步研究确定 。

Ｈ ＩＶ－

１ 包膜糖蛋 白 除 了在病毒进入宿主细胞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外 ， 它对宿主

细胞还具有多种非进入相关的生物学效应
［
１ ８２

］
。 在肠道 中 ， Ｈ ＩＶ－

１ 及 ｇｐ ｌ ２０ 蛋 白

可 以影响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
［
８ ８

］
， 另外 ， Ｈ ＩＶ－

１ 包膜糖蛋 白 以

高浓度存在于 Ｈ ＩＶ－

１ 感染者及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组织中
［

１ ８ ３
］

， 可能会影响

的表达 。 本研宄发现在肠道上皮细胞中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单独作用会抑制 和

的表达 ， 然而 ， 当 ＬＰＳ 、 ＴＮＦ －ａ 及 ＩＬ －

１ ７ 存在时 ， Ｈ ＩＶ－

ｌ
ｇｐ

ｌ ４０ 对 几－

７ ７及

的抑制作用不足 以逆转 ＬＰ Ｓ 和炎症因子对 ／Ｚ －

７ ７Ａ 的促表达作用 。 这些数据说 明 ，

肠道粘膜炎症环境可能是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中 ／Ｚ －

／ ７兄４ 和 高表达的主要驱

动 因素 。

ＩＬ －

１ ７Ｒ 信号对于控制粘膜感染和维持粘膜屏障功能至关重要
［

１ ４７
，１ ８４

， １ ８ ５
］

，

同 时 ， Ｉ Ｌ －

１ ７Ｒ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ＲＣ 在控制肠道共生微生物 中发挥重要 作 用
［

１ １ ５
］

。 在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 ＩＬ －

１ ７ 通路及其在 Ｈ ＩＶ ／Ａ ＩＤＳ 发病机制 中 的作用

仍有待进
一

步研究 。 虽然 己有研究指 出 Ｈ ＩＶ－

１ 感染者肠道微生物菌群与正常人相

比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 ［
］ ８ 】

，

］ ８６
］

， 但 ／Ｚ －

７ ７及 表达改变与微生物失调之间 的分子联

系仍有待进
一

步揭示 。 ／Ｚ －

／ ７／Ｍ 和 ／Ｚ －

／ ７ＡＣ 广泛表达于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中

［
１ １ １

，１ ２ ３
， １ ４４

］
， 但是 由于没有找到恒河猴 Ｉ Ｌ －

１ ７Ｒ 的合适抗体 ， 导致本研究 中表

达 ＩＬ －

１ ７Ｒ 的细胞类型 尚未确定 。

１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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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研究观察 了ＬＰＳ 和 ＴＮ Ｆ －ａ 对肠道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及紧密连接相关

基因表达的影响 ， 发现二者共刺激对 Ｃ ａ ｃｏ －２ 细胞屏障功能没有 明显 的影响 。 二

者对 ＣＺＤ７Ｖ５ 和 ＣＬＤＭ９ 转录水平表达也无影响 ， 对其它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

也只 具有轻微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 事实上 ， 在 目 前 的研宂 中 ， ＴＮ Ｆ －

ａ 对体外细胞

系 中紧密连接蛋 白 的表达的影响存在不 同 的结果 ， 有 的研宄认为 ＴＯ Ｆ －ａ 能够在

转录水平降低 ＣＯＪＶ 和 Ｚ０ －３ 的表达
［

１ ８ ７
］

， ＣＬＤＮ 蛋 白存在磷酸化和非磷酸化两

种形式 ， 紧密连接蛋 白 的组装和跨膜 电阻的形成与其酪氨酸残基的磷酸化有关

［
１ ８ ８

］
， ＴＮＦ －ａ 对肠道粘膜通透性的影响可能是其下调紧密连接蛋 白磷酸化水平

的结果 。 有的研宄认为 ＴＮＦ －

ａ 对 ＣＬＤＮ 蛋 白 的表达没有影响 ［
１ ８ ９

，１ ９０
］

。 也有报

道 曾指 出 ＬＰＳ 在 ２４ 小时之 内 并不会对 Ｃ ａｃｏ －２ 的跨膜电阻值产生影响 ［
１ ９ １

］
， 但

关于 ＬＰ Ｓ 和 ＴＮＦ －ａ 共 同作用对 Ｃａｃｏ
－２ 细胞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的影响 目 前还没有

报道 。这些结果的差异可能与研宄所选的细胞系及 ＬＰＳ／ＴＮＦ －ａ 的作用时间有关 ，

单
一

细胞因子及短时间作用可能不会引 起紧密连接蛋 白 的变化 。

本部分研究发现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Ａ 能够协同促进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屏障功能

及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表达 。 之前的报道主要关注 了ＬＰＳ 、 ＴＮＦ －ａ 、 ＩＬ －

１ ７Ａ 单独

作用对肠道上皮紧密连接表达 的影响 ， 并 己经证实 了ＩＬ －

１ ７Ａ 可 以通过上调

和 ＺＯ－

／ 的表达促进粘膜表面的紧密连接形成 ， 且 ＩＬ －

１ ７Ａ 能够 以
一

种非

促进细胞增殖的方式促进 Ｔ ８４ 细胞间紧密连接的形成 ， 这与本研宄的结果相符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解释 了Ｔｈ  １ ７ 细胞通过诱导表达紧密连接来实现上皮细胞的再生 。

在 ＬＰＳ 和 ＴＮＦ －ａ 存在时 ＩＬ －

１ ７Ａ 对紧密连接相关基因 的促表达作用更加 明显 ， 研

宄表明 ， ＴＮＦ －ａ 介导肠道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 中有 ＭＬＣＫ 和 ＮＦ －ｋＢ 信号

的参与
［

１ ８ ７
］

， 此外 ， ＬＰＳ 与 ＬＢＰ 相互作用后 ， 能够将 ＬＰＳ 转移到膜 ＣＤ １ ４ －ＴＬＲ４

复合物上 ， ＴＬＲ４ 将信号转导至细胞核 ， 导致 ＮＦ －ｋＢ 信号的激活和 ＴＮＦ －

ａ 、 ＩＬ －

１ 、

ＩＬ －

６ 等细胞因子产生
［

１ ９２
］

，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和 ＩＬ －

１ ７Ａ 对肠道上皮屏障功能的调控过

程 中都伴随着 ＮＦ －ｋＢ 信号通路的激活可能是 ＬＰＳ＋ＴＮＦ － ａ 与 ＩＬ －

１ ７Ａ 产生协同作

用 的
一

个重要原因 。

１ Ｌ －

１ ７Ａ 可 以通过 ＭＡ ＰＫ 信号通路调控 Ｔ ８４ 细胞间 紧密连接蛋 白 的表达
［

１ ６２
，

１ ９３
］

。 本研究对 丨 Ｌ －

１ ７Ａ 诱导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机制进行 了探讨 ， 发现在

ＬＰＳ 和 ＴＮ Ｆ －ａ 存在时 ，
丨 Ｌ －

１ ７Ａ 不仅能够激活 ＭＡ ＰＫ 信号通路 ， Ｎ Ｆ － ｋＢ 信号通路

１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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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发生 了活化 ， 通路的选择性抑制剂均对 ＺＯ－

／ 的表达产生 了 明显 的抑制作

用 。 另外 ， ＮＦ －ｋＢ 信号通路的选择性抑制剂对 ＣｉＺＷ八 ＣＺＺＷ３ 和 Ｚ０－

７ 的转录

水平和蛋 白水平均产生 了 明 显 的抑制 。 本研宄 己经 明确 了细胞因子调控紧密连接

相关基因表达过程中 ＮＦ －ｋＢ 、 ＭＡ ＰＫ 的活化 ， 在
一

定程度上揭示 了细胞因子参

与调控肠道上皮屏障功能的分子基础 ， 但对于信号通路的活化机制仍有待研宄 。

本部分研宄探讨 了 可能 引 起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 的恒河猴肠道 中 ／Ｚ －

ｉ ７兄４ 和

／Ｌ －

／ ７ＡＣ 表达升高的因素 ， 并在体外细胞模型中探讨 了这些因素对肠道上皮细胞

屏障功能及紧密连接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 证实 了 炎性细胞因子和微生物移位对

肠道屏障功能的调控 。 这些结果为 Ｈ ＩＶ／Ａ ＩＤＳ 相关肠道损伤防治靶点 的获得提供

－

定 的理论支持 。

１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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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小结

１ ．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发生微生物移位并伴随着 ７７ＶＦ－

ｏ ｔｍＲＮＡ 水平

升高 ， 且 ７ＷＦ－

Ｃ Ｃ 表达与肠道病毒载量 、 ／Ｌ －

／ ７心 Ｉ ／／Ｌ －

／ ７ＡＣ 表达均存在正相关

性 。

２ ． 低浓度 的 ＩＬ －

１ ７Ａ 促进 ／Ｚ －

ｉ ７兄４／／Ｚ －

７ ７ＡＣ 的表达 ， 随着 ＩＬ －

１ ７Ａ 浓度 的升高 ，

其促 ／Ｌ－

／ ７兄４／／Ｚ －

／ ７ｉ？Ｃ 表达作用逐渐减弱 ， 甚至产生抑制作用 。

３ ．ＬＰＳ＋ＴＮＦ －

ｃｔ与ＩＬ －

１ ７Ａ ／ ＩＬ －

１ ７Ｆ联合促进Ｃ ａｃｏ
－２细胞中／Ｌ

－

／ ７兄４和 几

的表达 。

４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抑制／Ｌ

－

７ ７兄 的表达 ， 当ＬＰＳ 、 ＴＮＦ －

ｏｕＩＬ－

１ ７Ａ／ＩＬ －

Ｉ ７Ｆ

存在时 ，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４０ 不足 以逆转这些因子的促 ７Ｉ －

／ ７似 和 ／Ｌ －

ｉ ７／？Ｃ 表达效

果 。

５ ．ＬＰＳ＋ＴＮＦ －

ｏｔ 与 ＩＬ －

１ ７Ａ 协同促进紧密连接蛋 白 、 ＣＺ＾ＤｉＶ＾ 和 ＺＯ －

ｉ 的

表达 ， 该过程有 ＮＦ －

ｋＢ 和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的参与 。

１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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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结论

１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 中 ＣＺＺ）ｉＶ５ ， ５ ， ／ ／
，

／ ２ ， Ｍ 等多种紧密连接相

关基因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 病毒及其蛋 白组分的存在可能是导致肠道屏

障功能破坏的直接原因 。

２ ．ＳＨ ＩＶ／Ｓ ＩＶ 感染的恒河猴肠道粘膜中 ／Ｚ －

ｉ ７兄４ 和 ／Ｚ －

／ ７／？Ｃ 表达的增加可能主

要 由微生物移位和炎症环境所致 。

３ ．ＩＬ －

１ ７Ａ 和 丨 Ｌ －

１ ７Ｆ 能够协 同促进肠道上皮屏障功能 ， 并对 Ｈ ＩＶ－

丨

ｇｐ
Ｍ Ｏ 介导 的

屏障损伤提供 良好的保护作用 ， 该过程伴随着 丨 Ｌ －

１ ７Ｒ 下游 Ｎ Ｆ －ｋＢ 和 ＭＡ ＰＫ

信号通路的参与 。

４ ． 虽然 Ｈ ＩＶ－

１ 感染伴随着肠道微生物移位的发生 （ ＬＰＳ 的存在 ）和 丨 Ｌ －

１ ７Ｆ 、 ＴＮＦ －

ｃｔ

等细胞因子的上调表达 ， 但这些因素仅对肠道屏障功能产生微弱 的影响 ， 肠

粘膜 中 Ｔｈ ｌ ７ 细胞的缺失及 ＩＬ －

１ ７Ａ 水平降低可能是造成屏障功能损伤及不 易

修复的重要原因 。

１ ２ ０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 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１ ．Ｇ ｏｎ ｚａ ｌ ｅｚＳＭ
，Ａｇｕ ｉ ｌ ａ ｒ

－

Ｊ ｉｍ ｅ ｎ ｅ ｚＷ
，Ｓ ｕＲＣ

，Ｒｕ ｇｅ
ｌ ｅ ｓＭ Ｔ ．Ｍ ｕ ｃ ｏｓａ ：Ｋ ｅ

ｙ Ｉ ｎ ｔ ｅ ｒａ 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Ｄｅ ｔｅ ｒｍ ｉ ｎ ｉ ｎ
ｇＳ ｅｘ ｕ ａ ｌＴｒａ ｎ ｓｍ ｉ ｓ ｓ ｉｏ ｎｏ ｆｔ ｈ ｅＨ ＩＶ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 ｎ ．Ｆ ｒｏ ｎ ｔ ｉ ｅ ｒｓ ｉ ｎ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ｌ ｏｇｙ ．

２０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４４ ．

２ ．Ｍ ａｙ ｅｒ Ｌ ．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 ｉｍ ｍ ｕ ｎ ｉ ｔｙ
． Ｉｍｍ ｕｎ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ｒｅｖ ｉ ｅｗ ｓ ．２００ ５Ａ ｕｇ ；

２０ ６ ： ５ ．

３ ．ＬｅＲｏｕｘＳＭ
，Ａｂ ｒａｍ ｓＥＪ

，Ｎｇｕｙ ｅｎＫＫ
，Ｍｙ ｅｒＬ ．Ｈ ＩＶＩ ｎ ｃ ｉ ｄ ｅｎｃ ｅｄｕ ｒ ｉ ｎｇ

ｂ ｒｅａ ｓ ｔｆｅｅｄ ｉｎ ｇ

ａ ｎｄｍ ｏ ｔｈ ｅ ｒ
－

ｔｏ
－

ｃｈ ｉ ｌｄｔ ｒａ ｎ ｓ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 ｉ ｎｃａ ｐｅｔ ｏｗｎ
， 
ｓｏ ｕ ｔｈａ ｆｒ ｉ ｃａ ． Ａ ＩＤＳ ．２ ０ １ ９Ｍ ａｒ ２９ ．

４ ．Ｔｕｇ ｉ ｚｏｖＳ ．Ｈ ｕｍ ａ ｎ ｉｍ ｍ ｕ ｎ ｏ ｄ ｅ ｆｉ ｃ ｉ ｅ ｎ ｃｙｖ ｉ ｒｕ ｓ
－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ｅｄｄ ｉ ｓ ｒｕ ｐ ｔ ｉｏ ｎｏ ｆ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

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 ｓａ ｎ ｄ ｉ ｔｓｒｏ ｌ ｅ ｉ ｎＨ ＩＶｔ ｒａ ｎ ｓｍ ｉ ｓ ｓ ｉｏ ｎａ ｎ ｄｐａ ｔｈ 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ｏ ｆＨ ＩＶ ／Ａ ＩＤＳ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

Ｔ ｉ ｓ ｓ ｕ ｅ ｂ ａ ｒｒ ｉ ｅｒｓ ．２０ １ ６Ｊ ｕ ｌ

－ Ｓ ｅ
ｐ ；

４
（
３

）
： ｅ ｌ  １ ５ ９２７ ６ ．

５ ．Ｍ ａ ｒｃｈ ｅ ｔｔ ｉＧ
，Ｃｏｚｚ ｉ

－Ｌｅｐ
ｒ ｉＡ

，Ｍ ｅ ｒ ｌ ｉ ｎ ｉＥ
，Ｂ ｅ ｌ ｌ ｉ ｓｔｒ ｉＧＭ

，Ｃ ａｓ ｔａｇｎ ａＡ ，Ｇ ａ ｌ ｌ ｉＭ
，ｅ ｔａ ｌ ．

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ａ ｌ ｔｒａ ｎ ｓ ｌｏ ｃａ ｔ ｉｏｎｐ ｒｅｄ ｉ ｃ ｔ ｓｄ ｉｓ ｅａ ｓｅｐ ｒｏｇ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Ｈ ＩＶ－

ｉ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ａ ｎ ｔ ｉ ｒｅ ｔ ｒｏｖ ｉ ｒａ ｌ
－ ｎ ａ ｉｖｅ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ｗ ｉ ｔｈｈ ｉ

ｇ
ｈＣＤ４＋ｃｅ ｌ ｌｃｏ ｕ ｎ ｔ ．Ａ ＩＤＳ ．２０ １ １Ｊｕ ｌ

１ ７
；

２ ５
（

ｌ ｌ
）

： １ ３ ８５
－

９４ ．

６ ．Ｋａ ｒ ｉｍＲ
，
ＭａｃｋＷ Ｊ

，Ｓ ｔ ｉ ｌ ｌ ｅ ｒ Ｔ
，
Ｏ
ｐｅ ｒ ｓｋ ａ ｌ ｓｋ ｉＥ

，
Ｆ ｒｅｄ ｅ ｒ ｉ ｃｋＴ

，
Ｌａｎｄ ａｙ

Ａ
，
ｅ ｔａ ｌ ．Ａ ｓｓ ｏｃ ｉ 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Ｈ ＩＶｃ ｌ ｉｎ ｉ ｃａ ｌ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ｐ ｒｏｇ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ｐ ｒｏ ｆｉ ｌ ｅ ｓｏ ｆｅａ ｒ ｌ

ｙ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ａ ｃ ｔ ｉｖ ａ ｔ ｉ ｏ ｎ ：ｒｅｓ ｕ ｌ ｔｓ

ｆｒｏｍａｃ ｌｕ ｓ ｔｅ ｒ ａ 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ａ ｐ ｐ ｒｏａ ｃ ｈ ． Ａ ＩＤＳ ．２ ０ １ ３Ｊ ｕｎ １

；

２ ７
（
９

）
：
１ ４ ７ ３

－

８ １ ．

７ ．Ｐｅ ｒｋ ｉｎ ｓＭＲ
，Ｂ ａｒｔｈ ａ Ｉ

，Ｔｉｍｍ ｅ ｒＪＫ
，Ｌ ｉ ｅｂｎ ｅｒＪＣ

，Ｗｏ ｌ ｉ ｎ ｓｋｙ
Ｄ

，Ｇ ｕｎ ｔｈａ ｒｄＨＦ
，ｅ ｔａ ｌ ．Ｔ ｈ ｅ

Ｉｎ ｔ ｅｒｐ
ｌａｙＢｅ ｔｗ ｅ ｅｎＨｏ ｓ ｔＧ ｅｎ ｅ ｔ ｉ ｃＶａ ｒ ｉ ａ ｔ ｉｏ ｎ

，Ｖ ｉ ｒａ ｌＲｅ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ａ ｎｄ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ａ ｌ

Ｔｒａ ｎ ｓ ｌ ｏｃａ ｔ ｉｏ ｎ ｉｎＵ ｎ ｔ ｒｅａ ｔ ｅｄ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ｅｄ Ｉ ｎ ｄ ｉｖ ｉ ｄ ｕ ａ ｌ ｓ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ｕ ｓ

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ｓ ．２ ０ １ ５Ａｕｇ １ ５
；

２ １ ２
（
４

）
： ５ ７ ８

－

８４ ．

８ ．Ｂ ｒｅｎ ｃｈ ｌ ｅｙ
ＪＭ

，
Ｐｒ ｉ ｃ ｅＤＡ

，Ｓ ｃｈ ａ ｃｋｅｒＴＷ ，Ａ ｓｈ ｅｒＴＥ
，Ｓ ｉ ｌ ｖｅ ｓ ｔ ｒ ｉＧ

，ＲａｏＳ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ｂ ｉａ ｌ

ｔ ｒａ ｎ ｓ ｌｏ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ｉ ｓａｃａ ｕ ｓｅｏ ｆｓｙｓ ｔｅｍ ｉ ｃ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ａ ｃ ｔ ｉｖ ａ ｔ ｉｏｎ ｉ ｎｃ ｈ ｒｏｎ ｉ ｃＨ ＩＶ ｉ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ｎ ．

Ｎ ａｔｕｒｅｍ ｅｄ ｉ ｃ ｉｎ ｅ ． ２ ００６Ｄ ｅ ｃ
；

１ ２
（

１ ２
）

： １ ３ ６ ５ －

７ １ ．

９ ．Ｓ ａｎ ｔｏ ｓ
－Ｏ ｌ ｉｖ ｅ ｉ ｒａＪＲ

？
Ｒｅｇ ｉ ｓＥＧ

，Ｇ ｉ ａｃｏ ｉ ａ
－Ｇ ｒ ｉ

ｐｐ
ＣＢ

，Ｖａ ｌｖ ｅ ｒｄｅＪＧ
，
Ａ ｌ ｅｘａｎｄｒ ｉｎｏ

－ｄｅ －Ｏ ｌ ｉｖｅ ｉ ｒａ

Ｐ
，Ｌ ｉｎｄｏ ｓｏＪＡ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ｔ ｒａ ｎ ｓ ｌ ｏ ｃａ ｔ ｉ ｏ ｎ ｉ ｎ ｄ ｕ ｃ ｅｓａ ｎ ｉ ｎ ｔ ｅｎ ｓｅｐ ｒｏ ｉ ｎ ｆｌ ａｍ ｍ ａ ｔｏ ｒｙ

ｒｅｓ ｐ ｏ ｎ ｓ ｅ ｉ ｎｐ ａ ｔ ｉ ｅ ｎ ｔ ｓｗ ｉ ｔｈｖ ｉ ｓ ｃ ｅ ｒａ ｌ ｌ ｅ ｉ ｓ ｈｍ ａ ｎ ｉ ａ ｓ ｉ ｓａ ｎｄＨ ＩＶｔｙ ｐｅ
１ｃｏ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 ｎ ．Ｔｈｅ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ｕ ｓｄ ｉ ｓ ｅ ａ ｓｅ ｓ ．２０ １ ３Ｊ ｕ Ｉ

；

２ ０ ８
（

ｌ
）

： ５ ７
－

６ ６ ．

１ ０ ．Ｈｏ ｆｔＤＦ
，
Ｅ ｉ ｃｋｈ ｏｆｆ Ｃ Ｓ ．Ｔｙ ｐ ｅ１ ｉｍｍ ｕ ｎ ｉ ｔｙｐ

ｒｏｖ ｉｄ ｅ ｓｂｏ ｔｈｏｐ ｔ ｉｍ ａ ｌｍ ｕ ｃ ｏ ｓａ ｌａｎ ｄｓｙｓ ｔ ｅｍ ｉ ｃ

ｐ ｒｏ ｔ ｅ ｃ ｔ ｉｏ ｎａｇａ ｉ ｎ ｓ ｔａｍ ｕ ｃｏｓａ ｌ ｌｙ ｉ ｎ ｖ ａ ｓ ｉｖｅ
， ｉ ｎ ｔ ｒａ 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 ｒｐａ ｔｈ ｏｇｅｎ ．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ａ ｎ ｄ

ｉｍｍ ｕｎ ｉ ｔｙ ．２ ０ ０５Ａ ｕｇ ；

７３
（
８

）
：
４９ ３ ４

－４ ０ ．

１ １ ．Ｃ ｈ ｅｎＹ
，Ｃ ｈ ｏｕＫ

，Ｆｕ ｃｈ ｓＥ
，Ｈ ａｖ ｒａｎＷＬ

，Ｂ ｏ ｉ ｓｍ ｅ ｎ ｕＲ ．Ｐ ｒｏ ｔ ｅ ｃ ｔ ｉｏｎｏ ｆｔ ｈ ｅ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ｍ ｕ ｃｏｓ ａｂｙ ｉ ｎ ｔ ｒａ 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ｇａｍｍ ａｄ ｅ ｌ ｔ ａＴｃ ｅ ｌ ｌ ｓ ．Ｐｒｏ ｃｅ ｅｄ ｉ ｎ
ｇ ｓｏ ｆ  ｔ ｈ ｅＮ ａｔ ｉ ｏｎ ａ ｌＡ ｃａｄ ｅｍ ｙ

ｏｆ 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ｓｏ ｆ  ｔｈ ｅＵ ｎ ｉ ｔ ｅｄＳ ｔ ａ ｔ ｅ ｓｏ ｆ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 ．２０ ０２Ｏｃ ｔ２ ９
；

９９
（
２２

） ；  １ ４ ３ ３ ８
－４ ３ ．

１ ２ ．Ｂ ｅｒ
ｇＲＤ ．Ｂａ ｃ ｔ ｅ ｒ ｉ ａ ｌｔ ｒ ａ ｎ ｓ ｌ ｏ ｃａ ｔ ｉｏ ｎｆｒｏｍ ｔ ｈ ｅｇ

ａ ｓ ｔ ｒｏ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ｔ ｒａ ｃ ｔ ．Ｔｒｅｎ ｄ ｓ ｉ ｎ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 １ ９ ９ ５Ａ
ｐ

ｒ
；

３
（
４

）
：  １ ４９ －

５４ ．

１ ２ １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 文献

１ ３ ．Ｖａｎ ｃａｍ ｅ ｌ ｂ ｅｋｅＶｅｒｍｅ ｉ ｒｅＳ ．Ｔｈ ｅ ｉ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ａｆｕ ｎ ｄ ａｍ ｅｎ ｔａ ｌｒｏ ｌ ｅ ｉ ｎｈ ｅａ ｌ ｔｈ

ａ ｎ ｄ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Ｅｘ ｐｅ ｒｔ ｒｅｖ ｉ ｅｗ ｏｆ
ｇ
ａｓｔ ｒｏ ｅｎｔｅｒｏ ｌ ｏｇｙ

＆ ｈ ｅ
ｐ
ａｔ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７Ｓｅｐ ；

ｌ ｌ
（
９

）
： ８ ２ １

－

３ ４ ．

１ ４ ．Ｃｈ ｅｎＪ
，Ｔｓ ａｎ ｇ

ＬＬ
，
ＨｏＬＳ

，
Ｒｏｗ ｌ ａｎｄｓＤＫ

，Ｇ ａｏＪＹ
，Ｎｇ

ＣＰ
，ｅ ｔａ ｌ ．Ｍ ｏｄ ｕ ｌ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ｈ ｕｍ ａ ｎ

ｅ ｎ ｔｅ ｒ ｉ ｃ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ｒａ ｎ ｄ ｉ ｏ ｎｔ ｒａ ｎ ｓ ｐ ｏ ｒ ｔ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ｂｙＰｅ

ｙ ｅ ｒ
＇

ｓ
ｐ

ａ ｔ ｃ ｈ ｌｙｍ ｐ
ｈ ｏ ｃｙ ｔ ｅ ｓ ．

Ｗｏ ｒ ｌ ｄ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ｇａ ｓｔｒｏｅｎ ｔｅｒｏ ｌｏｇｙ ．２ ００４Ｊ ｕｎ １

； 

１ ０
（ 

１ １

）
；  １ ５ ９４

－

９ ．

１ ５ ．Ｋｕｇａ
ｄａ ｓＡ

，Ｗｒ ｉ ｇ
ｈ ｔＱ ，Ｇｅｄｄ ｅ ｓ

－Ｍ ｃＡ ｌ ｉ ｓ ｔ ｅｒＪ
，Ｇ ａｄ

ｊ
ｅｖ ａＭ ．Ｒｏ ｌ ｅｏ ｆ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 ｏ ｔａ ｉ ｎ

Ｓ ｔ ｒｅｎ ｇ ｔｈ ｅｎ ｉ ｎｇＯ ｃ ｕ ｌ ａ ｒＭ ｕ ｃｏｓ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Ｔ ｈ ｒｏ ｕ ｇ
ｈＳ ｅ ｃ ｒｅ ｔｏ ｒｙＩ

ｇ
Ａ ．

Ｉ ｎｖｅ ｓ ｔ ｉｇａｔ ｉｖｅｏｐ
ｈ ｔｈａ ｌｍｏ ｌｏｇｙ

＆ｖ ｉ ｓｕ 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２０ １ ７Ｓ ｅ
ｐ

１
；

５ ８
（

１ １

）
： ４ ５ ９ ３

－６ ０ ０ ．

１ ６ ．Ｗａｎｇ
Ｋ

，
ＷｕＬＹ

，
ＤｏｕＣＺ

？
ＧｕａｎＸ

，ＷｕＨＧ
，Ｌ ｉ ｕＨＲ ．Ｒｅｓ ｅａ ｒｃ ｈＡ ｄ ｖａ ｎ ｃｅ ｉ ｎ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Ｍ ｕ ｃｏｓａ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ａ ｎ ｄＰａ ｔ ｈ 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ｏｆ Ｃ ｒｏｈ ｎ
’

ｓＤ ｉ ｓｅ ａ ｓｅ ．Ｇ ａ ｓ ｔ ｒｏｅ ｎ ｔ 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ａｎｄ

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 ｅ ．２０ １ ６
；

２ ０ １ ６ ： ９６ ８ ６２ ３ ８ ．

１ ７ ．Ｔ ｉ ｎ ｃ ａ ｔ ｉＣ
，Ｄｏ ｕ ｅｋＤＣ

，Ｍ ａ ｒｃ ｈ ｅ ｔｔ ｉＧ ．Ｇ ｕ ｔ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ｓ ｔ ｒｕ ｃ ｔｕ ｒｅ
，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 ｉｍ ｍ ｕ ｎ ｉ ｔ

ｙａ ｎ ｄ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 ｏ ｔ ａ ｉ ｎｔ ｈ ｅｐａ ｔ ｈ ｏｇｅｎ ｅｓ ｉ ｓａ ｎｄｔ ｒｅａ ｔｍ ｅｎ ｔｏ ｆＨ Ｉ 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 ．Ａ Ｉ Ｄ Ｓ

ｒｅ ｓ ｅ ａｒｃｈａｎ ｄｔｈ ｅ ｒａｐｙ ．２０ １ ６
； 

１ ３ ： １ ９ ．

１ ８ ．Ｒｏｙ
Ｕ

，Ｇ ａ ｌｖｅｚＥＪＣ
，Ｉ ｌ

ｊ
ａｚｏｖ ｉ ｃＡ

，Ｌｅ ｓｋ ｅ ｒＴＲ
，Ｂ ｌ ａｚｅ

ｊ
ｅｗ ｓｋ ｉＡ Ｊ

，Ｐ ｉ ｌ ｓＭＣ
，ｅ ｔａ ｌ ．Ｄ ｉ ｓ ｔ ｉ ｎ ｃ ｔ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Ｃｏｍｍ ｕｎ ｉ ｔ ｉ ｅｓＴｒ ｉ

ｇｇｅ ｒ
Ｃ ｏ ｌ ｉ ｔ ｉ ｓＤｅｖ 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ｕ ｐｏ ｎ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Ｄａｍ ａｇｅ
ｖ ｉ ａＩｎｎ ａ ｔｅｏｒＡ ｄａｐ ｔ ｉｖｅＩｍｍ ｕ ｎ ｅＣｅ ｌ ｌ ｓ ．Ｃｅ ｌ ｌｒｅｐｏｒｔ ｓ ．２ ０ １ ７Ｏ ｃ ｔ

２４
；

２ １
（
４

）
： ９ ９４ －

１ ００ ８ ．

１ ９ ．Ｄ ｉ ｅｂｅ ｌＬＮ
，Ｌ ｉｂ ｅｒａｔ ｉＤＭ

，
Ｄｕ ｌ ｃｈ ａｖ ｓｋｙＳＡ ｓＤ ｉｇ ｌ ｉｏＣＡ

，Ｂ ｒｏｗｎＷ Ｊ ．Ｅ ｎ ｔｅｒｏｃｙ ｔ ｅａ 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ａ ｎ ｄｂａ ｒｒｉ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ａ ｒｅｍ ｏｄ ｕ ｌａ ｔｅｄｂｙＳ Ｉ ｇＡａ ｆｔｅ ｒｅｘ ｐ ｏｓ ｕ ｒｅｔｏｂａ ｃ ｔｅ ｒ ｉ ａａ ｎ ｄ

ｈ
ｙ ｐ ｏｘ

ｉ ａ ／ｒｅｏｘｙｇｅｎ ａ ｔ ｉｏｎ ．Ｓ ｕ ｒｇｅ ｒｙ ．２ ００ ３Ｏ ｃ ｔ
；

１ ３ ４
（
４

）
： ５ ７４

－

８０ ．

２ ０ ．Ｇ ｕ ｎｚｅ ｌＤ
，
Ｙｕ Ａ Ｓ ．Ｃ ｌ ａ ｕｄ ｉ ｎ ｓａ ｎ ｄｔｈ ｅ ｍ ｏｄ 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ｐｅ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Ｐｈｙｓ ｉ ｏ ｌ

Ｒｅｖ ．２ ０ １ ３ Ａ
ｐｒ

；

９ ３
（
２

）
： ５２ ５

－

６９ ．ＰｕｂＭ ｅｄＰＭ ＩＤ ：２ ３ ５ ８ ９ ８２ ７ ．

２ １ ．Ｇｕｎｚｅ ｌＤ
，Ｆ ｒｏｍｍＭ ．Ｃ ｌａｕ ｄ ｉ ｎ ｓａ ｎｄｏ ｔｈ ｅ ｒｔ ｉ

ｇ
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ｓ ．Ｃ ｏｍｐｒｅｈ ｅｎ ｓ ｉｖ ｅ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ｙ ． ２ ０ １ ２Ｊｕ ｌ

；

２
（
３

）
： １ ８ １ ９

－

５ ２ ．

２２ ．Ｇ ｕｎｚｅ ｌＤ
，
ＹｕＡＳ ．Ｃ ｌａ ｕ ｄ ｉ ｎ ｓａ ｎ ｄｔｈ ｅｍ ｏ ｄ ｕ ｌ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ｐ ｅ ｒｍ ｅ 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Ｒｅｖ ． ２０ １ ３Ａｐ ｒ
；
９３

（
２

）
： ５２ ５ － ６９ ．

２ ３ ．Ｒｕｎｋ ｌ ｅＥＡ
，Ｍ ｕＤ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ｓ ：ｆｒｏｍ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ｔｏｔ ｕｍ ｏ ｒ ｉ ｇｅ ｎ ｅ ｓ ｉ ｓ ．Ｃ ａｎｃ ｅ ｒ

ｌ ｅ ｔ ｔｅ ｒ ｓ ． ２０ １ ３Ａ ｕｇ 

２ ８
；

３ ３ ７
（

ｌ
）

： ４ １

－

８ ．

２４ ．Ｈ ｉ ｒａ ｓｅＴ
，
Ｋａｗａ ｓｈ ｉｍ ａＳ

；
Ｗｏｎｇ

ＥＹ
，Ｕ ｅｙａｍ ａＴ

，Ｒ ｉ ｋ ｉ ｔａｋ ｅＹ
，
Ｔｓ ｕ ｋ ｉ ｔ ａＳ ．ｅ ｔａ ｌ ．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ｐ 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ａ ｎ ｄｏｃ ｃ ｌ ｕ ｄ ｉ ｎｐ ｈ ｏ ｓ ｐ
ｈ ｏ ｒｙ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ｂｙ

Ｒｈｏａ －

ｐ ｌ ６０ＲＯＣＫ－ｄ ｅｐｅｎ ｄ ｅｎ ｔａ ｎ ｄ－

ｉ ｎ ｄ ｅｐ ｅ ｎ
ｄ ｅ ｎ ｔｍ ｅ ｃｈ ａ ｎ ｉ ｓｍ ｓ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ｂ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ｃｈ ｅｍ ｉ ｓｔｒｙ ．２ ００ １Ｍ ａ ｒ ３ ０
；

２ ７６
（

１ ３
）

： １ ０４２ ３ －

３ １ ．

２ ５ ．Ｂ ａｚｚｏ ｎ ｉＧ
，Ｍ ａｒｔ ｉｎ ｅｚ－Ｅ ｓ ｔｒａｄ ａＯＭ

，Ｏ ｒｓ ｅｎ ｉｇｏＦ，Ｃ ｏ ｒｄｅｎ ｏｎ ｓ ｉＭ
，Ｃ ｉ ｔ ｉＳ

，Ｄ ｅ
ｊ
ａｎ ａＥ ．

Ｉ ｎ ｔｅ ｒａ ｃ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ａ ｌａｄ ｈ ｅｓ ｉ ｏｎｍ ｏ ｌ ｅ ｃ ｕ ｌ ｅｗ ｉ ｔ ｈｔ ｈ ｅｔ ｉ ｇ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ｃ ｏｍ ｐｏ ｎ ｅｎ ｔ ｓ

ＺＯ －

１
，ｃ ｉ ｎ ｇｕ

ｌ ｉ ｎ
，ａ ｎ ｄｏｃ ｃ ｌ ｕ ｄ ｉｎ ．Ｔｈ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ｂ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ｃ ｈ ｅｍ ｉ ｓ ｔ ｒｙ
．２ ０ ００Ｊ ｕ ｌ

７
；

２ ７ ５
（
２ ７

）
：
２ ０ ５ ２ ０

－６ ．

２ ６ ．Ｋ ｉ ｔ ａ
ｊ

ｉ ｒ ｉＳ
，Ｍ ｉｙａｍ ｏ ｔｏＴ

，Ｍ ｉ ｎ ｅｈａ ｒｕＡ
，Ｓ ｏｎ ｏｄ ａＮ

，Ｆｕ ｒｕ ｓ ｅＫ
，Ｈ ａ ｔ ａＭ ．ｅ ｔａ ｌ

．

Ｃ ｏｍ ｐａ ｒ ｔｍ ｅｎ ｔ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ｅｓ ｔａ ｂ ｌ ｉ ｓ ｈ ｅｄｂｙ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

ｌ ｌ
－ｂ ａ ｓ ｅｄ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ｓ ｉ ｎｓ ｔ ｒ ｉ ａ

１ ２ ２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 论文参考文献

ｖ ａ ｓｃ ｕ ｌ ａ ｒ ｉ ｓ ｉ ｓｒｅｑ
ｕ ｉ ｒｅｄｆｏ ｒｈ ｅａ ｒ ｉｎ ｇｔ ｈ ｒｏ ｕ ｇ

ｈ
ｇｅｎ ｅ ｒ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ｅｎ ｄ ｏ ｃｏ ｃｈ ｌ ｅａ ｒｐｏ ｔｅ ｎ ｔ ｉ ａ ｌ ．Ｊ

Ｃ ｅ ｌ ｌＳｃ ｉ ．２ ０ ０４Ｏ ｃ ｔ １

； 
１ １ ７

（
Ｐ ｔ２ １

 ）
： ５ ０ ８ ７

－

９ ６ ．

２ ７ ．Ｎ ａｋ ａｎ ｏＹ
，Ｋ ｉｍＳＨ

，Ｋ ｉｍＨＭ
，Ｓ ａｎ ｎ ｅｍ ａｎＪＤ

，Ｚｈ ａｎ ｇＹ，Ｓｍ ｉ ｔｈＲ Ｊ
，ｅ ｔａ ｌ ．Ａ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９ － ｂａ ｓ ｅｄ ｉ ｏ ｎ

ｐ
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ｂ 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ｉ ｓｅ ｓ ｓ ｅ ｎ ｔ ｉ ａ ｌｆｏ ｒｈ ｅ ａ ｒ ｉ ｎｇ
．Ｐ Ｌｏ Ｓ

ｇ
ｅ ｎ ｅ ｔ ｉ ｃ ｓ ．２ ０ ０ ９

Ａ ｕｇ ；
５

（
８

）
： ｅ Ｉ ００ ０ ６ １ ０ ．

２ ８ ．Ｆａ ｓ ａｎ ｏＡ ．Ｚｏ ｎ ｕ ｌ ｉ ｎａ ｎ ｄ ｉ ｔ ｓ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ｂ 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ｔｈ ｅｂ ｉ 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

ｄ ｏ ｏ ｒ ｔｏ ｉ ｎｆｌａｍ ｍ ａ ｔ ｉｏｎ
，
ａ ｕ ｔｏ ｉｍｍ ｕ ｎ ｉ ｔｙ，

ａ ｎ ｄｃａｎ ｃｅ ｒ．Ｐｈｙ ｓ ｉ ｏ ｌＲｅｖ ． ２０ １ １Ｊａｎ
；

９ １
（

ｌ
）

： １ ５ １
－

７ ５ ．

２９ ．Ｙｏｎ ｅｍｕｒａＳ
， Ｉ ｔｏｈＭ

， 
Ｎ ａｇａ

ｆｕｃｈ ｉ Ａ
，
Ｔｓｕｋ ｉ ｔａＳ ．Ｃｅ ｌ ｌ

－

ｔｏ
－

ｃｅ ｌ ｌａｄ ｈ ｅ ｒｅｎ ｓ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ｎｄａ ｃ ｔ ｉｎｆｉ ｌ ａｍ ｅｎ ｔ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 ｔ ｉｏｎ ：ｓ ｉｍ ｉ ｌ ａ ｒ ｉ ｔ ｉ ｅ ｓａ ｎｄｄ ｉ ｆｆｅ ｒｅ ｎ ｃ ｅ ｓｂｅ ｔｗｅ ｅｎｎ ｏ ｎ －

ｐｏ ｌ ａ ｒ ｉｚｅｄ

ｆｉ ｂ ｒｏｂ ｌ ａ ｓ ｔｓａ ｎ ｄ
ｐｏ

ｌ ａ ｒ ｉ ｚｅｄ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ｃｅ ｌ ｌ ｓ ．ＪＣ ｅ ｌ ｌＳ ｃ ｉ ．１ ９９ ５Ｊａｎ

；

１ ０ ８
（
Ｐｔ １

）
：  １ ２ ７

－４２ ．

３ ０ ．Ｋａ ｓ ａｐ
ｋａｒａＣ Ｓ

， 
Ｔｕｒｎ ｅｒ Ｌ

，
Ｏｋｕｒ Ｉ

，
Ｈａ ｓ ａｎｏｇ ｌｕＡ ．Ａ ｎ ｏｖｅ ｌｍ ｕ ｔ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ｔｈ ｅｃ ｌ ａ ｕｄ ｉ ｎ１ ６

ｇｅ ｎ ｅ

ｉ ｎｆａｍ ｉ ｌ ｉａ ｌｈ
ｙｐ ｏ

ｍ ａ
ｇ
ｎ ｅ ｓｅｍ ｉ ａｗ ｉ ｔｈｈｙｐ ｅ ｒｃａ ｌ ｃ ｉｕ ｒ ｉａａ ｎ ｄｎ ｅｐ ｈ ｒｏ ｃａ ｌｃ ｉ ｎ ｏ ｓ ｉ ｓｍ ｉｍ ｉ ｃ ｋ ｉ ｎ

ｇ

ｒ ｉ ｃｋｅ ｔ ｓ ．Ｇ ｅｎｅ ｔＣ ｏｕｎ ｓ ． ２ ０ １ １

；

２２
（
２

）
：  １ ８ ７

－

９２ ．

３ １ ．Ｎ ｉ ｅ ｓ ｓ ｅｎＣＭ ．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ｓ／ａｄ ｈ ｅ ｒｅｎ ｓ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ｓ ：ｂ ａ ｓ ｉｃｓ ｔｒｕ ｃ ｔｕ ｒｅａｎ ｄ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Ｔｈ ｅ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ｉｎｖｅ ｓ ｔ ｉ

ｇａｔ ｉｖ ｅｄｅｒｍ ａｔｏ ｌｏｇｙ ． ２００７Ｎ ｏｖ
；

１ ２７
（

ｌ ｌ
）

： ２ ５２ ５
－

３ ２ ．

３ ２ ．Ｓ ｃｈｎ ｅｅｂｅｒｇｅｒＥＥ ，ＬｙｎｃｈＲＤ ．Ｓ ｔｒｕ ｃ ｔｕ ｒｅ
，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ａ ｎ ｄ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ｃ ｅ ｌ ｌｕ ｌａ ｒ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ｓ ．Ｔｈ ｅ Ａｍｅｒｉ ｃ 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ｐ
ｈｙｓ ｉｏ ｌ ｏｇｙ ． １ ９９２Ｊｕｎ

；

２ ６２
（
６Ｐ ｔ １

）
： Ｌ ６４７ －６ １ ．

３ ３ ．Ｍ ｏ ｒ ｉｎ －Ｂ ｒｕｒｅ ａｕＭ
，Ｌ ｅｂｒｕｎＡ

，Ｒｏｕ ｓ ｓ ｅｔＭ Ｃ
，Ｆ ａｇｎ ｉＬ

，Ｂ ｏ ｃｋ ａｅ ｒｔＪ
，ｄ ｅＢｏ ｃｋＦ

，ｅ ｔａ ｌ ．

Ｅｐ
ｉ ｌ ｅｐ ｔ ｉ ｆｏ ｒｍａ 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ｉｎ ｄ ｕ ｃ ｅｓｖａ ｓ ｃｕ ｌ ａ ｒｒｅｍ ｏｄ ｅ ｌ ｉ ｎｇａｎｄｚｏｎｕ ｌａｏ ｃ ｃ ｌｕｄ ｅｎ ｓ１

ｄ ｏｗｎ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ｏ ｒｇａ ｎ ｏ ｔｙｐ ｉ ｃｈ ｉ

ｐ ｐｏ
ｃａｍ

ｐ
ａ ｌｃｕ ｌ ｔｕ ｒｅｓ ：ｒｏ ｌ ｅｏ ｆＶＥＧＦ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ｉ ｎ

ｇ

ｐａ ｔｈｗ ａｙｓ ．Ｔｈ ｅＪ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ｎ ｅｕｒｏ 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 ｔｈｅｏｆｆｉ ｃ ｉ ａ ｌ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ｔｈ ｅＳｏ ｃ ｉ ｅｔｙｆｏｒ

Ｎ ｅｕｒｏ 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 ２０ １ １Ｊｕ ｌ ２ ０
；

３ １
（
２９

）
： １ ０６７ ７

－

８ ８ ．

３ ４ ．Ｍ ｉｙａｍｏ ｔｏＮ
，ｄｅＫｏｚａｋＹ

，
Ｊ ｅａｎｎｙ

ＪＣ
，Ｇ ｌ ｏｔ ｉｎＡ

，
Ｍ ａｓ ｃａｒｅ ｌ ｌ ｉＦ

，
Ｍ ａ ｓ ｓ ｉ ｎＰ

，ｅｔａ ｌ ．Ｐ ｌａ ｃｅｎ ｔ ａ ｌ

ｇ
ｒｏｗ ｔｈｆａ ｃ ｔｏ ｒ

－

１ａ ｎ ｄ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ｈ ａ ｅｍ ａ ｔｏ －

ｒｅ ｔ ｉ ｎ ａ ｌｂ ａ ｒｒ ｉ ｅ ｒｂ ｒｅａｋｄ ｏｗｎ ：ｐ ｏ ｔ ｅ ｎ ｔ ｉ ａ ｌ

ｉｍ 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ｉ ｎ ｔｈ ｅｐａ ｔｈ 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ｏ ｆｄ ｉ ａ ｂ ｅ ｔ ｉ ｃｒｅ ｔ ｉｎ ｏ ｐ ａ ｔｈｙ．Ｄ ｉ ａｂ ｅ ｔｏ ｌ ｏｇ ｉ ａ ．２ ００７

Ｆｅｂ
；

５０
（
２

）
：
４６ １

－

７０ ．

３ ５ ．Ｆａ ｒｋａ ｓＡＥ
，Ｃ ａｐ ａ

ｌ ｄｏＣＴ
，Ｎｕｓ ｒａｔＡ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ｐ ｒｏ ｌ ｉ ｆｅ ｒａ ｔ ｉｏｎｂｙ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ｏｎ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ｓ ． Ａ ｎｎ ａｌ ｓｏｆ ｔｈ ｅ Ｎ ｅｗ Ｙｏｒｋ Ａ ｃ 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 ｃ ｉｅｎ ｃ ｅｓ ．２ ０ １ ２Ｊｕ ｌ

；

１ ２ ５ ８ ： １ １ ５ ２４ ．

３ ６ ．Ｖ ｉ ｃａｒ ｉ ｏＭ
，Ｍ ａ ｒｔ ｉｎ ｅｚＣ

，Ｓａｎ ｔｏ ｓＪ ．Ｒｏ ｌｅｏ ｆｍ ｉ ｃ ｒｏＲＮＡ ｉ ｎＩＢＳｗ ｉ ｔｈ ｉｎ ｃ ｒｅａ ｓ ｅｄｇ
ｕ ｔ

ｐ 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Ｇｕｔ ．２ ０ １ ０Ｊ ｕｎ

；

５ ９
（
６

）
： ７ １ ０

－

２ ．

３ ７ ．Ｙａｎ ｇ
Ｈ

，ＲａｏＪＮ
，Ｗａｎｇ

ＪＹ．Ｐｏ ｓ ｔ ｔ ｒａ ｎ ｓ ｃ ｒ ｉ ｐ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Ｔ ｉ

ｇ
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ｂｙＲＮＡ

－ ｂ ｉ ｎ ｄ ｉ ｎ ｇ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ｓａ ｎｄｍ ｉ ｃ ｒｏＲＮＡ ｓ ．Ｔ ｉ ｓ ｓ ｕ ｅｂ ａｒｒ ｉ ｅ ｒ ｓ ．

２ ０ １ ４Ｊ ａｎ ｌ
；

２
（

ｌ

）
： ｅ２ ８ ３ ２ ０ ．ＰｕｂＭ ｅｄＰＭ ＩＤ ：２４ ８４ ３ ８ ４ ３ ．

３ ８ ．Ｃ ｉ ｃ ｈｏｎＣ
，Ｓ ａｂｈ ａｒｗａ ｌＨ

，Ｒｕ ｔｅ ｒＣ
，Ｓ ｃｈｍ ｉ ｄ ｔＭＡ ．Ｍ ｉ ｃ ｒｏＲＮＡ ｓ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ｅｔ ｉ

ｇ
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ｓａ ｎ ｄｍ ｏｄ ｕ ｌ ａ ｔ ｅ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 ／ｅｎ ｄ ｏ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 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Ｔ ｉ ｓ ｓ ｕｅｂ ａ ｒｒ ｉ ｅ ｒ ｓ ．

２ ０ １ ４
；

２
（
４

）
： ｅ９４４４４ ６ ．

３ ９ ．Ｍ ｕ ｒａｋａｍ ｉＴ
，
Ｆ ｅ ｌ ｉ ｎ ｓｋ ｉＥＡ

，
Ａ ｎ ｔｏｎ ｅｔｔ ｉＤＡ ．Ｏ ｃ ｃ ｌ ｕ ｄ ｉ ｎ

ｐ ｈ ｏ ｓ ｐ ｈ ｏ ｒｙ ｌａ ｔ ｉｏ ｎａ ｎ ｄｕ ｂ ｉ ｑ
ｕ ｉ ｔ ｉ 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ｅ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ｔ ｒａ ｆｆｉ ｃｋ ｉ ｎ ｇａ ｎ ｄｖ ａ ｓ ｃ ｕ ｌ ａ ｒｅｎ ｄ ｏ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ｇ
ｒｏｗ ｔ ｈｆａ ｃ ｔｏ ｒ

－

ｉ ｎ ｄ ｕ ｃ ｅｄ

ｐ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 Ｔｈ ｅ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ｂ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 ｃｈ ｅｍ ｉ ｓ ｔ ｒｙ ．２ ０ ０９Ｊ ｕ ｌ３ １
 ；

２ ８４
（
３ １

 ）
：
２ １ ０ ３ ６

－４６ ．

１ ２ ３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４ ０ ．Ｃｈ 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Ｒ ，Ｄｙｕｋｏｖ ａＥ ，Ｓ ｉｎｇｈＮＫ ，Ｏｈｂ ａＭ
，Ｍ ｏｂ ｌ ｅｙＪＡ ，ＲａｏＧＮ ．Ｃｏ ｒ ｒｅ ｃ ｔ ｉ ｏｎ ：

Ｖａ ｓｃ ｕ ｌａ ｒｅｎｄ ｏ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ｔ ｉ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ｓａ ｎ ｄｂ 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ｎ ｃ ｔ ｉｏｎａ ｒｅｄ ｉ ｓ ｒｕ ｐ ｔｅｄｂｙ

１ ５
（
Ｓ

）

－ ｈｙ
ｄ ｒｏｘｙ ｅ

ｉ ｃｏｓ ａ ｔ ｅ ｔ ｒａ ｅｎ ｏ ｉ ｃａ ｃ ｉｄｐａ
ｒ ｔ ｌ

ｙｖ ｉ ａ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ｋ ｉ ｎ ａ ｓｅＣ－ｍ ｅｄ ｉ ａ ｔｅｄｚｏｎ ａ

ｏ ｃ ｃ ｌ ｕ ｄ ｅ ｎ ｓ
－

ｌ
ｐ

ｈ ｏ ｓ
ｐ
ｈ ｏ ｒｙ ｌ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ｔｔｈ ｒｅｏ ｎ ｉ ｎ ｅ７ ７０／７ ７２ ．Ｔｈ ｅＪ ｏｕｍ ａ ］ｏ ｆ ｂ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ｃｈ ｅｍ ｉ ｓ ｔ ｒｙ
．

２ ０ １ ９Ｍ ａｒ １
；

２９４
（
９

）
： ３ ３ １ １ ．

４ １ ．Ａｖ ｉ ｌ ａ
－Ｆ ｌｏｒｅｓＡ

，
Ｒ ｅｎｄｏｎ

－Ｈ ｕ ｅ ｒｔ ａＥ
，
Ｍｏｒｅｎ ｏＪ

，
Ｉ ｓ ｌ ａ ｓＳ

，Ｂ ｅ ｔ ａｎｚｏ ｓＡ
，Ｒｏｂ ｌ ｅ ｓ

－ Ｆ ｌ ｏｒｅ ｓＭ
，
ｅｔａ ｌ ．

Ｔ ｉ

ｇ
ｈ ｔ

－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ｚｏ ｎ ｕ ｌａｏ ｃ ｃ ｌ ｕｄ ｅｎ ｓ２ ｉ ｓａｔａ ｒｇｅ ｔｏ ｆ

ｐｈ ｏｓｐｈ ｏ ｒｙ ｌａ ｔ ｉ ｏ ｎｂｙｐ ｒｏ ｔ ｅ ｉｎ

ｋ ｉ ｎ ａ ｓ ｅＣ ．Ｔｈ ｅＢ ｉｏ ｃｈ ｅｍ ｉ ｃａ ｌ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 ２ ００ １Ｄｅ ｃ ｌ

；

３ ６０
（
Ｐ ｔ２

）
： ２９ ５

－

３ ０４ ．

４２ ．Ｓ ｔ ｕａ ｒｔＲＯ
，Ｎ ｉｇａｍＳＫ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ｄａ ｓ ｓ ｅｍ ｂ ｌ

ｙｏ ｆ 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ｓｂｙｐｒｏ ｔｅ ｉ ｎｋ ｉｎａｓ ｅＣ ．

Ｐ ｒｏｃ ｅｅｄ ｉ ｎｇｓｏ
ｆｔｈ ｅＮ 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Ａ ｃａｄ ｅｍ ｙｏ ｆ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ｓｏ ｆｔ ｈ ｅＵ ｎ ｉ ｔｅｄＳ ｔａ ｔｅ ｓｏ ｆ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 ．

１ ９９ ５Ｊ ｕ ｎ２ ０
；

９２
（

Ｉ ３
）

： ６０ ７２ －

６ ．

４ ３ ．Ｎ ｕ ｎ ｂｈ ａｋｄ ｉ

－Ｃ ｒａ ｉ

ｇ
Ｖ

，Ｍ ａｃ ｈ ｌ ｅ ｉ ｄ ｔＴ
，
Ｏｇ ｒ ｉ ｓＥ

，Ｂｅ ｌ ｌ ｏ ｔｔｏＤ
，Ｗ ｈ ｉ ｔ ｅＣ Ｌ

，３ ｒｄ
，Ｓ ｏ ｎ ｔ ａｇ

Ｅ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ｐ ｈ ｏｓ ｐ
ｈ ａ ｔａ ｓｅ２Ａ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 ｅｓｗ ｉ ｔｈａ ｎ ｄ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ｅｓａ ｔｙ ｐ ｉ ｃ ａ ｌＰＫＣａ ｎ ｄｔｈ ｅｅ 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ａ ｌ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ｃｏｍ ｐ ｌ ｅ ｘ ． Ｔｈ ｅ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ｃ ｅ ｌ ｌｂ ｉ ｏ ｌｏｇｙ ． ２ ０ ０２Ｓ ｅｐ

２
；

１ ５ ８
（
５

）
： ９６ ７

－

７ ８ ．

４４ ．Ｆｕ
ｊ

ｉ ｂｅＭ
，
Ｃｈ ｉｂａＨ

，
Ｋｏ

ｊ
ｉｍ ａＴ

，ＳｏｍａＴ
，
Ｗａｄ ａＴ

，
Ｙａｍ ａ ｓ ｈ ｉ ｔａＴ

，
ｅ ｔａ ｌ ．Ｔｈ ｒ２ ０３ｏ ｆ ｃ ｌａ ｕｄ ｉ ｎ －

１
，

ａ
ｐ ｕ ｔａ ｔ ｉｖｅ

ｐｈ ｏ ｓ ｐ
ｈ ｏ ｒｙ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ｉ ｔｅｆｏｒＭＡＰｋ ｉ ｎ ａ ｓｅ

， ｉ ｓｒｅｑ ｕ
ｉ ｒｅｄｔｏ

ｐ ｒｏｍ ｏ ｔ ｅｔｈ ｅｂａ ｒｒ ｉ ｅｒ

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ｏ ｆ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Ｅｘ

ｐ 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ｃ ｅ ｌ ｌ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 ． ２ ００４ Ａ

ｐｒ １ ５
；

２ ９５
（

ｌ
）

： ３ ６
－４ ７ ．

４５ ．Ｄ
＇

Ｓ ｏｕｚａＴ
，
Ａｇａｒ

ｗ ａ ｌＲ
ｓＭ ｏ ｒ ｉｎＰＪ ．Ｐｈ ｏ ｓ ｐ ｈ ｏ ｒ

ｙ
ｌ 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

３ａ ｔｔｈ ｒｅｏ ｎ ｉ ｎ ｅ１ ９２ｂｙ

ｃＡＭＰ －ｄ ｅｐｅｎ ｄ ｅｎ ｔ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ｋ ｉｎａ ｓｅｒｅｇｕ

ｌａ ｔ ｅ ｓ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ｏｖａ ｒ ｉａｎ

ｃａ ｎ ｃ ｅ ｒ ｃ ｅ ｌ ｌ ｓ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ｂ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ｈ 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２０ ０ ５Ｊ ｕ ｌ １ ５

；

２ ８０
（
２ ８

）
： ２６２ ３ ３

－

４０ ．

４６ ．ＴａｎａｋａＭ
，Ｋａｍ ａｔａＲ

，Ｓａｋ ａ ｉＲ ．Ｅｐ ｈＡ２ｐ ｈ ｏ ｓｐ ｈ ｏ ｒｙ
ｌ ａ ｔｅｓｔｈ ｅｃｙ ｔｏｐ ｌ ａ ｓｍ ｉ ｃｔａ ｉ ｌｏ ｆ

Ｃ Ｉａ ｕｄ ｉ ｎ
－４ａ ｎ ｄｍ ｅｄ ｉａ ｔ ｅｓ

ｐａ ｒａ ｃ ｅ ｌ ｌｕ ｌ ａ ｒ
ｐ 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Ｔｈ ｅ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ｂ ｉ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ｈ 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

２ ００ ５Ｄｅｃ２３
；

２ ８０
（
５ １

）
： ４２ ３ ７ ５

－

８２ ．

４ ７ ．Ｓｏｍ ａＴ
，Ｃｈ ｉｂａＨ

，Ｋａｔｏ
－Ｍｏｒ ｉＹ

，ＷａｄａＴ
，Ｙａｍ ａ ｓｈ ｉ ｔａＴ

，Ｋｏ
ｊ

ｉｍ ａＴ，ｅｔａ ｌ ．Ｔ ｈ ｒ
（
２ ０７

）ｏｆ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５ ｉｓ ｉｎｖｏ ｌｖｅｄ ｉｎｓ ｉｚｅ

－

ｓ ｅ ｌ ｅｃｔ ｉｖ ｅ ｌｏｏｓ ｅ ｎ ｉ ｎ ｇｏ
ｆｔｈ ｅｅｎｄｏ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ｂｙｃｙｃ ｌ ｉ ｃ

ＡＭＰ．Ｅｘｐ ｅｒ ｉｍ ｅｎ ｔ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ｒｅ ｓｅ ａ ｒｃｈ ．２ ００４Ｏ ｃ ｔ １ ５
；

３ ００
（

１

）
： ２ ０２

－

１ ２ ．

４ ８ ．Ｂ ｒｕｅｗ ｅｒＭ
，Ｕ ｔｅ ｃｈＭ

， Ｉ ｖａｎｏｖＡ ｌ
，Ｈ ｏｐｋ

ｉ ｎ ｓＡＭ
，Ｐ ａｒｋｏ ｓＣＡ

，Ｎ ｕ ｓ ｒａｔＡ ．

Ｉ ｎ ｔｅ ｒ ｆｅ ｒｏｎ －

ｇａｍ
ｍ ａ ｉ ｎ ｄ ｕ ｃ ｅ ｓ ｉ ｎ ｔｅｒｎ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ｓｖ ｉ ａａ

ｍ ａ ｃ ｒｏ ｐ ｉ ｎ ｏｃｙ ｔｏ ｓ ｉ ｓ
－

Ｉ ｉ ｋ ｅ
ｐ ｒｏ ｃｅ ｓ ｓ ．ＦＡ ＳＥＢ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 ：ｏ ｆｆｉ ｃ ｉ ａ ｌ

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ｔ ｈ ｅＦ ｅｄ 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ｏｆ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ｎＳｏ ｃ ｉ ｅ ｔ ｉ ｅ ｓｆｏ ｒ Ｅｘ ｐ 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０ ５Ｊ ｕ ｎ
；

Ｉ ９
（
８

）
：
９２ ３ －

３ ３ ．

４ ９ ．Ａｍ ｏｏｚａｄｅｈＹ
，Ｄ ａｎＱ ，

Ｘ ｉ ａ ｏＪ
，

Ｗａｈ ｅ ｅｄＦ
，Ｓｚａ ｓ ｚ ｉＫ ．Ｔｕｍ ｏ ｒｎ ｅ ｃ ｒｏｓ ｉ ｓｆａ ｃ ｔｏ ｒ

－

ａ ｌ

ｐ ｈ ａ

ｉｎ ｄ ｕ ｃ ｅｓａｂ ｉ

ｐ
ｈ ａ ｓ ｉ ｃｃ ｈ ａ ｎ ｇｅ ｉ ｎｃ Ｉ ａ ｕ ｄ ｉ ｎ －２ｅ 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 ｎ ｉ ｎ ｔ ｕ ｂ ｕ ｌ ａ ｒ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 ：ｒｏ ｌ ｅ ｉ ｎ

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ｓ ．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Ｃ ｅ ｌ ｌ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５Ｊｕ ｌ

ｌ

；

３ ０ ９
（

ｌ

）
： Ｃ３ ８

－

５ ０ ．

５ ０ ．Ｋ ｉ ｎ ｕｇ
ａｓ ａＴ

，
Ｓ ａｋ ａｇｕ ｃｈ ｉＴ

， 
Ｇ ｕＸ

， 
Ｒｅ ｉ ｎ ｅ ｃｋ ｅ ｒＨＣ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ｓ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ｅｔｈ ｅ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ｉ ｎｒｅｓ ｐｏｎ ｓ ｅｔｏ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ｍ ｅｄ ｉ ａ ｔｏ ｒ ｓ ．Ｇ ａ ｓ ｔ ｒｏ ｅｎ ｔ 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０Ｊ ｕｎ

；

ｌ  １ ８
（
６

）
：  １ ０ ０ １

－

１ １ ．

５ １ ．Ｂ ａｎ ａｎＡ
，ＺｈａｎｇＬ Ｊ

，Ｆａ ｒｈａｄ ｉＡ
，Ｆ ｉ ｅ ｌ ｄ ｓＪＺ

，Ｓ ｈ ａ ｉ ｋｈＭ ，Ｋｅ ｓｈ ａｖ ａｒｚ ｉ ａｎＡ ．ＰＫＣ －

ｂ ｅ ｔａ ｌ

ｉ ｓｏ ｆｏ ｒｍ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 ｎ ｉ ｓｒｅｑ ｕ
ｉ ｒｅｄｆｏ ｒＥＧ Ｆ－

ｉ ｎ ｄ ｕ ｃ ｅｄＮ Ｆ－ｋａ ｐ ｐ ａ Ｂ ｉ ｎ ａ ｃ ｔ ｉ ｖａ ｔ ｉ ｏｎａ ｎ ｄ

Ｉ ｋａ ｐｐａＢａ ｌ ｐｈ ａｓ ｔ ａ ｂ ｉ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ｎ ｄ
ｐ

ｒｏ ｔｅ ｃ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Ｆ－

ａ ｃ ｔ ｉ ｎａ ｓｓ ｅｍ ｂ ｌｙａ ｎ ｄ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１ ２ ４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 文献

ｉ ｎｅｎ ｔｅ ｒｏ ｃｙ ｔ ｅｍ ｏ ｎ ｏ ｌ ａ
ｙ
ｅ ｒ ｓ ．Ａｍ ｅｒ ｉ ｃ ａｎ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ｐ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Ｃ ｅ ｌ ｌ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０４

Ｍ ａ ｒ
；

２ ８６
（
３

）
： Ｃ ７２ ３

－

３ ８ ．

５ ２ ．Ｓ ｏｎ ｏｄ ａＮ
，Ｆｕ ｒｕ ｓ ｅＭ

，
Ｓ ａｓ ａｋ ｉＨ

，
Ｙｏｎ ｅｍ ｕ ｒａＳ

，Ｋ ａ ｔ ａｈ ｉ ｒａＪ
，Ｈ ｏ ｒ ｉ

ｇｕ ｃｈ ｉＹ．ｅ ｔａ ｌ
．Ｃ ｌ ｏ ｓ ｔ ｒ ｉ ｄ ｉ ｕｍ

ｐ
ｅ ｒ ｆｒ ｉ ｎｇ ｅ ｎ ｓｅ ｎ ｔ ｅ ｒｏ ｔｏ ｘ ｉ ｎｆｒ ａ

ｇ
ｍ ｅ ｎ ｔｒｅｍ ｏｖ ｅｓｓ

ｐ
ｅ ｃ ｉ ｆｉ ｃｃ ｌａ ｕ ｄ ｉ ｎ ｓｆｒｏｍ ｔ ｉｇ 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ｓ ｔ ｒａ ｎ ｄ ｓ ：Ｅ ｖ ｉｄ ｅ ｎ ｃｅｆｏ ｒｄ ｉ ｒｅｃ ｔ ｉ ｎｖｏ ｌｖ ｅｍ ｅ ｎ ｔｏ ｆｃ ｌ ａ ｕｄ ｉ ｎ ｓ ｉ ｎ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ｂ 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Ｔｈ ｅ

Ｊ ｏ 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ｃ ｅ ｌ ｌ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 １ ９ ９９Ｏ ｃ ｔ ４

； 
１ ４ ７

（
１

）
：  １ ９ ５

－２ ０４ ．

５ ３ ．Ｔｏｍ ｓｏｎＦＬ
，Ｋｏｕ ｔ ｓｏｕｒ ｉ ｓＡ

，Ｖ ｉ ｓｗａｎ ａ ｔｈ ａｎＶＫ
，Ｔｕｒｎ ｅ ｒＪＲ

，Ｓ ａｖｋｏｖ ｉ ｃＳＤ ．Ｈ ｅ ｃ ｈ ｔＧ ．

Ｄ ｉ ｆｆｅ ｒ ｉｎ ｇｒｏ
ｌ ｅｓｏ ｆ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 ａ ｓ ｅＣ －ｚｅ ｔａ ｉ ｎｄ ｉ ｓ ｒｕｐ ｔ ｉｏｎｏ ｆ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ｂｙ

ｅ ｎ ｔｅｒｏｐａ ｔｈ ｏｇｅｎ
ｉ ｃａｎ ｄｅｎ ｔｅ ｒｏ ｈ ｅｍ ｏ ｒ ｒｈａｇ ｉ ｃＥ ｓ ｃｈ ｅ ｒ ｉ ｃ ｈ ｉ ａｃｏ ｌ ｉ ．Ｇ ａ ｓ ｔｒｏ ｅ ｎ ｔ 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４

Ｓｅ
ｐ ；

１ ２７
（
３

）
： ８ ５ ９

－

６９ ．

５ ４ ． Ｊ ｏｈｎ ｓ ｏｎ －Ｈ ｅｎ ｒｙＫＣ ？ＤｏｎａｔｏＫＡ
，Ｓｈ ｅｎ

－ＴｕＧ
，Ｇ ｏｒｄａｎｐ ｏｕ ｒＭ

，Ｓｈ ｅ ｒｍ ａｎＰＭ ．

Ｌａ ｃ ｔｏｂａ ｃ ｉ ｌ ｌ ｕ ｓｒｈ ａｍ ｎ ｏ ｓ ｕ ｓｓ ｔ ｒａ ｉ ｎＧＧｐ ｒｅｖ ｅｎ ｔｓｅｎ ｔ ｅ ｒｏｈ ｅｍ ｏｒ ｒｈ ａ ｇ
ｉ ｃＥ ｓ ｃ ｈ ｅ ｒ ｉ ｃ ｈ ｉ ａｃｏ ｌ ｉ

０ １ ５７ ：Ｈ ７ －

ｉ ｎ ｄ ｕ ｃｅｄｃ ｈ ａ ｎ
ｇ
ｅ ｓ ｉｎｅｐ ｉ ｔｈ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ａｎ ｄ ｉｍｍ ｕｎ ｉ ｔｙ

．２ ００ ８

Ａ
ｐｒ

；

７ ６
（
４

）
：  １ ３ ４０

－

８ ．

５ ５ ．Ｋ ａｒｃｚｅｗ ｓｋ ｉＪ
，Ｔｒｏｏｓ ｔＦ Ｊ

，Ｋ ｏｎ ｉｎｇｓＩ
，ＤｅｋｋｅｒＪ

，Ｋ ｌ ｅ ｅｒｅｂ ｅｚｅｍＭ
，Ｂ ｒｕｍｍ ｅ ｒＲＪ

，ｅ ｔａ ｌ ．

Ｒｅ
ｇ
ｕ ｌ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ｈ ｕｍ ａ ｎ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ｐ ｒｏｔｅ ｉｎ ｓｂｙ
Ｌａ ｃ ｔｏｂａ ｃ ｉ ｌ ｌ ｕ ｓｐ ｌ ａ ｎ ｔａ ｒｕｍ

ｉ ｎｖ ｉｖｏａ ｎ ｄ
ｐｒｏ ｔｅｃ ｔ ｉｖｅｅ ｆｆｅ ｃ ｔ ｓｏｎｔｈ ｅ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ｎ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ｐ
ｈｙ ｓ ｉ ｏ ｌｏｇｙ

Ｇ ａ ｓ ｔ ｒｏ ｉ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ａｎ ｄ ｌ ｉｖｅｒ
ｐ
ｈｙ ｓ ｉ ｏ ｌｏｇｙ ．２ ０ １ ０Ｊｕｎ

；

２ ９ ８
（
６

）
：Ｇ ８ ５ １

－９ ．

５ ６ ．ＯｕＧ
，
Ｈｅｄｂ ｅｒｇ

Ｍ
，
Ｈｏｒｓ ｔｅｄｔＰ

，
Ｂａｒａｎ ｏｖＶ

，Ｆｏ ｒ ｓｂ ｅ ｒｇ
Ｇ

，Ｄ ｒｏｂｎ ｉＭ
，
ｅ ｔａ ｌ ．Ｐｒｏｘ ｉｍ ａ ｌｓｍ ａ ｌ ｌ

ｉ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ｏ ｔａａ ｎ ｄ ｉｄ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ｒｏｄ
－

ｓ ｈ ａ ｐ ｅｄｂ ａ ｃ ｔｅ ｒ ｉ ａ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 ｅｄｗ ｉ ｔ ｈ

ｃ ｈ ｉ ｌｄ ｈ ｏｏｄｃｅ ｌ ｉａ ｃ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Ｔｈ ｅ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ｇａ ｓ ｔ ｒｏ ｅ ｎ ｔｅ ｒｏ ｌ ｏ ｇｙ ．２ ００９

Ｄｅ ｃ
；

１ ０４
（

１ ２
）

： ３ ０ ５ ８
－６ ７ ．

５ ７ ．ＤｅＰａ ｌｍ ａＧ
，Ｎ ａｄａ ｌＩ

，Ｍ ｅｄ ｉｎａＭ
，ＤｏｎａｔＥ

，Ｒ ｉｂｅ ｓ
－Ｋｏｎ ｉｎ ｃｋｘＣ

，Ｃ ａ ｌ ａｂｕ ｉ

ｇＭ ，ｅ ｔａ ｌ ．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 ａ ｌｄ
ｙｓｂ ｉｏ ｓ ｉ ｓａ ｎ ｄｒｅｄ ｕ ｃ ｅｄ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ｇ ｌｏ ｂｕ ｌ ｉ ｎ

－

ｃｏａ ｔｅｄｂａ ｃ ｔ ｅ ｒ ｉ ａａ ｓ ｓ ｏ ｃ ｉａ ｔ ｅｄｗ ｉ ｔｈ

ｃｏ ｅ ｌ ｉ ａｃ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ｉｎｃ ｈ ｉ ｌｄ ｒｅｎ ．ＢＭＣｍ ｉ ｃｒｏ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０Ｆｅｂ ２４
；

１ ０ ： ６ ３ ．

５ ８ ．Ｓ ｃｈｍ ｉ ｔｚＨ
，
Ｂａｒｍ ｅｙ ｅｒＣ

，
ＦｒｏｍｍＭ

，
Ｒｕｎｋｅ ｌＮ

，
Ｆｏ ｓ ｓＨＤ

，
Ｂ ｅｎ ｔｚｅ ｌＣ Ｊ

，

ｅ ｔａ ｌ ．Ａ ｌ ｔ ｅ ｒｅｄ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ｓ ｔ ｒｕ ｃ ｔｕ ｒｅｃｏ ｎ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ｅｓｔｏｔｈ ｅ ｉｍ ｐａ ｉ ｒｅｄ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ｉ ｎ

ｕ ｌ ｃ ｅ ｒａ ｔ ｉｖ ｅ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Ｇ ａ ｓ ｔｒｏ ｅｎ ｔｅｒｏ ｌ ｏｇｙ ． １ ９ ９９Ｆ ｅｂ
； 

１ １ ６
（
２

）
： ３ ０ １

－９ ．

５ ９ ．Ｂ ｕｒｇｅ ｌＮ
，Ｂ ｏ

ｊ
ａｒｓｋ ｉＣ

，Ｍ ａｎｋｅｒｔｚＪ
，Ｚ ｅ ｉ ｔｚＭ

，Ｆ ｒｏｍｍＭ
，Ｓ ｃｈｕ ｌｚｋ ｅＪＤ ．Ｍ ｅｃ ｈ ａ ｎ ｉ ｓｍ ｓｏ ｆ

ｄ ｉ ａ ｒ ｒｈ ｅａ ｉ ｎｃ ｏ ｌ ｌ ａ ｇｅ ｎ ｏ ｕ ｓｃ 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Ｇ ａ ｓｔｒｏ ｅｎ ｔｅ ｒｏ ｌｏｇｙ ．２ ０ ０２ Ａ ｕｇ ；

１ ２ ３
（
２

）
： ４３ ３

－４ ３ ．

６ ０ ．Ｄｕｎ ｌ ｏｐ
ＳＰ

，Ｈ ｅｂｄｅｎＪ
，Ｃ ａｍ

ｐ
ｂｅ ｌ ｌＥ

，Ｎ ａｅ ｓｄａ ｌＪ
，Ｏ ｌ ｂ ｅＬ

，Ｐｅ ｒｋ ｉ ｎ ｓＡＣ ．ｅ ｔａ ｌ ．Ａ ｂ ｎ ｏ ｒｍ ａ ｌ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ｐ ｅ ｒｍ 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 ｎｓ ｕ ｂｇｒｏｕ ｐ ｓｏ ｆｄ ｉ ａ ｒ ｒｈ ｅａ
－

ｐ ｒｅ ｄ ｏｍ ｉ ｎ ａ ｎ ｔ ｉ ｒ ｒ ｉ ｔ ａ ｂ ｌ ｅｂ ｏｗ ｅ ｌ

ｓｙ
ｎｄ ｒｏｍ ｅｓ ．Ｔｈ ｅ Ａｍ ｅｒ ｉ ｃ ａｎ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ｇａ ｓ ｔｒｏ ｅｎ ｔ ｅ ｒｏ ｌｏｇｙ
．２ ０ ０ ６Ｊ ｕｎ

；

１ ０ １
（
６

） ：  １ ２ ８ ８
－

９４ ．

６ １ ．Ｓ ｃｈ ｕ ｌｚｋｅＪＤ
，Ｂ ｅｎ ｔｚｅ ｌＣ Ｊ

，Ｓ ｃｈ ｕ ｌ ｚｋ ｅ Ｉ
，Ｒ ｉ ｅｃ ｋｅｎＥＯ

，Ｆ ｒｏｍｍＭ ．Ｅ
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ｅ ｉｎｔｈ ｅ
ｊ

ｅ
ｊ
ｕ ｎ ｕｍｏ ｆｃ ｈ ｉ ｌ ｄ ｒｅ ｎｗ ｉ ｔｈａ ｃ ｕ ｔ ｅａ ｎｄｔ ｒｅａ ｔ ｅｄｃｅ ｌ ｉ ａ ｃｓｐ

ｒ ｕ ｅ ．Ｐｅｄ ｉ ａ ｔ ｒ ｉ ｃ

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 ． １ ９ ９ ８Ａ
ｐ ｒ

；

４ ３
（
４Ｐｔ １

）
：４ ３ ５

－４ １ ．

６ ２ ．Ｗａ ｔ ｔ ｓＴ
，Ｂ ｅ ｒｔ ｉ Ｉ

，Ｓ ａｐｏｎ ｅ
Ａ

，Ｇ ｅ ｒａｒｄ ｕ ｚｚ ｉＴ
，Ｎ ｏ ｔＴ

，Ｚ ｉ ｅ ｌ ｋｅＲ
，ｅ ｔａ ｌ ．Ｒ ｏ ｌ ｅｏ ｆ ｔ ｈ ｅ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ｔ ｉ

ｇ
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ｍ ｏｄ ｕ ｌａ ｔ ｏ ｒｚｏ ｎ ｕ ｌ ｉ ｎ ｉ ｎｔ ｈ ｅｐ ａ ｔ ｈ ｏｇｅ ｎ ｅｓ ｉ ｓｏ ｆｔｙ ｐ ｅ Ｉｄ ｉ ａ ｂ ｅ ｔ ｅ ｓ ｉ ｎＢＢ

ｄ ｉ ａ ｂ ｅ ｔ ｉ ｃ
－

ｐ ｒｏ ｎ ｅｒａ ｔ ｓ ．Ｐ ｒｏ ｃ ｅ ｅ ｄ ｉ ｎｇｓｏ ｆ ｔｈ ｅＮ 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Ａ ｃ ａｄ ｅｍ ｙｏ ｆ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ｓｏ ｆ ｔ ｈ ｅＵ ｎ ｉ ｔ ｅ ｄ

１ ２ ５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Ｓ ｔａｔｅ ｓｏｆＡｍ ｅｒ ｉ ｃ ａ ． ２ ０ ０ ５Ｆ ｅｂ ２２
； 

１ ０ ２
（
８

）
： ２ ９ １ ６

－２ １ ．

６ ３ ．Ｙｏｋｏ ｔｅＨ
，Ｍ ｉ

ｙ ａｋｅＳ
，Ｃ ｒｏｘｆｏｒｄＪ Ｌ

，Ｏｋ ｉＳ
，Ｍ ｉｚｕ ｓａｗ ａＨ

，Ｙａｍ ａｍ ｕ ｒａＴ ．ＮＫＴ

ｃ ｅ ｌ ｌ

－ｄ ｅｐｅｎ ｄ
ｅｎ ｔａｍ ｅ ｌ ｉ ｏ ｒａ ｔ ｉ ｏ ｎｏｆａｍ ｏ ｕ ｓ ｅｍ ｏｄ ｅ ｌｏ ｆｍ ｕ ｌ ｔ ｉ ｐ ｌ ｅｓ ｃ ｌ ｅ ｒｏ ｓ ｉ ｓｂｙａ ｌ ｔ ｅ ｒ ｉ ｎｇｇｕ ｔ

ｆ ｌｏ ｒａ ． Ｔｈ ｅ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ｐ
ａ ｔｈ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８Ｄ ｅ ｃ

；

１ ７ ３
（
６

）
： Ｉ ７ １ ４

－２ ３ ．

６４ ．Ｅｄｗ ａ ｒｄ ｓＣ Ｊ ．Ｃｏｍｍ ｅｎ ｓ ａ ｌｇｕ ｔｂａ ｃ ｔ ｅ ｒ ｉ ａａ ｎ ｄ ｔ ｈ ｅｅ ｔ ｉ ｏｐ ａ ｔ ｈ ｏｇｅｎ ｅｓ ｉｓｏ ｆｒ ｈ ｅｕｍ ａｔｏ ｉｄ

ａ ｒ ｔｈ ｒ ｉ ｔ ｉ ｓ ．Ｔｈｅ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ｒｈ ｅｕｍ ａｔ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８Ａ ｕｇ ；

３ ５
（
８

）
：  １ ４７ ７ －

１ ４ ７ ９７ ．

６ ５ ．Ｓｋａ ｒｄｅ ｌ ｌｙ
Ｍ

，Ａ ｒｍｂｒｕ ｓ ｔｅ ｒＦＰ
，Ｍ ｅ ｉｘｅｎ ｓ ｂｅ ｒｇｅ ｒＪ

，Ｈ ｉ ｌｂ ｉ

ｇ
Ｈ

．Ｅ 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Ｚｏ ｎ ｕ ｌ ｉ ｎ

，ｃ
－ｋ ｉ ｔ

，

ａ ｎ ｄＧ ｌ ｉ ａ ｌＦ ｉ ｂ ｒ ｉ ｌ ｌ ａ ｒｙ
Ａ ｃ ｉｄ ｉ ｃＰ ｒｏ ｔ ｅ ｉｎ ｉ ｎＨ ｕｍ ａ ｎＧ ｌ ｉｏｍ ａ ｓ ．Ｔｒａｎ ｓ ｌ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ｏｎｃ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９

Ａｕｇ
１ ８

；

２
（
３

）
： １ １ ７ －２０ ．

６ ６ ．Ｃ ｅｒｅ ｉ

ｊ
ｉ ｄｏＭ

， 
Ｃ ｏｎ ｔｒｅ ｒａ ｓＲＧ

，
Ｆ ｌ ｏ ｒｅ ｓ

－Ｂ ｅｎ ｉ ｔｅｚＤ
，
Ｆ ｌ ｏｒｅ ｓ

－Ｍ ａ ｌ ｄｏ ｎ ａｄｏＣ
，
Ｌａｒｒｅ Ｉ

，
Ｒｕ ｉ ｚ Ａ

，
ｅ ｔａ ｌ ．

Ｎ ｅｗ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ｓｄ ｅ ｒ ｉｖｅｄｏ ｒａ ｓ ｓ ｏ ｃ ｉ ａ ｔｅｄｗ ｉ ｔ ｈｔ ｈ ｅ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Ａ ｒｃ ｈＭ ｅｄＲ ｅ ｓ ．２ ００７

Ｊ ｕ ｌ

；

３ ８
（
５

）
：４ ６ ５ － ７ ８ ．

６ ７ ．Ｒ ｅ ｓ ｎ ｉ ｃｋＭ Ｂ
，Ｇ ａｖ ｉ ｌ ａｎ ｅｚＭ

，Ｎ ｅｗ ｔｏｎＥ
，Ｋ ｏ ｎ ｋ ｉ ｎＴ

，Ｂ ｈ ａ ｔ ｔ ａ ｃ ｈ ａ ｒｙ ａＢ
，Ｂ ｒ ｉ ｔ ｔＤ Ｅ

，ｅ ｔａ ｌ ．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ｉｎｇａ ｓ ｔｒ ｉ ｃａ ｄ ｅｎ ｏ ｃａ ｒｃ ｉ ｎ ｏｍ ａ ｓ ：ａｔ ｉｓｓ ｕ ｅｍ ｉ ｃｒｏａ ｒ ｒａｙｓ ｔ ｕ ｄｙｗ ｉ ｔｈ

ｐ ｒｏｇｎ ｏ ｓ ｔ ｉｃｃｏ ｒ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 ．Ｈ ｕｍａｎ
ｐａ ｔｈ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５Ａｕｇ ；

３ ６
（
８

）
： ８ ８ ６

－９２ ．

６ ８ ．ｄｅＯ ｌ ｉｖ ｅ ｉ ｒａＳ Ｓ
，
ｄｅＯ ｌ ｉ ｖｅ ｉ ｒａ ＩＭ

，ＤｅＳ ｏｕ ｚａＷ
，
Ｍ ｏ ｒｇａｄ ｏ

－Ｄ ｉ ａｚＪＡ ．Ｃ ｌａ ｕｄ ｉｎ ｓｕｐ ｒｅｇ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ｈ ｕｍ ａ ｎｃｏ ｌｏ ｒｅ ｃ ｔａ ｌｃａ ｎ ｃ ｅ ｒ．ＦＥＢＳ ｌ ｅ ｔｔ ｅ ｒｓ ．２ ０ ０５Ｎ ｏｖ７
；

５ ７９
（
２ ７

）
： ６ １ ７ ９

－

８ ５ ．

６ ９ ．Ｓｏ ｉ ｎ ｉＹ ．Ｅｘｐ ｒｅｓｓ ｉ ｏｎｏ ｆｃ ｌ ａ ｕｄ ｉｎ ｓ１
，２ ，３ ，４ ，５ａ ｎ ｄ７ ｉ ｎｖａ ｒ ｉｏｕ ｓｔｙｐ ｅｓｏ ｆｔｕｍ ｏｕ ｒｓ ．

Ｈ ｉ ｓ ｔｏｐａｔｈ ｏ 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Ｍ ａｙ ；

４６
（
５
）

： ５ ５ １
－６０ ．

７０ ．Ｗｏ
ｊ
ｃ ｉｋ －Ｃ ｉ ｃｈｙＫ ，Ｐ ｉ ｅｋａｒ ｓｋ ａＡ

，Ｊａｂ ｌ ｏｎ ｏｗ ｓｋ ａＥ ．Ｉ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ｒＩｍ ｐａ ｉ ｒｍ ｅｎ ｔａｎｄ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Ａｄ ｖ ａ ｎ ｃ ｅｄＬａ ｔ ｅＰ ｒｅ ｓ ｅｎ ｔ ｅ ｒ ｓａ ｒｅＮｏ ｔＤ ｅｐ ｅｎｄ ｅｎ ｔ

ｏｎＣＤ４Ｒｅｃｏｖ ｅ ｒｙ ．Ａ ｒｃｈ ｉ ｖｕｍ ｉｍｍ ｕｎｏ ｌ ｏｇ
ｉ ａｅｅ ｔ ｔｈ ｅ ｒａｐ

ｉ ａｅ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 ｉ ｓ ．２０ １ ８

Ａｕｇ ；

６６
（
４

）
： ３ ２ １

－

７ ．

７ １ ．Ｃｏ ｌ ｅｂｕｎｄｅｒｓＲ
，Ｌｕｓａｋｕｍ ｕ ｎ ｉＫ

，Ｎ ｅ ｌ ｓｏｎＡＭ
，Ｇ ｉｇａ ｓ ｅＰ

，Ｌ ｅｂｕｇ
ｈ ｅＩ

，ｖ ａｎＭ ａｒｃ ｋＥ
，ｅｔａ ｌ ．

Ｐｅ ｒｓ ｉ ｓ ｔｅｎ ｔｄ ｉ ａ ｒｒｈ ｏ ｅａ ｉ ｎＺａ ｉ ｒ ｉ ａｎＡ ＩＤＳ
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 ：ａｎｅｎ ｄ ｏ ｓｃｏｐ ｉ ｃａｎｄｈ ｉ ｓ ｔｏ ｌｏ

ｇ
ｉ ｃａ ｌｓ ｔｕ ｄｙ．

Ｇ ｕ ｔ ． １ ９ ８ ８Ｄ ｅ ｃ
；

２ ９
（

１ ２
）

：  １ ６ ８ ７
－９ １ ．

７２ ．Ｓｍ ｉ ｔｈＰＤ
，Ｌ ａｎ ｅＨＣ

，Ｇ ｉ ｌ ｌＶ Ｊ
，Ｍａｎ ｉ ｓｃｈ ｅｗ ｉ ｔｚＪ Ｆ

，Ｑｕ ｉ ｎ ｎ ａ ｎＧＶ
，Ｆａｕ ｃ ｉＡ Ｓ

，ｅ ｔａ ｌ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 ａ ｌ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 ｓ ｉｎｐａ ｔ ｉｅ ｎ ｔｓｗ ｉ ｔ ｈ ｔｈ ｅａ ｃ ｑ ｕ ｉ ｒｅｄ ｉｍｍ ｕ ｎ ｏｄ ｅ ｆ ｉ ｃ ｉｅ ｎ ｃｙｓｙ ｎ
ｄ ｒｏｍ ｅ（

Ａ ＩＤＳ
）

．

Ｅ ｔ ｉ ｏ ｌ ｏｇｙ
ａ ｎ ｄｒｅｓｐｏｎ ｓ ｅｔｏｔ ｈ ｅ ｒａｐｙ ．Ａ ｎ ｎ Ｉ ｎ ｔ ｅ ｒｎＭ ｅｄ ． １ ９ ８ ８Ｍ ａ ｒ

；
１ ０ ８

（
３

）
： ３ ２ ８

－

３ ３ ．

７３ ．Ｕ ｌ ｌ ｒ ｉ ｃ ｈＲ
，Ｚ ｅ ｉ ｔｚＭ

，Ｈ ｅ ｉ ｓ ｅＷ
，Ｌ

＇

ＡｇｅＭ ，Ｈ ｏｆ ｆｋｅｎＧ ．Ｒ ｉ ｅ ｃ ｋ ｅ ｎＥＯ ．Ｓｍ ａ ｌ ｌ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ｅａｎ ｄ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ｐ 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ｗ ｉ ｔ ｈｈ ｕｍ ａ ｎ ｉｍ ｍ ｕ ｎ ｏ ｄ ｅ ｆ ｉ ｃ ｉ ｅ ｎ ｃｙｖ ｉ ｒ ｕ ｓ

（
Ｈ ＩＶ

）
：ｅｖ ｉｄ ｅｎ ｃ ｅｆｏ ｒＨ ＩＶ－

ｉ ｎ ｄ ｕ ｃｅｄｅｎ ｔ ｅ ｒｏ ｐａ ｔ ｈ ｙ
．Ａ ｎ ｎ Ｉ ｎ ｔｅ ｒｎＭ ｅｄ ． １ ９ ８ ９Ｊ ｕ ｌ

１

；

１ １ Ｉ

（
］

）
： １ ５ －２ １ ．

７４ ．Ｓ ｔｏ ｃ ｋｍ ａｎ ｎＭ
，Ｆ ｒｏｍｍＭ

，Ｓ ｃ ｈｍ ｉ ｔｚＨ ．Ｓ ｃ ｈｍ ｉ ｄ ｔＷ
，Ｒ ｉ ｅ ｃ ｋｅｎＥＯ

，Ｓ ｃｈｕ ｌｚｋ ｅＪ Ｄ ．Ｄ ｕ ｏｄ ｅｎ ａ ｌ

ｂ ｉｏ ｐ ｓ ｉ ｅ ｓｏ ｆ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ｅｄ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ｓｗ ｉ ｔ ｈｄ ｉ ａ ｒ ｒｈ ｏ ｅａｅ ｘ ｈ ｉ ｂ ｉ ｔｅ 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ｄ ｅ ｆｅ ｃ ｔｓ

ｂ ｕ ｔｎ ｏａ ｃ ｔ ｉ ｖｅ ｓ ｅｃ ｒｅ ｔ ｉ ｏ ｎ ．Ａ Ｉ ＤＳ ． １ ９ ９ ８Ｊ ａ ｎ Ｉ
；

１ ２
（

ｌ

）
： ４ ３

－

５ １ ．

７５ ．Ｋ ａｐｅ
ｍ ｂｗａＭ Ｓ

，Ｆ ｌ ｅｍ ｉ ｎ ｇ
ＳＣ

，Ｓ ｅｗ ａｎ ｋ ａｍ ｂｏＮ
，Ｓ ｅｎｖａｄ ｄ ａＤ

，Ｌ ｕ ｃａ ｓＳ
，Ｍ ｏｏｄｙ

Ａ
，ｅ ｔａ ｌ ．

Ａ ｌ ｔ ｅ ｒｅｄｓｍ ａ ｌ ｌ

－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ｐ 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 ｅｄｗ ｉ ｔ ｈｄ ｉ ａ ｒ ｒｈ ｏ ｅａ ｉ ｎ

ｈ ｕｍ ａ ｎ
－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ｄ ｅｆｉ ｃ ｉ ｅｎ 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

－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 ｄＣ ａ ｕ ｃａ ｓ ｉ ａ ｎａ ｎ ｄＡ ｆｒ ｉ ｃａ ｎｓ ｕ ｂ
ｊ
ｅｃ ｔ ｓ ．Ｃ ｌ ｉ ｎ ｉ ｃａ ｌ

１ ２ ６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 文献

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 １ ９９ １Ｓｅ
ｐ ；

８ １

（
３

）
： ３ ２ ７

－

３ ４ ．

７ ６ ．Ｅ
ｐｐ

ｌ ｅＨ Ｊ
，Ａ ｌ ｌ ｅ ｒ ｓＫ

，
Ｔｒｏｇｅ ｒＨ

，Ｋ ｕ ｈ ｌＡ
，Ｅｒｂ ｅ ｎＵ

，Ｆ ｒｏｍｍＭ
，
ｅ ｔａ ｌ ．Ａ ｃ ｕ ｔ ｅ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 ｎ

ｉ ｎ ｄ ｕ ｃｅｓｍ ｕ ｃｏｓ ａ ｌ ｉ ｎ ｆｉ ｌ ｔ ｒａ ｔ ｉ ｏ ｎｗ ｉ ｔ ｈＣＤ４＋ａ ｎｄＣＤ８＋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ｅ 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ａ ｐ ｏ ｐ ｔ ｏｓ ｉ ｓ

，
ａ ｎ ｄａ

ｍ ｕ ｃ ｏ ｓ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ｄ ｅ ｆｅ ｃ ｔ ．Ｇ ａ ｓ ｔ ｒｏ ｅｎ ｔ 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０Ｏｃ ｔ

； 
１ ３ ９

（
４

）
：  １ ２ ８ ９

－

３ ００ ．

７ ７ ．Ｓ ａｎ ｋ ａｒａｎＳ
，Ｇ ｅｏ ｒｇｅＭ Ｄ

，Ｒｅ ａ
ｙＥ ，Ｇ ｕ ａｄ ａ ｌ ｕｐｅＭ ，Ｆ ｌ ａｍｍＪ

，Ｐ ｒ ｉ ｎ ｄ ｉ ｖ ｉ ｌ ｌ ｅＴ
，ｅ ｔａ ｌ ．Ｒａ ｐ

ｉ ｄ

ｏ ｎ ｓ ｅ ｔｏ ｆ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ｄ
ｙ ｓ 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ｉ ｎｐ ｒ ｉｍ ａ ｒｙｈ ｕｍ ａ ｎ

ｉｍｍ ｕ ｎ ｏｄｅ ｆ ｉ ｃ ｉ ｅｎ ｃｙｖ ｉ ｒ ｕ ｓ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 ｎ ｉ ｓｄ ｒ ｉｖｅｎｂ
ｙａ ｎ ｉｍ ｂａ ｌ ａ ｎ ｃｅｂ ｅ ｔｗｅ ｅ ｎ ｉｍ ｍ ｕ ｎ ｅ

ｒｅｓｐｏｎ ｓ ｅａｎ ｄ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ｒｅｐａ ｉ ｒ ａ ｎ ｄｒｅｇｅ
ｎ ｅ ｒａ ｔ ｉｏｎ ．ＪＶ ｉ ｒｏ ｌ

．２ ００ ８Ｊ ａｎ
；

８２
（

ｌ
）

： ５ ３ ８
－４ ５ ．

７ ８ ．Ｈ ｉｒａｏＬＡ
，Ｇｒ ｉ ｓｈ ｉｎ ａＩ

，Ｂ ｏｕｒｒｙＯ ，ＨｕＷＫ
，Ｓ ｏｍ ｒ ｉ ｔＭ

，Ｓ ａｎｋ ａｒａｎ
－Ｗａ ｌ ｔｅ ｒｓＳ

，ｅ ｔａ ｌ ．Ｅ ａ ｒ ｌｙ

ｍ ｕ ｃｏｓａ ｌｓｅｎ ｓ ｉ ｎ
ｇ

ｏ ｆＳ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ｎｂ
ｙｐａ ｎ ｅ ｔｈｃ ｅ ｌ ｌ ｓ ｉ ｎ ｄ ｕ ｃｅｓｌＬ －

ｌ ｂ ｅ ｔ ａｐ ｒｏ ｄ ｕ ｃ ｔ ｉｏ ｎａ ｎｄ

ｉ ｎ ｉ ｔ ｉａ ｔｅ ｓ
ｇｕ ｔ 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ｄ ｉｓ ｒｕｐ ｔ ｉｏ ｎ ．ＰＬｏ Ｓ

ｐａｔｈ ｏｇ ｅｎ ｓ ．２ ０ １ ４Ａ ｕｇ ； 
１ ０

（
８

）
： ｅ  １ ００４ ３ １ １ ．

７９ ．Ｚｈａｎｇ
Ｗ Ｊ

，
Ｗａｎｇ

Ｙ
，
ＹｕＫ

，Ｄｕ ａｎＪＺ
，ＹａｏＷＲ

，Ｗａｎｇ
Ｙ

，ｅ ｔａ ｌ ．Ａ ｓ ｓ ｏ ｃ ｉ ａ ｔ ｅｄｃｈ ａ ｎ ｇｅｓ
 ｉ ｎｔｈ ｅ

ｔ ｒａ ｎ ｓ ｃ ｒ ｉ ｐ ｔ ｉ ｏｎ ｌ ｅｖｅ ｌｓｏ ｆ Ｉ Ｌ－

１ ７Ａａ ｎ ｄ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 ｅｄｇ ｅ ｎ ｅ ｓ ｉ ｎｔ ｈ ｅｄ ｕ ｏｄ ｅ ｎ ａ ｌ

ｍ ｕ ｃｏｓａｏ ｆｒｈ ｅｓ ｕ ｓｍ ａ ｃａ ｑｕ ｅ ｓｒｅｐ ｅａ ｔｅｄ ｌｙｅｘｐｏｓ ｅｄｔｏｓ ｉｍ ｉ ａ ｎ ／ｈ ｕｍ ａ ｎ ｉｍｍ ｕ ｎｏｄ ｅｆｉ ｃ ｉ ｅ ｎ 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 ．Ｅｘ
ｐ
ｅｒｉｍ ｅｎ ｔａ ｌａｎｄ ｍ 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ｒ

ｐａ ｔｈ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４Ｏ ｃ ｔ
；

９７
（
２

）
： ２２ ５

－

３ ３ ．

８ ０ ．Ａｎｎｕｎｚ ｉ ａｔａＰ．Ｂ ｌｏｏｄ－ｂ ｒａ ｉｎ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ｃｈ ａｎ ｇｅ ｓ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ｉｎｖ ａ ｓ ｉｏ ｎｏ ｆｔｈ ｅｃｅｎ ｔ ｒａ ｌｎ ｅｒｖｏｕ ｓ

ｓｙ ｓ ｔｅｍｂ
ｙＨ ＩＶ－

１ ．Ｏ ｌｄａ ｎ ｄｎ ｅｗ ｉ ｎ ｓ ｉ

ｇ
ｈ ｔ ｓ ｉ ｎ ｔｏｔｈ ｅｍ ｅ ｃ ｈ ａ ｎ ｉ ｓｍ ． ＪＮ ｅｕ ｒｏ ｌ ．２ ００ ３

Ａｕｇ ；

２ ５ ０
（
８

）
： ９０ １

－

６ ．

８ １ ．Ｍ ｃＲａｅＭ ．Ｈ ＩＶａ ｎｄｖ ｉ ｒａ ｌ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ｅ ｆｆｅ ｃ ｔｓｏｎｔｈ ｅｂ ｌｏｏｄｂ ｒａ ｉ ｎ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Ｔ ｉ ｓ ｓ ｕ ｅ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 ｓ ．

２０ １ ６Ｊ ａｎ －Ｍ ａ ｒ
；

４
（

ｌ

）
： ｅ ｌ  １ ４３ ５ ４３ ．

８２ ．Ｌｏｕｂ ｏｕ ｔ ｉｎＪＰ
，Ａｇ ｒａｗ ａ ｌＬ

，Ｒｅｙｅ ｓＢＡ
，ＶａｎＢ ｏ ｃｋ ｓｔａ ｅ ｌ ｅＥ Ｊ

，Ｓ ｔｒａｙｅ ｒＤＳ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２０ －

ｉｎｄ ｕ ｃ ｅｄ ｉｎ
ｊ
ｕ ｒｙ

ｔｏｔｈ ｅｂ ｌｏｏｄ －ｂ ｒａ ｉｎ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 ：ｒｏ ｌ ｅｏ ｆｍ ｅ ｔ ａ ｌ ｌ ｏ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ａ ｓｅｓ２ａ ｎ ｄ９

ａ ｎ ｄ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ｈ ｉ ｐｔｏｏｘ ｉ ｄ ａ ｔ ｉｖｅｓ ｔ ｒｅｓ ｓ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ｎｅｕｒｏ ｐ
ａｔｈｏ ｌ ｏｇｙａｎ ｄｅｘｐ 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

ｎ ｅｕｒ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０ Ａ ｕｇ ；

６９
（
８
）

： ８ ０ １

－

Ｉ ６ ．

８ ３ ．ＰｕＨ
，Ｔ ｉ ａｎＪ

，Ａｎｄｒａ ｓ Ｉ Ｅ
，Ｈａｙａ ｓｈ ｉＫ

，Ｆ ｌｏｒａＧ
，Ｈ ｅｎｎ ｉ

ｇＢ ，ｅ ｔａ ｌ ．Ｈ ＩＶ－

１Ｔａ ｔ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

ｉｎ ｄ ｕ ｃ ｅｄａ ｌ ｔ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 ｓｏ ｆＺＯ－

１ｅｘｐ
ｒｅｓｓ ｉ ｏｎａ ｒｅｍ ｅｄ ｉ ａ ｔ ｅｄｂｙｒｅｄ ｏｘ －

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ｅｄ

ＥＲＫ１ ／２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ｎ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ｃｅｒｅｂｒａ ｌｂ ｌ ｏｏｄｆｌｏｗａｎｄｍ ｅ ｔ 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ｏ ｆｆｉ ｃ ｉ ａ ｌ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ｔｈ 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 ｏｃ ｉ ｅ ｔ
ｙｏｆＣ ｅｒｅｂｒａ ｌＢ ｌ ｏｏｄＦ ｌ ｏｗａｎｄＭ 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２ ００ ５

Ｏｃ ｔ
；

２ ５
（

１ ０
）

： １ ３ ２ ５
－

３ ５ ．

８４ ．Ｑ ｉ ａｎＹＷ
，Ｌ ｉＣ

，Ｊ ｉ ａｎｇＡＰ
，Ｇ ｅＳ

，Ｇ ｕＰ
，Ｆ ａｎＸ

，ｅ ｔａ ｌ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２ ０Ｇ ｌ

ｙ ｃｏ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Ｉ ｎ ｔｅ ｒａ ｃ ｔ ｉ ｎ ｇ
ｗ ｉ ｔ ｈＤｅ ｎ ｄ ｒ ｉ ｔ ｉ ｃＣｅ ｌ ｌ

－

ｓ ｐ ｅ ｃ ｉｆｉ ｃＩ ｎ ｔ ｅ ｒｃｅ ｌ ｌ ｕ ｌａ ｒＡｄ ｈ ｅ ｓ ｉ ｏ ｎＭ ｏ ｌ ｅｃ ｕ ｌ ｅ３
－

ｇ ｒａ ｂ ｂ ｉｎ ｇ

Ｎ ｏ ｎ
－

ｉ ｎ ｔｅｇ
ｒ ｉ ｎ（

ＤＣ －Ｓ Ｉ ＧＮ
）Ｄ ｏｗ ｎ

－Ｒｅｇｕ
ｌａ ｔｅ ｓＴ ｉ

ｇ
ｈ ｔＪ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ｓｔ ｏＤ ｉ ｓ ｒｕ

ｐ ｔｔ ｈ ｅ

Ｂ ｌ ｏｏｄＲｅ ｔ ｉｎ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ａ ｎｄ Ｉ ｎ ｃ ｒｅａ ｓ ｅＩ ｔ ｓＰ 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ｂ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

ｃｈｅｍ ｉ ｓ ｔ ｒｙ ．２ ０ １ ６Ｏｃ ｔ ２ ８
；

２ ９ １

（
４４

）
： ２２ ９７ ７

－

８ ７ ．

８ ５ ．ＴａｎＳ
，Ｄｕ ａｎＨ

，
Ｘ ｕ ｎＴ

，Ｃ ｉＷ
，Ｑ ｉ ｕＪ

，
ＹｕＦ

，ｅ ｔａ ｌ ．Ｈ ＩＶ－

１ ｉｍ
ｐ
ａ ｉ ｒ ｓｈ ｕｍ ａ ｎｒｅ ｔ ｉ ｎ ａ ｌ

ｐ ｉ ｇｍ ｅ ｎ ｔ

ｅ
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ｐｏ ｓ ｓ ｉ ｂ ｌ ｅａ ｓ ｓ ｏ ｃ ｉ ａ ｔ ｉｏ ｎｗ ｉ ｔ ｈ ｔ ｈ ｅｐ
ａ ｔ ｈ ｏ

ｇ
ｅ ｎ ｅｓ ｉ ｓｏ ｆ

Ｈ ＩＶ－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ｅｄｒｅ ｔ ｉ ｎ ｏｐａ ｔ ｈ ｙ．Ｌａｂｏ ｒａ ｔｏ ｒｙ ｉ ｎ ｖ ｅ ｓ ｔ ｉ

ｇ ａ ｔ ｉ ｏｎ
；ａ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ｔ ｅ ｃ ｈ ｎ ｉ ｃ ａ ｌｍ ｅ ｔｈ ｏ ｄ ｓ

ａｎ ｄ
ｐ

ａ ｔｈ ｏ ｌ ｏｇｙ
． ２０ １ ４Ｊ ｕ ｌ

；

９４
（
７

）
： ７ ７ ７

－

８ ７ ．

８ ６ ．Ｂ ａ ｉＬ
，Ｚｈ ａｎ ｇ

Ｚ
，Ｚｈ ａｎ ｇ

Ｈ
，Ｌ ｉＸ

，ＹｕＱ ，Ｌ ｉ ｎＨ ．ｅ ｔａ ｌ ．Ｈ Ｉ Ｖ－

ＩＴａ ｔ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ａ ｌ ｔ ｅ ｒｔ ｈ ｅｔ ｉ

ｇ
ｈ ｔ

１ ２ ７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ｉ ｎ ｔ ｅｇ ｒ ｉ ｔｙ

ａ ｎ ｄ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ｒｅ ｔ ｉ ｎ ａ ｌ

ｐ ｉｇｍ ｅｎ ｔ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ｕｍ ：ａ ｎ ｉ ｎｖ ｉ ｔ ｒｏｓ ｔｕ ｄｙ ．ＢＭＣ

ｉ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ｕ ｓｄ ｉ ｓ ｅ ａ ｓ ｅｓ ．２００ ８Ｊ ｕｎ６
；

８ ： ７ ７ ．

８ ７ ．Ｓ ｕｆｉ ａｗ ａｔ ｉ Ｉ
，Ｔｕｇ ｉｚｏｖＳＭ ．Ｈ Ｉ Ｖ－

ａ ｓ ｓ ｏ ｃ ｉ ａ ｔｅｄｄ ｉ ｓ ｒｕ ｐ ｔ ｉｏｎｏ ｆｔ ｉ

ｇ
ｈ ｔａ ｎ ｄａ ｄｈ ｅ ｒｅ ｎ ｓ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ｓ

ｏ ｆｏ ｒ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ｆａ ｃ ｉ ｌ ｉ ｔａ ｔｅｓＨ ＳＶ－

１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ａ ｎ ｄｓ ｐ
ｒｅａ ｄ ．Ｐ ｌｏ Ｓｏｎｅ ．

２ ０ １ ４
；

９
（
２

）
： ｅ ８ ８ ８ ０ ３ ．

８ ８ ．Ｎ ａｚ ｌ ｉＡ
，Ｃｈ ａｎＯ ．Ｄｏ ｂ ｓ ｏ ｎ

－ Ｂｅ ｌ ａ ｉ ｒｅＷＮ
，Ｏ ｕ ｅ ｌ ｌ ｅ ｔＭ

，Ｔｒｅｍｂ ｌ ａｙＭ Ｊ
，Ｇ ｒａｙ

－ＯｗｅｎＳＤ
，ｅｔａ ｌ ．

Ｅ ｘｐｏ ｓｕ ｒｅｔｏＨ ＩＶ－

１ｄ ｉ ｒｅ ｃ ｔ ｌｙ ｉｍ ｐａ
ｉ ｒｓ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 ｉ ｎ ｔ ｅｇｒ

ｉ ｔｙａ ｌ ｌｏｗ ｉｎｇ

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 ａ ｌｔ ｒａ ｎ ｓ ｌｏ ｃａ ｔ ｉ ｏ ｎ ．ＰＬ ｏ Ｓ
ｐ ａ ｔｈ ｏｇｅｎ ｓ ．２ ０ １ ０ Ａｐｒ８

；

６
（
４

）
： ｅ ｌ ０００ ８ ５ ２ ．

８ ９ ．Ｄ ｅｎｋ ｅ ｒＢＭ
，
Ｎ ｉｇａｍＳＫ ．Ｍ ｏ ｌ ｅ ｃ ｕ ｌ ａ ｒ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ｅａｎ ｄａ ｓ ｓ ｅｍ ｂ ｌｙｏ ｆ  ｔｈ ｅ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Ｔｈｅ

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ｐ
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 １ ９９ ８Ｊ ａｎ

；

２ ７４
（

ｌＰ ｔ ２
）

： Ｆ ｌ

－９ ．

９０ ．Ｆｕ ｋ ｕ ｈ ａｒａＡ
，

Ｉ ｒ ｉ ｅＫ
，
Ｎ ａｋ ａ ｎ ｉ ｓ ｈ ｉＨ

，Ｔａｋ ｅ ｋ ｕｎ ｉＫ
，
Ｋａｗａｋ ａ ｔ ｓ ｕＴ

，
Ｉ ｋ ｅｄ ａＷ

，
ｅ ｔａ ｌ ． Ｉ ｎｖｏ ｌ ｖ ｅｍ ｅｎ ｔ

ｏ ｆｎ ｅ ｃ ｔ ｉ ｎ ｉ ｎｔｈ ｅ ｌ ｏ ｃ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ａ ｄ ｈ ｅ ｓ ｉ ｏ ｎｍ ｏ ｌ ｅ ｃ ｕ ｌ ｅａ ｔｔ ｉ

ｇ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ｓ ．

Ｏ ｎ ｃ ｏｇｅｎ ｅ ．２ ００２Ｏｃ ｔ３ Ｉ

 ；

２ １

 （
５ ０

）
： ７ ６４ ２

－

５ ５ ．

９ １ ．Ｚｈ ｅｎｇ
Ａ

，ＹｕａｎＦ，Ｌ ｉＹ
，Ｚｈ ｕＦ

，Ｈ ｏ ｕＰ
，Ｌ ｉＪ

，ｅ ｔａ ｌ ．Ｃ ｌ ａ ｕｄ ｉ ｎ
－６ａ ｎｄｃ Ｉａ ｕ ｄ ｉ ｎ

－９ｆｕｎ ｃ ｔ ｉｏｎａ ｓ

ａ ｄ ｄ ｉ ｔ ｉｏｎ ａ ｌ ｃｏ ｒｅ ｃｅｐ ｔｏ ｒｓｆｏ ｒｈ ｅ ｐａ ｔ ｉ ｔ ｉ ｓＣ ｖ ｉ ｒｕ ｓ ．ＪＶ ｉ ｒｏ ｌ ．２０ ０７Ｎｏｖ
；

８ １
（
２２

）
：

１ ２４６ ５ －７ １ ．

９ ２ ．Ｇ ｕｎｚｅ ｌＤ
，Ｓ ｔｕ ｉｖｅｒＭ

，Ｋａｕ ｓ ａ ｌｙａＰＪ
，Ｈａ ｉ ｓ ｃｈＬ

？
ＫｒｕｇＳ

Ｍ
，Ｒｏ ｓｅｎ ｔｈａ ｌＲ

，
ｅｔａ ｌ ．Ｃ ｌ ａ ｕ ｄ ｉｎ

－

１ ０

ｅｘ ｉ ｓ ｔ ｓ ｉｎｓ ｉｘａ ｌ ｔ ｅｒｎ ａ ｔ ｉｖｅ ｌｙｓ
ｐ

ｌ ｉ ｃｅｄ ｉｓｏ ｆｏ ｒｍ ｓｔｈ ａ ｔｅｘｈ ｉ ｂ ｉ ｔｄ ｉ ｓ ｔ ｉ ｎｃ ｔｌｏｃ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ＪＣ ｅ ｌ ｌＳ ｃ ｉ ．２ ０ ０ ９Ｍ ａｙ １ ５
；

１ ２２
（
Ｐ ｔ １ ０

）
： １ ５ ０ ７ －

１ ７ ．

９ ３ ．Ｋ ｌ ａｒ Ｊ
，
Ｐ ｉ ｏｎ ｔｅｋＪ

，
Ｍ ｉ ｌ ａｔｚＳ

，
Ｔａｒ ｉ

ｑ
Ｍ

， 
Ｊ ａｍ ｅ ｅ ｌＭ

，
Ｂｒｅ ｉｄｅ ｒｈｏ ｆｆ Ｔ

，
ｅ ｔａ ｌ ．Ａ ｌ ｔｅｒｅｄ

ｐａ ｒａ ｃ ｅ
ｌ ｌ ｕ ｌａ ｒ

ｃａ ｔ ｉｏｎｐ ｅ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ｄ ｕ ｅｔｏａｒａ ｒｅＣＬＤＮ １ ０Ｂｖａ ｒ ｉａｎ ｔｃ ａ ｕ ｓ ｅ ｓａｎ ｈ ｉｄ ｒｏ ｓ ｉ ｓａｎｄｋ ｉｄｎ ｅｙ

ｄ ａｍ ａ ｇ ｅ
．ＰＬ ｏ Ｓ

ｇｅｎ ｅ ｔ ｉ ｃ ｓ ．２ ０ １ ７Ｊ ｕ ｌ

；

１ ３
（
７

）
： ｅ ｌ ００ ６ ８ ９ ７ ．

９４ ．Ｔｈ ｏｍｐ ｓｏｎＰＤ
，Ｔ ｉ

ｐｎ ｅｙＨ ，Ｂ ｒａ ｓ ｓＡ
，
Ｎ ｏｙ ｅ ｓＨ

，Ｋ ｅｍｐ
Ｓ

，
Ｎａｅ ｓ ｓ ｅｎ ｓＪ

，ｅ ｔａ ｌ ．Ｃ ｌ ａ ｕｄ ｉｎ１ ３
，
ａ

ｍ ｅｍ ｂ ｅ ｒｏ ｆ ｔｈ ｅｃ ｌａ ｕ ｄ ｉｎｆａｍ ｉ ｌ ｙ
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ｅｄ ｉ ｎｍ ｏｕ ｓ ｅｓ ｔ ｒｅｓｓ ｉ ｎ ｄ ｕ ｃ ｅｄｅ ｒｙ ｔｈ ｒｏ ｐｏ
ｉ ｅｓ ｉ ｓ ．Ｐ ｌ ｏＳ

ｏｎ ｅ ．２０ １ ０Ｓｅｐ １ ０
；

５
（
９

）
．

９ ５ ．Ｗｅｂ ｅｒＣＲ
，Ｎ ａ ｌ ｌ ｅＳＣ

，Ｔｒｅ ｔ ｉ ａｋ ｏｖ ａＭ
，Ｒｕｂ ｉ ｎＤＴ．Ｔｕｒｎ ｅｒＪＲ ．Ｃ Ｉ ａ ｕ ｄ ｉ ｎ －

１ａ ｎ ｄ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２

ｅ 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 ｎ ｉ ｓｅ ｌ ｅｖ ａ ｔ ｅｄ ｉ ｎ ｉ ｎ ｆｌａｍ ｍ ａ ｔｏ ｒｙ
ｂｏｗｅ ｌｄ ｉ ｓｅａ ｓ ｅａ ｎ ｄｍ ａｙｃｏｎ ｔ ｒ ｉ ｂｕ ｔｅｔｏｅａ ｒ ｌｙ

ｎ ｅｏ ｐ
ｌ ａ ｓ ｔ ｉ ｃｔｒａ ｎ ｓ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 ．Ｌａｂｏ ｒａ ｔｏ ｒ

ｙ
ｉ ｎ ｖ ｅ ｓｔ ｉｇ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ｔｅ ｃｈ ｎ ｉ ｃ ａ ｌｍ ｅｔｈｏｄ ｓａｎｄ

ｐ
ａ ｔ ｈ ｏ ｌｏｇｙ ．２ ００ ８Ｏｃ ｔ

；

８ ８
（ 

１ ０
）

：  １ １ １ ０ －２０ ．

９ ６ ．Ｚｅ ｉ ｓ ｓ ｉ

ｇＳ ，
Ｂ ｕ ｒｇｅ ｌＮ

，
Ｇ ｕ ｎ ｚｅ ｌＤ ，Ｒ ｉ ｃ ｈ ｔ ｅ ｒＪ

，Ｍ ａｎ ｋ ｅ ｒｔｚＪ
，
Ｗａｈ ｎ ｓ ｃｈ ａｆｆｅＵ

，ｅ ｔａ ｌ ．Ｃｈ ａ ｎ
ｇ
ｅｓ ｉ ｎ

ｅ 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 ｎａ ｎ ｄｄ ｉ ｓ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２

，５ａ ｎ ｄ８ ｌ ｅａ ｄｔｏｄ ｉ ｓ ｃｏ ｎ ｔ ｉ ｎ ｕ ｏ ｕ ｓ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ｓａ ｎｄ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ｄ

ｙ ｓ 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ｉ ｎａ ｃ ｔ ｉｖｅＣ ｒｏ ｈ ｎ
’

ｓ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Ｇ ｕ ｔ ．２ ００ ７

Ｊ ａｎ
；

５ ６
（

ｌ
）

： ６ １

－

７２ ．

９ ７ ．Ｂ ａ ｒｍ ｅｙ ｅ ｒＣ ，Ｔｒｏ ｅｇｅ ｒＨ ，Ｂ ｏ
ｊ
ａ ｒｓ ｋ ｉＣ ，Ｓ ｉ ｅｇｍ ｕ ｎ ｄＢ

，Ｆ ｒｏｍｍＭ
，Ｓ ｃ ｈｕ ｌｚｋｅＪＤ ：Ｓ ｕ ｌ ４６ １

Ｌ
ｙ
ｍ

ｐ
ｈ ｏ ｃ

ｙ ｔ ｉ ｃＣ 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Ｒｅ ｌ ａ ｔ ｅｄＤ ｉ ａ ｒ ｒｈ ｅａ Ｉ ｓＣ ａ ｕ ｓ ｅ ｄｂｙＢｏ ｔ ｈ

，ＥＲＫ ｌ ／２
－Ｄｅｐ ｅｎ ｄ ｅｎ ｔ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ｔｈ ｅ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Ｓ ｏ ｄ ｉ ｕｍＣ ｈ ａ ｎ ｎ ｅ ｌ
（
ＥＮ ａ ｃ

）
ａ ｎｄａ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

ｌ ｎ ｄ ｕ ｃ ｅｄ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Ｄｅ ｆｅ ｃ ｔ ．Ｇ ａｓ ｔ ｒｏ ｅｎ ｔ 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４

， １ ４ ６
（
５

）
： Ｓ

－４ ７ ５ － Ｓ －４ ７ ５ ．

９ ８ ．Ｂ ａ ｒｍ ｅｙｅ ｒＣ
，Ｅ ｒｋｏ Ｉ

，Ｆ ｒｏｍｍＡ
，Ｂ ｏ

ｊ
ａ ｒ ｓ ｋ ｉＣ

，Ａ ｌ ｌ ｅ ｒｓＫ
，Ｍ ｏｏ ｓＶ

，ｅ ｔａ ｌ ．Ｉ ｏ ｎｔ ｒａ ｎ ｓ ｐｏ ｒｔａ ｎ ｄ

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ａ ｒｅｄ ｉ ｓ ｔ ｕ ｒ ｂ ｅ ｄ ｉ ｎｍ ｉ ｃ ｒｏ ｓ ｃｏｐ ｉ ｃ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Ａ ｎ ｎａ ｌ ｓｏｆｔｈ ｅＮ ｅｗＹｏｒｋ

Ａ ｃａｄ ｅｍｙ
ｏ ｆ 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 ｓ ．２ ０ １ ２Ｊ ｕ ｌ

；

１ ２ ５ ８ ： １ ４ ３
－

８ ．

１ ２ ８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９ ９ ．Ｂ ｒａｎ ｄＳ
，Ｂ ｅ ｉ

ｇ ｅ ｌＦ
，Ｏ ｌ ｓｚａｋＴ

，Ｚ ｉ ｔｚｍ ａｎ ｎＫ
，Ｅ ｉ ｃ ｈ ｈ ｏ ｒｓ ｔＳＴ

，Ｏ ｔ ｔｅＪＭ
，ｅ ｔａ ｌ ．ＩＬ－

２２ｉ ｓ

ｉ ｎ ｃ ｒｅａ ｓｅｄ ｉ ｎａ ｃ ｔ ｉｖ ｅＣ ｒｏ ｈ ｎ
’

ｓ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ａ ｎ ｄ
ｐ

ｒｏｍ ｏ ｔ ｅ ｓ
ｐ

ｒｏ ｉ ｎ ｆｌ ａｍ ｍ ａ ｔ ｏ ｒｙｇ
ｅ ｎ 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 ｎ

ａ ｎｄ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ｅ ｌ ｌｍ ｉ

ｇ ｒａ ｔ ｉ ｏ ｎ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 ｎ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Ｇ ａｓ ｔｒｏ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 ａ ｌ

ａ ｎ ｄ ｌ ｉ ｖ ｅ ｒ
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０ ６Ａ
ｐ
ｒ

；

２ ９０
（
４

）
： Ｇ ８ ２ ７

－

３ ８ ．

１ ００ ．Ｌ ｉ ａｎｇＳＣ ，ＴａｎＸＹ，Ｌ ｕ ｘ ｅ ｎ ｂ ｅ ｒｇＤ Ｐ
，Ｋ ａｒ ｉｍＲ ．Ｄ ｕ ｎ ｕ ｓ ｓ ｉ

－

Ｊ ｏ ａ ｎ ｎ ｏｐ
ｏ ｕ ｌ ｏ ｓＫ

，Ｃ ｏ ｌ ｌ ｉ ｎ ｓＭ
，ｅ ｔａ ｌ ．

Ｉ ｎ ｔ ｅ ｒ ｌ ｅ ｕ ｋ ｉ ｎ（
Ｉ Ｌ

）

－２２ａ ｎｄ Ｉ Ｌ －

１ ７ａ ｒｅｃ ｏ ｅ ｘ
ｐ
ｒ ｅ ｓ ｓ ｅ ｄｂ ｙＴ 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 ｓａ ｎ ｄｃ ｏｏｐｅ

ｒａ ｔ ｉ ｖ ｅ ｌ

ｙ

ｅｎ ｈ ａ ｎ ｃ ｅｅ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 ｆａ ｎ ｔ ｉ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 ａ ｌ

ｐｅ ｐ ｔ ｉ ｄ ｅ ｓ ．Ｔｈ ｅ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ｅｘ
ｐ
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ｍ ｅｄ ｉ ｃ ｉｎｅ ．

２ ００６Ｏ ｃ ｔ ２
；

２０ ３
（

１ ０
）

：
２２７ １

－９ ．

１ ０ １ ．ＫｏｋＡ
，
Ｈｏ ｃｑｕ ｅ

ｌｏｕｘＬ
，
Ｈｏ ｃ ｉｎ ｉＨ

，
Ｃ ａｒｒ ｉ ｅｒｅＭ

，Ｌｅ ｆｒｏｕＬ
，
Ｇ ｕｇｕ ｉｎＡ

，
ｅ ｔａ ｌ ．Ｅａ ｒ ｌｙ

ｉｎ ｉ ｔ ｉａ ｔ ｉｏｎ

ｏ ｆｃｏｍ ｂ ｉ ｎ ｅｄａ ｎ ｔ ｉ ｒｅ ｔ ｒｏｖ ｉ ｒａ ｌ ｔ ｈ ｅ ｒａ ｐｙｐ
ｒｅｓｅｒｖ ｅ ｓ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ｉ ｎｔｈ ｅｇｕ ｔｏ ｆ

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ｐ ａ ｔ ｉ ｅｎ ｔｓ ．Ｍｕ ｃ ｏ ｓ ａ ｌ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５Ｊ ａｎ
；

８
（

ｌ

）
：  １ ２ ７

－４ ０ ．

１ ０２ ．Ｓｈ ｉＳ
，Ｓ ｅｋ ｉＳ

，Ｍ ａｔａｎｏＴ
，

Ｙａｍ ａｍ ｏ ｔｏＨ ．ＩＬ －２ １
－

ｐ
ｒｏｄ ｕ ｃ ｅ ｒＣＤ４＋Ｔｃ ｅ ｌ ｌｋ ｉ ｎ ｅ ｔ ｉ ｃ ｓｄ ｕ ｒ ｉ ｎｇ

ｐ ｒ ｉｍ ａ ｒｙｓ ｉｍ ｉ ａ ｎ ｉｍ ｍ ｕ ｎ ｏｄ ｅ ｆｉ ｃ ｉ ｅｎ ｃｙｖ ｉ ｒｕ ｓ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 ．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ｅ ｓａｎｄ ｉｎｆｅ ｃｔ ｉｏｎ／Ｉｎ ｓｔ ｉｔｕｔ

Ｐ ａ ｓ ｔｅｕｒ ．２０ １ ３Ｓｅｐ
－Ｏ ｃ ｔ

；

１ ５
（

１ ０
－

１ １

）
： ６ ９ ７

－

７０ ７ ．

１ ０３ ．ＦａｖｒｅＤ
，
Ｌｅｄｅ ｒｅｒＳ

，Ｋａｎｗ ａｒＢ
，Ｍ ａＺＭ

，Ｐ ｒｏ ｌ ｌＳ
，Ｋａｓ ａｋｏｗＺ

，ｅ ｔａ ｌ ．Ｃ ｒ ｉ ｔ ｉ ｃａ ｌ ｌｏ ｓｓｏｆｔｈ ｅ

ｂａ ｌ ａ ｎ ｃｅｂｅ ｔｗ ｅｅｎＴｈ ｌ ７ａ ｎ ｄＴ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ｏ ｒｙ

ｃ ｅ ｌ ｌ

ｐｏｐ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ｓ ｉｎ

ｐａ ｔｈ ｏｇｅｎ
ｉ ｃＳ ＩＶ  ｉ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ｎ ．

ＰＬｏＳ
ｐ ａｔｈｏｇｅｎ ｓ ．２ ００９Ｆ ｅｂ

；

５
（
２

）
： ｅ ｌ ０００２９ ５ ．

１ ０４ ．Ｂ ｒｅｎｃｈ ｌ ｅｙ
ＪＭ

，
Ｐａ ｉ ａｒｄ ｉ ｎ ｉＭ

，
Ｋｎ ｏｘＫ Ｓ

，
Ａ ｓｈ ｅ ｒＡ ｌ

，Ｃ ｅ ｒｖａ ｓ ｉＢ
，Ａ ｓ ｈ ｅ ｒ ＴＥ

，ｅ ｔａ ｌ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ａ ｌ

Ｔ ｈ ｌ ７ＣＤ４Ｔ－

ｃ ｅ ｌ ｌｄ ｅｐ
ｌ ｅ ｔ ｉ ｏ ｎ ｉ ｎｐａ ｔｈ ｏｇｅｎ

ｉ ｃａ ｎ ｄｎ ｏｎ ｐ ａ ｔｈ ｏｇ ｅ ｎ ｉ ｃ ｌ ｅｎ ｔ ｉｖ ｉ ｒａ ｌ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ｏｎ ｓ ．

Ｂ ｌ ｏｏｄ ． ２ ００ ８Ｏｃ ｔ １
；

１ １ ２
（
７

）
：２ ８２６ －

３ ５ ．

１ ０ ５ ．Ｃｈ ｅｇｅＤ ，Ｓ ｈｅ ｔｈＰＭ
，Ｋ ａ ｉｎＴ

，Ｋ ｉｍＣ Ｊ
，Ｋｏｖａｃ ｓＣ

，Ｌｏｕ ｔ ｆｙＭ ，ｅ ｔａ ｌ ．Ｓ ｉ

ｇｍ ｏ ｉｄＴｈ ｌ ７

ｐｏ ｐ 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
，ｔ ｈ ｅＨ ＩＶ ｌ ａ ｔｅｎ ｔｒｅｓ ｅ ｒｖ ｏ ｉ ｒ

，ａ ｎ ｄ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 ａ ｌ ｔ ｒａ ｎ ｓ ｌｏ ｃａ ｔ ｉｏ ｎ ｉｎｍ ｅｎｏｎ

ｌ ｏ ｎ ｇ
－

ｔｅ ｒｍａ ｎ ｔ ｉ ｒｅ ｔ ｒｏｖ ｉ ｒａ ｌｔｈ ｅ ｒａ ｐｙ
．Ａ ＩＤＳ ．２ ０ １ １Ｍ ａ ｒ ２ ７

；

２ ５
（
６

）
： ７４ １

－ ９ ．

１ ０６ ．Ｇｕ ｉ ｌ ｌｏ ｔ
－Ｄｅ ｌ ｏ ｓ ｔＭ

，
ＬｅＧ ｏ ｕｖ ｅ ｌ ｌ ｏＳ

，
Ｍ ｅ ｓ ｅ ｌ

－Ｌｅｍ ｏ ｉ ｎ ｅＭ
，Ｃｈ ｅ ｒａ ｉＭ

，
Ｂ ａ ｉ ｌ ｌ ｏｕＣ

，
Ｓ ｉｍｏｎＡ

，
ｅｔａ ｌ ．

Ｈ ｕｍ ａ ｎＣＤ９０ ｉ ｄ ｅｎ ｔ ｉｆｉ ｅｓＴｈ ｌ ７ ／Ｔｃ ｌ ７Ｔｃ ｅ ｌ ｌｓ ｕ ｂｓ ｅ ｔ ｓｔ ｈ ａ ｔａ ｒｅｄ ｅｐ ｌｅ ｔ ｅｄ ｉｎ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ｐ
ａ ｔ ｉ ｅｎ ｔｓ ．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ｍｍｕｎ ｏ ｌ ｏ

ｇｙ ． ２ ０ １ ２Ｆ ｅｂ １
；

１ ８ ８
（
３

）
： ９ ８ １

－ ９ １ ．

１ ０７ ．Ｓ ｃｈｕ ｅ ｔｚＡ
，Ｄｅ ｌ ｅａｇ ｅ

Ｃ
，Ｓｅ ｒｅ ｔ ｉ Ｉ

，Ｒｅ ｒｋｎ ｉｍ ｉ ｔ ｒＲ
，Ｐｈ ａｎ ｕｐｈ ａｋＮ ，Ｐｈｕａｎｇ

－Ｎ ｇｅｍＹ
，ｅｔａ ｌ ．

Ｉ ｎ ｉ ｔ ｉ 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ＡＲＴ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ｅａ ｒ ｌ ｙ

ａ ｃｕ ｔｅ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ｐ

ｒｅｓ ｅ ｒｖ ｅ ｓ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Ｔｈ ｌ ７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ａ ｎ ｄｒｅｖ ｅ ｒ ｓ ｅｓＨ ＩＶ－

ｒｅ ｌａ ｔｅｄ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ａ ｃ ｔ ｉｖ ａ ｔ ｉ ｏ ｎ ．ＰＬ ｏ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ｓ ．２０ １ ４

Ｄｅ ｃ
；

１ ０
（

１ ２
）

： ｅ ｌ ００４５４３ ．

１ ０ ８ ．Ｍ ｃＫ ｉｎ ｎ ｏｎＬＲ
，Ｎｙａｎ ｇａ

Ｂ
，Ｋ ｉｍＣ Ｊ

， Ｉ ｚｕ ｌ ｌ ａＰ，Ｋｗａ ｔ ａｍ ｐ
ｏ ｒａＪ

，Ｋ ｉｍ ａｎ ｉＭ
，ｅ ｔａ ｌ ．Ｅ ａ ｒ ｌ

ｙ

Ｈ ＩＶ－

１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ｉ ｓ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ｅｄｗ ｉ ｔ ｈｒｅｄ ｕ ｃ ｅｄｆｒｅ ｑ
ｕ ｅ ｎ ｃ ｉ ｅｓｏ ｆ ｃ ｅ ｒｖ ｉ ｃａ ｌＴ 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ｓ ．Ｊｏｕｒｎ ａ ｌ

ｏｆ ａｃ
ｑ
ｕ ｉ ｒｅ ｄ ｉｍｍ ｕｎ ｅｄ ｅｆｉ ｃ ｉ ｅ ｎ ｃｙ

ｓｙｎ ｄ ｒｏｍ ｅ ｓ ． ２ ０ １ ５Ｊ ａｎ １
；

６ ８
（

１
）

： ６
－

１ ２ ．

１ ０９ ．Ｇ ｅＤ
，Ｙｏ ｕＺ ．Ｅ 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ｏ ｆ ｉ ｎ ｔ ｅ ｒ ｌ ｅ ｕ ｋ ｉ ｎ

－

１ ７ＲＣ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ｉ ｎｎ ｏ ｒｍ ａ ｌｈ ｕｍ ａ ｎｔ ｉ ｓ ｓ ｕ ｅ ｓ ．

Ｉ 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ａ ｒｃ ｈ ｉ ｖｅ ｓｏ ｆ ｍ ｅｄ ｉ ｃ ｉ ｎ ｅ ．２ ０ ０ ８Ｏ ｃ ｔ Ｉ ７
；

ｌ

（
ｌ

）
： １ ９ ．

１ １ ０ ．Ｈ
ｙｍ ｏｗ ｉ ｔ ｚＳＧ

，
Ｆ ｉ ｌ ｖ ａ ｒｏ ｆＦ ＥＨ

，
Ｙ ｉ ｎＪ Ｐ

，Ｌ ｅ ｅＪ ．Ｃ ａ ｉＬ
，Ｒ ｉ ｓ ｓ ｅ ｒＰ，ｅ ｔａ ｌ ．Ｉ Ｌ－

１ ７ ｓａ ｄ ｏｐ ｔａｃｙ ｓ ｔ ｉ ｎ ｅ

ｋｎ ｏ ｔｆｏ ｌｄ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ｅａ ｎ ｄａ 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ｏ ｆａｎ ｏ ｖ ｅ ｌｃｙ ｔ ｏ ｋ ｉ ｎ ｅ

， Ｉ Ｌ －

１ ７ Ｆ
，ａ ｎ ｄ ｉｍ 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ｓｆｏ ｒ

ｒｅｃ ｅｐ ｔｏ ｒｂ ｉ ｎ ｄ ｉ ｎ ｇ ．Ｔｈ ｅＥＭ ＢＯ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 ．２ ０ ０ １Ｏｃ ｔ １

 ；

２ ０
（ 

１ ９
）

： ５ ３ ３ ２
－

４ １ ．

１ １ ＬＣ ｏ ｒｔ ｅｚＤＭ
，Ｆｅ ｌ ｄｍ ａ ｎＭ Ｄ

，Ｍ ｕｍｍ ｉ ｄ ｉＳ ，Ｖａ ｌ ｅ ｎ ｔ ｅＡ Ｊ ．Ｓ ｔ ｅ ｆｆｅ ｎ ｓ ｅｎＢ
，Ｖ ｉ ｎ ｃ ｅｎ ｔ ｉＭ

，ｅ ｔａ ｌ ．

１ ２ ９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 十学位论文


＾


参考文献

Ｉ Ｌ－

１ ７ｓ ｔ ｉｍ ｕ ｌ ａ ｔｅｓＭＭＰ －

１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 ｎ ｉｎ
ｐ ｒ ｉｍ ａ ｒ

ｙ
ｈ ｕｍ ａｎｃａ ｒｄ ｉａ ｃｆｉ ｂ ｒｏ ｂ ｌ ａ ｓ ｔ ｓｖ ｉａ

ｐ３ ８

ＭＡＰＫ－ａ ｎ ｄＥＲＫ ｌ ／２ －ｄ ｅｐ ｅｎ ｄ ｅｎ ｔＣ ／ＥＢＰ－ｂ ｅ ｔａ ，ＮＦ
－ｋａ ｐｐａＢ ，ａ ｎ ｄＡＰ

－

１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 ｏ ｎ ．

Ａｍ ｅｒ ｉ ｃａｎ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Ｈｅ ａｒｔａｎ ｄｃ ｉ ｒｃｕ ｌ ａｔｏｒｙｐ

ｈ
ｙｓ ｉｏ ｌｏｇｙ

．２ ０ ０ ７

Ｄ ｅ ｃ
；

２ ９３
（
６
）

： Ｈ ３ ３ ５ ６
－

６ ５ ．

１ １ ２ ．Ｆ ｒｅ ｉ ｔ ａｓＡ
，
Ａ ｌ ｖ ｅ ｓ

－ Ｆ ｉ ｌ ｈ ｏＪＣ
，
Ｖ ｉ ｃ ｔｏｎ ｉＴ

，
Ｓ ｅ ｃｈ ｅ ｒＴ

，
Ｌｅｍ ｏ ｓＨＰ

，Ｓ ｏｎｅｇｏＦ
，
ｅ ｔａ ｌ ． Ｉ Ｌ－

１ ７ｒｅｃ ｅｐ ｔｏ ｒ

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 ｎ

ｇ
ｉ ｓｒｅｑ ｕ

ｉ ｒｅｄｔｏ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ｐｏ
ｌｙ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ｓ ｅ ｐ ｓ ｉ ｓ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０ ９Ｊ ｕｎ

１ ５
；

１ ８２
（

１ ２
）

： ７ ８４ ６
－

５ ４ ．

１ １ ３ ．Ｃ ｏｎ ｔ ｉＨＲ
，Ｓ ｈｅｎＦ ，Ｎ ａｙｙａｒＮ

，Ｓ ｔｏ ｃｕｍＥ
，ＳｕｎＪＮ

，
Ｌ ｉｎｄ ｅｍ ａｎｎＭ Ｊ

，ｅｔａ ｌ ．Ｔ ｈ ｌ ７ｃｅ ｌ ｌ ｓａ ｎ ｄ

ＩＬ －

１ ７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 ｎ ｇａ ｒｅｅ ｓ ｓ ｅｎ ｔ ｉａ ｌｆｏ ｒｍ ｕ ｃｏｓａ ｌｈ ｏｓ ｔｄ ｅ ｆｅｎ ｓｅａｇａ

ｉ ｎ ｓ ｔｏ ｒａ ｌ

ｃａ ｎ ｄ ｉｄ ｉａ ｓ ｉ ｓ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ｍ ｅｄ ｉ ｃ ｉｎ ｅ ． ２ ００９Ｆｅｂ １ ６
；

２０６
（
２

）
： ２ ９９

－

３ １ １ ．

１ １ ４ ．Ｙａ ｎ
ｇ
Ｂ

，Ｗａ ｎ
ｇ
Ｙ

，Ｚｈ ａｏＣ
，ＹａｎＷ

，Ｃ ｈｅＨ
，Ｓｈ ｅ ｎＣ ，ｅ ｔａ ｌ ．Ｉ ｎ ｃ ｒｅａ ｓ ｅｄＴ 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 ｓａ ｎ ｄ

ｉ ｎ ｔ ｅ ｒ ｌ ｅｕ ｋ ｉ ｎ
－

１ ７ｃ ｏ ｎ ｔ ｒ ｉ ｂ ｕ ｔｅｔｏ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ｎ ｄ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ａｇｇ ｒａｖ ａ ｔ ｉ ｏ ｎ ｉ ｎ
ｐａ ｔ ｉ ｅ ｎ ｔ ｓ

ｗ ｉ ｔ ｈｃ ｈ ｒｏ ｎ ｉ ｃｈ ｅｐ ａ ｔ ｉ ｔ ｉ ｓＢｖ ｉ ｒ ｕ ｓ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 ｎ ．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ｌＬｅ ｔ ｔ ．２０ １ ３Ｊ ａｎ
；

１ ４９
（

ｌ

－

２
）

：
４ １

－ ９ ．

１ １ ５ ．Ｋ ｕｍ ａ ｒＰ
，Ｍ ｏｎ ｉ ｎＬ

，Ｃａ ｓ ｔ ｉ ｌ ｌ ｏＰ
，Ｅ ｌ ｓｅｇ ｅ ｉ ｎｙＷ，Ｈ ｏ ｒｎ ｅＷ

，Ｅｄｄｅｎ ｓＴ
，ｅ ｔａ ｌ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Ｉ ｎ ｔｅ ｒ ｌ ｅｕ ｋ ｉ ｎ
－

１ ７Ｒｅｃｅ ｐ ｔｏ ｒ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 ｎ ｇＭｅｄ ｉａ ｔｅｓＲｅ ｃ ｉ

ｐ ｒｏ ｃａ ｌＣｏｎ ｔ ｒｏ ｌｏ ｆｔｈ ｅＧ ｕ ｔ

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 ｏ ｔａａ ｎｄＡ ｕ ｔｏ ｉｍｍ ｕ ｎ ｅＩ ｎ ｆｌ ａｍｍ ａ ｔ ｉｏｎ ． Ｉ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２ ０ １ ６Ｍａｒ １ ５
；

４４
（
３

）
： ６ ５ ９

－

７ １ ．

１ １ ６ ．Ｌｅｖｙ
Ｒ

，Ｏｋａｄ ａＳ
，Ｂ ｅｚ ｉａｔＶ

，
Ｍｏｒ ｉ

ｙａ
Ｋ

，
Ｌ ｉｕＣ

，Ｃｈａ ｉＬＹ
，ｅ ｔａ ｌ ．Ｇ ｅｎｅ ｔ ｉ ｃ

，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

，

ａ ｎｄｃ ｌ ｉ ｎ ｉ ｃａ ｌｆｅ ａ ｔｕ ｒｅｓｏ ｆ
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ｓｗ ｉ ｔｈｂａ ｃ ｔｅ ｒ ｉａ ｌａ ｎ ｄｆｕ ｎｇａ ｌ ｉｎ ｆｅｃ ｔ ｉｏｎ ｓｄ ｕ ｅｔｏ ｉ ｎ ｈ ｅ ｒ ｉ ｔｅｄ

ＩＬ －

１ ７ＲＡｄ ｅｆｉ ｃ ｉ ｅ ｎ ｃｙ
．Ｐｒｏ 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 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 ｃ 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ｏｆｔｈ ｅＵｎ ｉ ｔ ｅｄ

Ｓ ｔ ａｔｅ ｓｏｆＡｍ ｅｒ ｉ ｃａ ．２ ０ １ ６Ｄｅｃ２ ０
； 

１ １ ３
（
５ １

 ）
：
Ｅ ８２７ ７ －Ｅ ８ ５ ．

１ １ ７ ．Ａｍｂｒｏ ｓ ｉＡ ．Ｅ ｓｐ
ｉ ｎｏ ｓ ａＡ

，Ｗａｈ ｒｅｎ
－Ｈ ｅ ｒ ｌ ｅｎ ｉｕ ｓＭ ．ＩＬ－

１ ７ ：ａｎ ｅｗａ ｃ ｔｏ ｒ ｉ ｎＩＦＮ －ｄ ｒ ｉｖ ｅｎ

ｓｙ ｓ ｔｅｍ ｉ ｃａ ｕ ｔｏ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ｄ ｉ ｓｅａ ｓ ｅ ｓ ．Ｅｕｒｏｐ ｅ ａｎ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２

Ｓ ｅｐ ；

４２
（
９

）
： ２２ ７４ －

８４ ．

１ １ ８ ．Ｇ ａ ｆｆｅｎＳＬ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ｅａ ｎ ｄｓ ｉｇｎ ａ ｌ ｌ ｉ ｎ ｇ ｉｎｔｈ ｅＩＬ－

１ ７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ｆａｍ ｉ ｌｙ
．Ｎ ａｔｕｒｅｒｅｖ ｉ ｅｗ ｓ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９ Ａ ｕｇ ；

９
（
８
）

： ５ ５ ６
－６ ７ ．

１ １ ９ ．Ｎ ａｋａ ｓｈ ｉｍ ａＴ
，Ｊ ｉｎｎ ｉ ｎＭ

，Ｙａｍ ａｎ ｅＫ
，Ｈ ｏｎｄａＮ

，Ｋａ
ｊ

ｉ ｈ ａｒａＩ
，Ｍａｋ ｉｎｏＴ

，ｅ ｔａ ｌ ．Ｉｍ ｐａ ｉ ｒｅｄ

Ｉ Ｌ －

１ ７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 ｎ ｇｐａ ｔｈｗａｙｃ ｏｎ ｔ ｒ ｉ ｂ ｕ ｔｅｓ ｔｏ ｔｈ ｅ ｉ ｎ ｃ ｒｅａ ｓ ｅｄｃｏ ｌ ｌ ａｇｅ
ｎｅ 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 ｎ ｉ ｎ

ｓ ｃ ｌ ｅ ｒｏｄ ｅ ｒｍ ａｆ ｉ ｂ ｒｏ ｂ ｌ ａ ｓ ｔ ｓ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ｏｇｙ ．２ ０ １ ２ Ａ
ｐｒ １ ５

；

１ ８ ８
（
８

）
： ３ ５ ７３

－

８ ３ ．

１ ２ ０ ．Ｓ ｏｍ ｅ ｒｓＪ
，Ｒ ｕ ｔ ｔ ｅ ｎ ｓＤ

，Ｖｅ ｒ ｌ ｅ ｄ ｅｎＳＥ
，Ｖａｎ ｄ ｅ ｒｍ ｅｕ ｌ ｅｎＥ

，Ｐ ｉ ｌ ｏｎ ｉＤ
，Ｗａｕ ｔｅ ｒｓＥ

，ｅ ｔａ ｌ ．

Ｉ ｎ ｔｅ ｒ ｌ ｅ ｕ ｋ ｉ ｎ
－

１ ７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ｐｏ ｌｙｍ ｏ ｒｐ ｈ ｉ ｓｍｐ ｒｅｄ ｉ ｓｐｏ ｓ ｅｓｔｏｐ ｒ ｉｍ ａ ｒｙｇ ｒａ ｆｔｄｙ ｓ 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ａ ｆｔｅ ｒ ｌ ｕ ｎ
ｇ

ｔ ｒａ ｎ ｓ ｐ
ｌ ａ ｎ ｔ ａ ｔ ｉ ｏｎ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ｈ ｅ ａ ｒｔａｎ ｄ ｌ ｕ ｎ ｇｔ ｒａｎ ｓ

ｐ
ｌ ａｎ ｔａ ｔ ｉ ｏ ｎ ： ｔｈ ｅｏ ｆｆ ｉ ｃ ｉ ａ ｌ

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ａｔ ｉ ｏｎｏ ｆ  ｔ ｈ ｅ Ｉ ｎ ｔ ｅ ｒｎ 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Ｓｏ ｃ ｉ ｅ ｔ

ｙ
ｆｏ ｒＨ ｅ ａ ｒｔ Ｔｒａｎ ｓ

ｐ
ｌ ａｎ ｔａ ｔ ｉｏｎ ．２ ０ １ ５Ｊ ｕ ｌ

；

３ ４
（
７

）
： ９４ １

－

９ ．

１ ２ １ ．Ｃ ｒｏｗｅＣＲ ．Ｃ ｈ ｅ ｎＫ ．Ｐｏ ｃ ｉ ａ ｓｋＤＡ
，
Ａ ｌ ｃ ｏ ｒｎＪ Ｆ

，
Ｋｒ ｉｖ ｉ ｃｈＣ

，Ｅｎ ｅ ｌ ｏｗ Ｒ Ｉ
，
ｅ ｔａ ｌ ．Ｃ ｒ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ｒｏ ｌ ｅｏｆ

Ｉ Ｌ －

１ ７ＲＡ ｉ ｎ ｉｍ ｍ ｕ ｎ ｏ ｐ ａ ｔ ｈ ｏ ｌ ｏｇｙｏ
ｆ ｉ ｎ ｆｌ ｕ ｅｎｚａ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Ｊ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９

Ｏｃ ｔ １ ５
；

１ ８ ３
（
８

）
： ５ ３ ０Ｍ ０ ．

１ ２２ ．Ｇ ａ ｆｆｅｎＳＬ
，Ｊ ａ ｉ ｎＲ ．Ｇ ａ ｒｇ

ＡＶ．Ｃ ｕａＤＪ ．Ｔ ｈ ｅＩＬ－２３ －

Ｉ Ｌ －

１ ７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ａｘ ｉ ｓ ：ｆｒｏｍｍ ｅ ｃｈａ ｎ ｉ ｓｍ ｓ

ｔｏｔ ｈ ｅ ｒａ ｐ ｅ ｕ ｔ ｉ ｃ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ｇ ．Ｎ ａ ｔｕ ｒｅｒｅｖ ｉ ｅｗ ｓ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４Ｓ ｅｐ ；

１ ４
（
９

）
： ５ ８ ５

－

６００ ．

１ ２ ３ ．Ｋｏ ｅ ｒｎ ｅ ｒＰ．Ｔｒａ ｅｇ ｅ ｒＴ
，Ｍ ｅｈｍ ｃ ｋ ｅＨ

，Ｃ ｚ ｉｕｐ
ｋ ａＫ

，Ｋｅ ｓ ｓ ｌ ｅ ｒＷ
，Ｂ ｕ ｓ ｅｍ ａ ｎ ｎＡ

，ｅ ｔａ ｌ ．

Ｓ ｔ ｉｍ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Ｔ ＬＲ７
ｐ

ｒ ｉ ｏ ｒｔ ｏｐ ｏ
ｌ

ｙ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ｓ ｅ ｐ ｓ ｉ ｓ ｉｍ ｐ ｒｏｖ ｅｓｔｈ ｅ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ｃｏ ｎ ｔ ｒｏ ｌｏ ｆ

１ ３ ０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 文献

ｔｈ ｅ ｉ ｎ ｆｌａｍｍ ａ ｔｏ ｒｙ
ｒｅｓ ｐｏ ｎ ｓｅ ｉ ｎａ ｄ ｕ ｌ ｔｍ ｉ ｃ ｅ ． Ｉ ｎ ｆｌ ａｍｍ ａ ｔ ｉ ｏｎｒｅ ｓ ｅ ａｒｃｈ ：ｏ ｌｆｉ ｃ ｉａ ｌ

ｊ
ｏ 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 ｅ ａｎＨ ｉ ｓ ｔ ａｍ ｉ ｎ ｅＲ ｅ ｓ ｅ ａｒｃｈＳ ｏ ｃ ｉ ｅ ｔ ｙ ．２ ０ １ １Ｍ ａ ｒ
；

６０
（
３

）
： ２ ７ １

－ ９ ．

１ ２４ ．Ｃ ｏ ｎ ｔ ｉＨＲ
，Ｓｈ ｅｎＦ ，

Ｎ ａｙｙ ａ
ｒＮ

，Ｓ ｔ ｏ ｃ ｕｍＥ
，Ｓ ｕ ｎＪＮ ，Ｌ ｉ ｎ ｄ ｅｍ ａｎ ｎＭ Ｊ

，ｅ ｔａ ｌ ．Ｔ 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ｓａ ｎ ｄ

Ｉ Ｌ －

１ ７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 ｎ
ｇａ ｒｅｅｓ ｓ ｅ ｎ ｔ ｉ ａ ｌｆｏ ｒｍ ｕ ｃ ｏ ｓ ａ ｌｈ ｏ ｓ ｔｄ ｅ ｆｅ ｎ ｓｅａ

ｇａ
ｉ ｎ ｓ ｔｏ ｒａ ｌ

ｃ ａ ｎｄ ｉ ｄ ｉ ａ ｓ ｉ ｓ ．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ｅ ｘ
ｐ
ｅ ｒ ｉｍ ｅ ｎ ｔ ａ ｌｍ ｅ ｄ ｉ ｃ ｉ ｎ ｅ ．２ ００９Ｆｅｂ Ｉ ６

；

２ ０６
（
２

）
： ２ ９ ９

－

３ １ １ ．

１ ２ ５ ．Ｌ ｉＤ
，Ｗａ ｎ ｇ

Ｆ Ｊ
，ＹｕＬ

，ＹａｏＷＲ
？Ｃ ｕ ｉＹ Ｆ

，Ｙａ ｎ ｇ
Ｇ Ｂ ．Ｅ ｘ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 ｎｏ ｆ

ｐ
ｌ
ｇ
Ｒ ｉ ｎｔｈ ｅｔ ｒ ａｃ ｈ ｅａ ｌ

ｍ ｕ ｃｏ ｓａｏ ｆＳＨ ＩＶ ／Ｓ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ｒ ｈ ｅｓ ｕ ｓｍ ａ ｃａｑ ｕ ｅｓ ．Ｚｏ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０ １ ７Ｊ ａｎ

１ ８
；

３ ８
（

ｌ
）

： ４４ －

８ ．

１ ２ ６ ．Ｗａｎｇ
Ｙ

，Ｙａｎｇ
ＧＢ ．Ａ ｌ ｔ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Ｐｏ ｌ

ｙｍ ｅ ｒ ｉ ｃＩｍ ｍ ｕｎ ｏ
ｇ

ｌｏ ｂ ｕ ｌ ｉｎＲｅｃ ｅｐ ｔｏ ｒａｎ ｄＮｅｏｎ ａ ｔａ ｌ

ＦｃＲｅ ｃ ｅｐ ｔｏｒＥｘ ｐ ｒｅｓｓ ｉ ｏｎ ｉ ｎｔ ｈ ｅＧ ｕ ｔＭ ｕ ｃ ｏ ｓ ａｏ ｆＩｍｍ ｕ ｎ ｏｄ ｅｆｉｃ ｉ ｅｎ 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

－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

Ｒｈ ｅ ｓ ｕ ｓＭａ ｃａｑ ｕ ｅ ｓ ．Ｓ ｃ ａｎｄ ｉ ｎａｖ ｉ ａｎ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ｍｍ ｕｎ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６ Ａｐｒ
；

８ ３
（
４

）
： ２ ３ ５

－４３ ．

１ ２ ７ ．ＹａｎｇＧＢ ，ＷａｎｇＹ？Ｂ ａｂ ａ ａｈｍ ａ ｄ
ｙＫ ，Ｓｃｈ ｏ ｌ ｌ ｅｒＪ

，Ｒａｈｍ ａｎＤ
，Ｂｕｎｎ ｉｋＥ

，ｅ ｔａ ｌ ．

Ｉｍｍ ｕ ｎ 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ｗ ｉ ｔ ｈｒｅ ｃｏｍ ｂ ｉ ｎ ａ ｎ ｔｍ ａ ｃ ａｑ ｕ ｅｍ ａ
ｊ
ｏ ｒｈ ｉ ｓ ｔｏ ｃｏｍ ｐａ ｔ ｉｂ ｉ ｌ ｉ ｔｙｃｏｍ ｐ ｌ ｅｘｃ ｌａ ｓ ｓ１

ａｎ ｄＩ Ｉａｎｄｈ ｕｍ ａ ｎ ｉｍｍ ｕ ｎ ｏｄ ｅｆｉ ｃ ｉ ｅｎ ｃｙｖ ｉ ｒｕ ｓｇｐ ｌ ４０ ｉ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ｓｓ ｉｍ ｉ ａ ｎ
－ ｈ ｕｍ ａ ｎ

ｉｍｍ ｕ ｎｏｄ ｅ ｆｉｃ ｉ ｅｎ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ｍ ａ ｃ ａ ｑ ｕ ｅｓ ．Ｔｈ ｅ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ｌｖ ｉ ｒ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２

Ｊｕ ｌ
；

９ ３
（
Ｐｔ ７

）
： １ ５ ０６ －

１ ８ ．

１ ２ ８ ．Ｇｒｅ ｅｎｅＣ
，Ｈ ａｎ ｌ ｅｙＮ ，Ｃ ａｍｐ

ｂｅ ｌ ｌＭ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５ ：ｇａ ｔ ｅｋｅ ｅｐ ｅ ｒｏ ｆｎ ｅｕ ｒ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ｆｕｎ ｃ ｔ ｉｏｎ ．

Ｆ ｌｕ ｉｄｓａｎ ｄ ｂａｒｒ ｉ ｅ ｒ ｓｏｆ  ｔｈ ｅＣＮ Ｓ ．２ ０ １ ９Ｊ ａｎ２ ９
；

１ ６
（

１

）
： ３ ．

１ ２ ９ ．ＹｕＡ Ｓ
，
ＥｎｃｋＡＨ

，
Ｌｅｎ ｃ ｅｒＷ Ｉ

，
Ｓ ｃｈｎ ｅ ｅｂ ｅ ｒｇｅ ｒＥＥ ．Ｃ Ｉａ ｕｄ ｉ ｎ － ８ｅｘ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ｉ ｎＭａ ｄ ｉ ｎ －Ｄ ａ ｒｂｙ

ｃａ ｎ ｉ ｎ ｅｋ ｉｄｎ ｅｙｃ ｅ ｌ ｌｓａ ｕ ｇ
ｍ ｅ ｎ ｔ ｓｔ ｈ ｅｐａ ｒａ 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 ｒｂ 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ｔｏｃａ ｔ ｉｏ ｎｐ ｅ ｒｍ ｅａ ｔ ｉｏ ｎ ．Ｔｈ ｅ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ｃｈ 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２ ００ ３Ｍ ａｙ
９

；

２ ７ ８
（

１ ９
）

： １ ７ ３ ５ ０
－

９ ．

１ ３ ０ ．Ａｎｇｅ ｌｏｗＳ
，
Ｋ ｉｍＫ Ｊ

，
ＹｕＡ Ｓ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８ｍ ｏ ｄ ｕ ｌ ａ ｔ ｅｓ

ｐａ ｒａ ｃ ｅ ｌ ｌｕ ｌ ａ ｒ
ｐ 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ｔｏａ ｃ ｉｄ ｉ ｃ

ａｎｄｂａ ｓ ｉｃ ｉ ｏｎ ｓ ｉ ｎＭＤＣＫＩ Ｉｃ ｅ ｌ ｌｓ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ｐｈｙｓ ｉ ｏ ｌ ｏ ｇｙ ．２０ ０６Ｆ ｅｂ １ ５

；

５ ７ １
（
Ｐ ｔ

１
）

：  １ ５
－２６ ．

１ ３ １ ．Ｄｅｎｎ ｉｎｇｅｒ ＡＲ
；
Ｂ ｒｅｇ ｌ ｉ ｏＡ

，
Ｍ ａｈ ｅ ｒａ ｓＫＪ

，Ｌ ｅＤ ｕ ｃＧ
， 
Ｃ ｒ ｉ ｓ ｔ ｉ

ｇ
ｌ ｉ ｏＶ

，
Ｄｅｍ ｅＢ

，
ｅ ｔａ ｌ ．Ｃ ｌ ａ ｕ ｄ ｉｎ

－

１ １

Ｔ ｉ

ｇ
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ｓ ｉ ｎＭｙｅ

ｌ ｉ ｎＡ ｒｅａ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ｔｏＤ ｉ ｆｆｕ ｓ ｉｏ ｎａｎ ｄＬａ ｃｋＳ ｔｒｏｎｇ
Ａｄ ｈ ｅｓ ｉｖ ｅ

Ｐ ｒｏｐ ｅ ｒｔ ｉｅｓ ． Ｂ ｉｏｐｈｙ ｓ ｉ ｃａ ｌ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 ．２０ １ ５Ｏｃ ｔ６

；

１ ０９
（
７
）

： １ ３ ８７ －９７ ．

１ ３ ２ ．Ｆｕ
ｊ

ｉ ｔａＨ
，
Ｓｕｇ ｉｍｏ ｔｏＫ

， Ｉ ｎ ａｔｏｍ ｉＳ ，Ｍ ａｅｄａＴ
，Ｏ ｓ ａｎａ ｉＭ

，
Ｕ ｃｈ ｉｙａｍ ａＹ

，
ｅ ｔａ ｌ ．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ｐ ｒｏ ｔ ｅ ｉｎ ｓｄ ａ ｕ ｄ ｉ ｎ －２ａ ｎ ｄ－

１ ２ａ ｒｅｃ ｒ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ｆｏ ｒｖ ｉ ｔａｍ ｉ ｎＤ －ｄ ｅｐ ｅ ｎ
ｄ ｅ ｎ ｔＣ ａ２＋ａ ｂ ｓｏ ｒｐ ｔ ｉｏｎ

ｂｅ ｔｗ ｅ ｅｎｅ ｎ ｔｅ ｒｏ ｃｙ ｔｅｓ ．Ｍ ｏ ｌ ｅ ｃ ｕ ｌ ａ ｒ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ｏ ｆ  ｔ ｈ ｅｃ ｅ ｌ ｌ ．２ ０ ０ ８Ｍ ａｙ ； 

１ ９
（
５
）

：  １ ９ １ ２ －２ １ ．

１ ３ ３ ．ＬｕＹ
，Ｊ ｉ ｎ ｇ

Ｊ
，Ｓ ｕｎＬ ，Ｇ ｏｎ ｇ

Ｙ
，Ｃ ｈ ｅ ｎＭ ．Ｗａｎ ｇ

Ｚ
，ｅ ｔａ ｌ

．Ｅ 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ｏ ｎｏ ｆ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

１ １
，

－２３ ｉ ｎ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ｇａ ｓ ｔｒ ｉ ｃｔ ｉ ｓ ｓ ｕ ｅ ｓａ ｎ ｄ ｉ ｔ ｓ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ｈ ｉ

ｐ
ｗ ｉ ｔ ｈｔ ｈ ｅｒ ｉ ｓｋａ ｎ ｄｐ ｒｏｇ ｎ ｏ ｓ ｉ ｓｏ ｆ

ｇａ ｓ ｔ ｒ ｉ ｃ

ｃａ ｎ ｃ ｅ ｒ．Ｐ ｌ ｏ Ｓｏｎ ｅ ．２ ０ １ ７
； 

１ ２
（
３

）
： ｅ０ ！ ７４４ ７ ６ ．

１ ３ ４ ． Ｉ ｒａｖ ａｎ ｉＯ
，Ｙ ｉ

ｐＧＷ ，Ｔｈ ｉ ｋ ｅＡＡ ．Ｃ ｈ ｕ ａＰ Ｊ
，Ｊ ａｎ ｅＳ ｃ ｕ ｌ ｌｙＯ ，ＴａｎＰＨ ，ｅ ｔａ ｌ ．Ｐ ｒｏｇｎ ｏ ｓ ｔ ｉ ｃ

ｓ ｉ

ｇｎ
ｉ ｆｉ ｃａ ｎ ｃ ｅｏ ｆ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１ ２ ｉ ｎｅ ｓ ｔ ｒｏｇｅ ｎｒｅ ｃ ｅ ｐ ｔｏ ｒ

－

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ｂ ｒｅａ ｓ ｔｃａ ｎ ｃ ｅ ｒ．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ｃ ｌ ｉ ｎ ｉ ｃ ａ ｌ

ｐ
ａｔ ｈ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６Ｏｃ ｔ
；

６ ９
（ 

１ ０
）

： ８ ７ ８ ８ ３ ．

１ ３ ５ ．Ｂ ｅｎ
－Ｙｏ ｓ ｅｆ Ｔ

，
Ｂ ｅ ｌ

ｙ
ａｎ ｔ ｓ ｅ ｖ ａ Ｉ Ａ ．Ｓ ａ ｕ ｎ ｄ ｅ ｒ ｓＴＬ ，Ｈ ｕ ｇｈｅ ｓＥＤ

，Ｋａｗ ａｍ ｏ ｔｏＫ
，
Ｖａｎ Ｉ ｔ ａ ｌ ｌ ｉ ｅＣＭ

，
ｅ ｔ

ａ ｌ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１ ４ｋ ｎ ｏ ｃ ｋｏ ｕ ｔｍ ｉ ｃ ｅ
，ａｍ ｏｄ ｅ ｌｆｏ ｒａ ｕ ｔ ｏｓｏｍ ａ ｌｒｅ ｃ ｅｓ ｓ ｉｖｅｄ ｅａ ｆｎ ｅ ｓ ｓＤ ＦＮ Ｂ２ ９

，

ａ ｒｅｄ ｅａ ｆ ｄ ｕ ｅｔｏｃ ｏ ｃ ｈ ｌ ｅａ ｒｈ ａ ｉ ｒｃ ｅ ｌ ｌｄ ｅ
ｇ
ｅ ｎ ｅ ｒ ａ ｔ ｉ ｏ ｎ ．Ｈ ｕｍ ａｎｍ ｏ ｌ ｅ ｃ ｕ ｌ ａ ｒ

ｇｅｎ ｅ ｔ ｉ ｃ ｓ ．２ ００ ３Ａ ｕｇ

１ ３ １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 文献

１ ５
；

１ ２
（

ｉ ６
）

： ２ ０４ ９
－

６ １ ．

１ ３ ６ ．Ｇ ｏ ｓ ｓ ｅ ｌ ｉｎＡ
，Ｍｏｎ ｔｅ ｉ ｒｏＰ

，Ｃ ｈ ｏｍｏｎ ｔＮ
，Ｄ ｉ ａｚ

－Ｇ ｒ ｉ ｆｆｅ ｒｏＦ
，Ｓａ ｉ ｄＥＡ

，Ｆｏｎ ｓ ｅｃ ａＳ
，ｅ ｔａ ｌ ．

Ｐｅ ｒ ｉ ｐ ｈ ｅ ｒａ ｌｂ ｌ ｏ ｏｄＣＣＲ４＋ＣＣＲ６＋ａ ｎ ｄＣＸＣＲ３＋ＣＣＲ６＋ＣＤ４＋Ｔｃｅ ｌ ｌ ｓａ ｒｅｈ ｉ

ｇ
ｈ ｌｙ

ｐｅ
ｒｍ ｉ ｓ ｓ ｉｖ ｅｔｏＨ ＩＶ－

１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Ｊ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ｉｍｍｕ 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０Ｆ ｅｂ １
；

１ ８４
（
３

）
：  １ ６０４ －

１ ６ ．

１ ３ ７ ．Ｗａ ｃ ｌ ｅｃ ｈ ｅＶ Ｓ
，Ｃｈ ｏｍ ｏｎ ｔＮ

，Ｇ ｏ ｓ ｓｅ ｌ ｉ ｎＡ
，Ｍｏｎ ｔｅ ｉ ｒｏＰ

，Ｇ ｏ ｕ
ｐ

ｉ ｌＭ
，ＫａｒｅｄＨ

，ｅ ｔａ ｌ ．Ｔ ｈ ｅ

ｃｏ ｌ ｏ ｃ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 ｎｐ ｏ ｔ ｅｎ ｔ ｉ ａ ｌｏｆＨ ＩＶ－

ｓ ｐ ｅｃ ｉｆｉｃＣＤ ８＋ａｎ ｄＣＤ４＋Ｔ－

ｃ ｅ ｌ ｌ ｓｉ ｓｍ ｅ ｄ ｉ ａ ｔ ｅｄｂｙ

ｉ ｎ ｔ ｅ
ｇ
ｒ ｉ ｎｂｅ ｔａ ７ｂｕ ｔｎ ｏ ｔＣＣＲ６ａ ｎ ｄｒｅｇｕ

ｌａ ｔｅｄｂｙｒｅ ｔ ｉｎ ｏ ｉ ｃａ ｃ ｉ ｄ ．Ｐ ｌ ｏ Ｓｏｎ ｅ ．

２ ０ Ｉ ２
；
７

（
３

）
： ｅ ３ ２ ９ ６４ ．

１ ３ ８ ．Ｘ ｕＨ
，ＷａｎｇＸ ，Ｌ ｉ ｕＤＸ

，Ｍ ｏｒｏｎ ｅｙ
－Ｒａ ｓｍ ｕ ｓ ｓｅｎＴ

，Ｌａ ｃｋｎ ｅｒＡＡ
，Ｖｅ ａｚｅｙＲＳ ．

Ｉ Ｌ－

１ ７ －

ｐ ｒｏｄ ｕ ｃ ｉ ｎ ｇ ｉ ｎ ｎ ａ ｔ ｅ ｌｙｍ ｐｈ ｏ ｉ ｄｃｅ ｌ ｌ ｓａ ｒｅｒｅｓ ｔ ｒ ｉ ｃ ｔ ｅｄｔｏｍ ｕ ｃｏｓａ ｌｔ ｉ ｓ ｓ ｕ ｅｓａ ｎ ｄａ ｒｅ

ｄ ｅ ｐ
ｌ ｅ ｔ ｅｄ ｉ ｎＳ Ｉ 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ｍ ａ ｃａ ｑ ｕ ｅ ｓ ．Ｍ ｕ ｃ ｏ ｓ ａ ｌ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２Ｎ ｏｖ

；

５
（
６

）
： ６ ５ ８

－

６９ ．

１ ３ ９ ．Ｎ ｉ

ｇ ａｍＰ
，Ｋｗ ａＳ

，Ｖｅ ｌ ｕＶ
，Ａｍ ａ ｒａＲＲ ．Ｌ ｏｓ ｓｏ ｆ  Ｉ Ｌ －

１ ７－

ｐ ｒｏｄ ｕ ｃ ｉ ｎ
ｇ
ＣＤ８Ｔｃｅ ｌ ｌ ｓ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ｌ ａ ｔ ｅ

ｃ ｈ ｒｏ ｎ ｉ ｃｓ ｔａ ｇ ｅｏ ｆ
ｐａ ｔ ｈ ｏ ｇ

ｅｎ ｉ ｃｓ ｉｍ ｉ ａ ｎ ｉｍ ｍ ｕ ｎ ｏｄ ｅ ｆ ｉ ｃ ｉ ｅｎ ｃｙｖ ｉ ｒｕ ｓ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１Ｊ ａｎ １ ５

； 
１ ８ ６

（
２

）
： ７４ ５

－

５ ３ ．

１ ４０ ．Ｗａｎｇ
Ｙ

，Ｙａｎｇ
ＧＢ ．Ａ ｌ ｔ 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Ｐｏ ｌ

ｙ
ｍ ｅ ｒ ｉ ｃＩｍｍ ｕ ｎ ｏ

ｇ
ｌ ｏ ｂ ｕ ｌ ｉｎＲｅ ｃｅｐ ｔｏ ｒａ ｎｄＮ ｅｏ ｎ ａ ｔ ａ ｌ

Ｆｃ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Ｅｘ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ｉ ｎｔｈ ｅＧ ｕ ｔＭｕ ｃｏ ｓａｏ ｆＩｍ ｍ ｕ ｎ ｏｄ ｅｆｉｃ ｉｅｎ ｃｙＶ ｉ ｒｕ ｓ
－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

Ｒ ｈ ｅｓ ｕ ｓＭ ａ ｃａｑ ｕ ｅｓ ．Ｓ ｃ ａｎｄ ｉｎａｖ ｉ 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ｉｍｍｕｎｏ ｌ ｏ

ｇｙ ．２ ０ １ ６ Ａ
ｐｒ

；

８ ３
（
４

）
： ２ ３ ５

－４３ ．

１ ４ １ ．Ｒｙ ａ ｎＥＳ ．Ｍ ｉ ｃ ｃ ｉＬ
，Ｆｒｏｍ ｅｎ ｔ ｉ ｎＲ

，Ｐａｇ ａｎ ｉｎ ｉＳ
，Ｍ ｃＧ ａ ｉｙＣＳ

，Ｅａｓ ｌ ｅｙ
Ｋ

，ｅｔａ ｌ ．Ｌｏｓｓｏ ｆ

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ＩＬ－

１ ７ａｎｄＩＬ－２２Ｐｒｏｄ ｕ ｃ ｉｎｇ
Ｃｅ ｌ ｌ ｓＣｏｎ ｔ ｒ ｉｂｕ ｔ ｅｓｔｏＩｎｆｌａｍｍ ａ ｔ ｉｏｎ

ａ ｎ ｄＶ ｉ ｒａ ｌＰ ｅ ｒｓ ｉ ｓ ｔｅ ｎ ｃ ｅ ｉｎＳ ＩＶ－

ｉ ｎ ｆｅｃ ｔｅｄＲｈ ｅ ｓ ｕ ｓＭａ ｃａ ｑ ｕ
ｅｓ ．ＰＬｏ Ｓｐａｔｈ ｏｇｅｎ ｓ ．２ ０ １ ６

Ｆ ｅ ｂ
；

１ ２
（
２

）
： ｅ ｌ ０ ０ ５４ １ ２ ．

１ ４２ ．Ｓ ｔ ｉ ｅｈＤ Ｊ ．Ｍ ａｔ ｉ ａｓＥ
，Ｘ ｕＨ

，Ｆｏｕｇｈ ｔＡ Ｊ
，Ｂ 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ＪＬ

，Ｍ ａｒｘＰＡ
，ｅ ｔａ ｌ ．Ｔ 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 ｓＡ ｒｅ

Ｐ ｒｅ ｆｅ ｒｅｎ ｔ ｉ ａ ｌ ｌｙ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ＶｅｒｙＥ ａ ｒ ｌｙａ

ｆｔｅ ｒＶａｇ ｉｎ ａ ｌＴｒａ ｎ ｓｍ ｉ ｓ ｓ ｉｏ ｎｏ ｆＳ ＩＶ ｉ ｎＭａ ｃａ
ｑ
ｕ ｅｓ ．

Ｃｅ ｉ ｌｈ ｏ ｓ ｔ＆ｍ ｉ ｃ ｒｏｂ ｅ ．２ ０ １ ６ Ａ ｐｒ １ ３
；

１ ９
（
４

）
： ５２ ９

－４０ ．

１ ４３ ．Ｗａｃ ｌ ｅ ｃｈｅＶ Ｓ
，Ｇｏｕ ｌ ｅｔＪ Ｐ

，Ｇｏ ｓｓ ｅ ｌ ｉｎＡ
，
Ｍｏｎ ｔｅ ｉｒｏＰ

，Ｓｏｕｄｅｙｎ ｓＨ
，
Ｆ ｒｏｍ ｅｎ ｔ ｉｎＲ

，ｅｔａ ｌ ．Ｎ ｅｗ

ｉ ｎ ｓ ｉ

ｇ
ｈ ｔ ｓ ｉ ｎ ｔｏｔｈ ｅｈ ｅ ｔｅ ｒｏｇ ｅｎ ｅ ｉ ｔｙｏ ｆＴｈ ｌ ７ｓｕ ｂ ｓ ｅ ｔｓｃｏｎ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ｉｎ ｇｔｏＨ ＩＶ－

１ｐｅ ｒｓ ｉ ｓ ｔｅ ｎ ｃ ｅ

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ａ ｎ ｔ ｉ ｒｅ ｔ ｒｏｖ ｉ ｒａ ｌｔ ｈ ｅｒａ ｐｙ

．Ｒｅ ｔｒｏｖ ｉｒ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６ Ａｕｇ
２４

；

１ ３
（

１

）
： ５ ９ ．

１ ４４ ． Ｉ ｓ ｈ ｉ

ｇａ ｉｎ ｅＨ
，Ｋａｋ ｕ ｔａＳ

，Ｎ ａｇａ
ｉＴ

，Ｋａｄｏｋ ｉＭ
，
Ｎ ａｍｂｕＡ

，Ｋｏｍ ｉｙ ａｍ ａＹ
，ｅ ｔａ ｌ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 ａ ｌ

ｒｏ ｌ ｅ ｓｏ ｆ ｉ ｎ ｔ ｅ ｒ ｌ ｅｕ ｋ ｉ ｎ －

１ ７Ａａ ｎ ｄ－

１ ７ Ｆ ｉ ｎｈ ｏ ｓ ｔｄ ｅ ｆｅ ｎ ｓ ｅａ ｇａ
ｉ ｎ ｓ ｔｎｉ ｕ ｃｏ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 ａ ｃ ｔ ｅ ｒ ｉ ａ ｌ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ａ ｎ ｄａ ｌ ｌ ｅ ｒｇ
ｉ ｃｒｅ ｓ ｐｏ ｎ ｓ ｅｓ ． Ｉｍｍ ｕ ｎ ｉ ｔｙ ．２ ００９Ｊ ａｎ １ ６

；

３ ０
（

１

）
：  １ ０ ８

－

１ ９ ．

１ ４ ５ ．Ｌ ｉ ａｎ ｇＳＣ ，Ｌｏ ｎｇＡ Ｊ
，Ｂ ｅ ｎ ｎ ｅ ｔ ｔＦ

，Ｗ ｈ ｉｔｔｅｒ ｓＭ Ｊ
，Ｋａｒ ｉ ｍＲ

，Ｃ ｏ ｌ ｌ ｉ ｎ ｓＭ
，ｅ ｔａ ｌ ．Ａ ｎＩ Ｌ －

Ｉ ７ Ｆ／Ａ

ｈ ｅ ｔ ｅ ｒｏ ｄ ｉｍ ｅ ｒ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ｉ ｓ

ｐ ｒｏｄ ｕ ｃｅｄｂｙ
ｍ ｏ ｕ ｓｅＴ 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 ｓａ ｎ ｄ ｉ ｎ ｄ ｕ ｃ ｅｓａ ｉ ｒｗａ ｙ

ｎ ｅｕ ｔ ｒｏ ｐ ｈ ｉ ｌ

ｒｅ ｃ ｒ ｕ ｉ ｔｍ ｅ ｎ ｔ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７Ｄ ｅ ｃ １

；

１ ７ ９
（

１ １

）
： ７７ ９ １

－ ９ ．

１ ４ ６ ．Ｙａｎ ｇＸＯ ，Ｃ ｈ ａ ｎ ｇＳＨ ，Ｐａ ｒｋＨ
，Ｎ ｕ ｒ ｉ ｅｖａＲ

，Ｓｈ ａｈＢ ，Ａ ｃ ｅｒｏＬ
，ｅ ｔａ ｌ ．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

ｉ ｎ ｆ ｌ ａｍ ｍ ａ ｔｏ ｒ
ｙ

ｒｅ ｓ ｐ ｏ ｎ ｓ ｅ ｓｂｙ
Ｉ Ｌ －

１ ７ Ｆ．Ｔｈ ｅＪ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ｅｘ
ｐ
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 ａ ｌｍ ｅｄ ｉ ｃ ｉｎ ｅ ．２ ００ ８Ｍ ａｙ

Ｉ ２
；

２ ０ ５
（
５

）
： １ ０ ６３

－

７ ５ ．

１ ４ ７ ．Ｄ ａ ｎ ｄｃｋ ａ ｒＳ ，Ｇ ｅｏ ｒｇ ｅＭ Ｄ ，Ｂ ａｕｍ ｌ ｅｒＡＪ ．Ｔｈ ｌ ７ｃｅ ｌ ｌ ｓ
，Ｈ ＩＶａ ｎｄｔ ｈ ｅ

ｇｕ ｔｍ ｕ ｃｏｓ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Ｃ ｕ ｒｒｅｎ ｔｏｐ
ｉ ｎ ｉ ｏ ｎ ｉ ｎＨ Ｉ Ｖａｎ ｄ Ａ ＩＤ Ｓ ．２ ０ １ ０Ｍ ａ ｒ

；

５
（
２

）
：  １ ７ ３

－

８ ．

１ ４ ８ ．Ｌ ｅ ｅＪ Ｓ
．Ｔａ ｔｏＣＭ

，Ｊ ｏｙ ｃｅ
－ Ｓ ｈ ａ ｉ ｋｈＢ

，Ｇ ｕ ｌ ｅｎＭ Ｆ
，Ｃａ

ｙ
ａ ｔ ｔ ｅＣ

，Ｃｈ ｅｎＹ
，ｅ ｔａ ｌ ．

１ ３ ２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Ｉ ｎ ｔｅ ｒ Ｉ ｅ ｕ ｋ ｉ ｎ
－ ２３ －

Ｉ ｎ ｄ ｅｐｅｎ
ｄ ｅ ｎ ｔＩ Ｌ －

１ ７Ｐ ｒｏｄ ｕ ｃ ｔ ｉ ｏｎ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ｅｓ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ｎ ａ ｌ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Ｐ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 Ｉｍｍ ｕ ｎ ｉ ｔｙ ．２ ０ １ ５Ｏｃ ｔ ２ ０
；

４ ３
（
４

）
： ７２ ７

－

３ ８ ．

１ ４９ ．Ｚ ｒ ｉ ｏｕ ａ ｌＳ
，ＴｏｈＭ Ｌ

，Ｔｏ ｕ ｒｎ ａ ｄ ｒｅＡ
，Ｚ ｈ ｏ ｕＹ，Ｃ ａｚａ ｌ ｉ ｓＭＡ

，Ｐａ ｃ ｈ ｏ ｔＡ
，ｅ ｔａ ｌ ． Ｉ Ｌ －

１ ７ＲＡａ ｎ ｄ

Ｉ Ｌ－

１ ７ＲＣｒｅ ｃ ｅｐ ｔ ｏ ｒ ｓａ ｒｅｅｓ ｓ ｅ ｎ ｔ ｉ ａ ｌｆｏ ｒ ｌ Ｌ －

１ ７Ａ ＿

ｉｎ ｄ ｕ ｃ ｅｄＥ ＬＲ＋ＣＸＣｃ ｈ ｅｍ ｏｋ ｉ ｎ ｅ

ｅ 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ｉ ｎｓｙ
ｎ ｏｖ ｉｏ ｃ

ｙ ｔ ｅ ｓａ ｎ ｄａ ｒｅｏｖ ｅ ｒｅｘｐ ｒｅｓ ｓ ｅｄ ｉ ｎｒ ｈ ｅ ｕｍ ａ ｔｏ ｉｄｂ ｌ ｏｏｄ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８Ｊ ａｎ １

 ；

１ ８ ０
（

ｌ

）
： ６ ５ ５

－６ ３ ．

１ ５ ０ ．Ｔｏｍ ｕ ｓ ｃ ｈａｔＣ
，Ｏ

＇

Ｄｏｎｎ ｅ ｌ ｌＡＭ
，Ｃｏｙ ｌ ｅＤ

，Ｐ ｕ ｒ ｉＰ ．Ｉ ｎ ｃ ｒｅａ ｓ ｅｄＡ ｃ ｔ ｌ ／ ＩＬ－

１ ７Ｒ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ｉ ｎ

Ｈ ｉ ｒ ｓｃ ｈ ｓ ｐ ｒｕ ｎ ｇ

＇

ｓ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Ｐ ｅｄ ｉ ａｔｒ ｉ ｃｓｕ 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２０ １ ６Ｄｅ ｃ

；

３２
（

１ ２
）

：
１ ２ ０ １

－

７ ．

１ ５ １ ．Ｚｅｖ ｉ ｎＡＳ
，Ｍ ｃＫ ｉｎｎｏｎＬ

，Ｂ ｕ ｒｇｅｎ ｅ ｒＡ
，Ｋ ｌ ａｔｔＮＲ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ａ ｌｔ ｒａｎ ｓ ｌｏｃａ ｔ ｉｏｎａ ｎｄ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ｏｍ ｅｄｙ ｓ ｂ ｉｏ ｓ ｉ ｓ ｉ ｎＨ ＩＶ－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ｅｄ ｉｍｍ ｕ ｎ ｅ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 ｎ ．Ｃ ｕｒｒｅｎｔｏｐ ｉｎ ｉ ｏｎ ｉｎＨ ＩＶ

ａｎ ｄ Ａ ＩＤＳ ．２ ０ １ ６Ｍ ａｒ
； 

１ １
 （
２

）
：  １ ８２

－９ ０ ．

１ ５ ２ ．Ｂ ｒｅ ｎ ｃｈ ｌ ｅ
ｙ

ＪＭ
，Ｄｏｕ ｅｋＤＣ ．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ａ ｎ ｄｔｈ ｅｇａｓ ｔ ｒｏ ｉｎ ｔ ｅ ｓ ｔ ｉｎ ａ ｌ ｉｍｍ ｕｎ ｅｓｙ ｓ ｔｅｍ ．

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
ｇｙ

．２ ００ ８Ｊ ａｎ ；
ｌ
（

ｌ

）
：
２ ３

－

３ ０ ．

１ ５ ３ ．Ｂ ｒｅｎ ｃｈ ｌ ｅ
ｙ

ＪＭ
，
Ｐｒｉ ｃ ｅＤＡ

，Ｓ ｃ ｈ ａ ｃｋｅ ｒＴＷ
，Ａ ｓｈ ｅｒＴＥ

，Ｓ ｉ ｌｖ ｅ ｓ ｔ ｒ ｉＧ
，ＲａｏＳ

，ｅｔ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 ｂ ｉ ａ ｌ

ｔｒａ ｎ ｓ ｌ ｏｃａ ｔ ｉ ｏｎｉ ｓａｃａ ｕ ｓ ｅｏ ｆｓｙｓ ｔ ｅｍ ｉ ｃ ｉｍｍ ｕ ｎ ｅａ ｃｔ ｉｖａ ｔ ｉｏｎ ｉ ｎｃ ｈ ｒｏｎ ｉ ｃ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ｎ ．

Ｎ ａｔｕｒｅｍ ｅ ｄ ｉ ｃ ｉｎｅ ．２００６Ｄｅ ｃ
；

１ ２
（

１ ２
）

：  １ ３ ６５
－７ １ ．

１ ５４ ．Ｆｕｒｕ ｓ ｅＭ
，ＨａｔａＭ

，Ｆｕ ｒｕ ｓ ｅＫ
，Ｙｏ ｓｈ ｉ ｄ ａＹ

，Ｈ ａｒａｔａｋ ｅＡ
，Ｓｕｇ ｉ ｔａｎ ｉＹ

，ｅ ｔａ ｌ ．Ｃ ｌａ ｕｄ ｉｎ －ｂａ ｓ ｅｄ

ｔ ｉ

ｇ
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ｓａ ｒｅｃ ｒｕ ｃ ｉ ａ ｌｆｏ ｒｔ ｈ ｅｍ ａｍ ｍ ａ ｌ ｉ ａ ｎｅｐ ｉｄ ｅ ｒｍ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ａ ｌ ｅ ｓ ｓｏｎｆｒｏｍ

ｃ ｌ ａ ｕ ｄ ｉｎ －

ｌ
－ ｄ ｅ ｆｉｃ ｉ ｅｎ ｔｍ ｉ ｃ ｅ ．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ｃ ｅ ｌ ｌ 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２Ｍ ａ ｒ １ ８

；

１ ５ ６
（
６

）
： １ ０９ ９ －

１ １ １ ．

１ ５ ５ ．Ｎ ｉ ｔｔａＴ
，Ｈ ａｔａＭ

，Ｇ ｏｔｏｈＳ
，Ｓ ｅｏＹ

，Ｓ ａ ｓ ａｋ ｉＨ
，Ｈ ａ ｓｈ ｉｍ ｏｔｏＮ

，
ｅｔａ ｌ ．Ｓ ｉｚｅ

－

ｓ ｅ ｌ ｅ ｃ ｔ ｉｖ ｅ ｌｏｏｓ ｅ ｎ ｉｎ ｇ

ｏ ｆｔｈ ｅｂ ｌｏｏｄ
－ ｂ ｒａ ｉ ｎ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ｉ ｎ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５－ ｄ ｅ ｆｉ ｃ ｉ ｅｎ ｔｍ ｉ ｃｅ ．Ｔｈ ｅ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ｃ 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 ．

２ ００ ３Ｍ ａｙ
１ ２

；

１ ６ １
（
３

）
： ６ ５ ３

－

６０ ．

１ ５ ６ ．Ｒｅ ｅｖ ｅ ｓＲＫ
，Ｂｕ ｒｇｅｎ ｅｒＡ

，Ｋ ｌ ａｔｔＮ Ｒ ．Ｔａ ｒｇ ｅ ｔ ｉｎ
ｇｔｈ ｅｇａ ｓ ｔ ｒｏ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ｎ ａ ｌｔ ｒａ ｃ ｔｔｏｄ ｅｖ ｅ ｌｏｐ

ｎ ｏｖｅ ｌ ｔｈ ｅ ｒａ ｐ
ｉ ｅ ｓｆｏ ｒ Ｈ ＩＶ．Ｃ ｌ ｉｎ ｉ ｃ ａ ｌ

ｐ
ｈ ａｒｍ ａ ｃ ｏ ｌ 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 ｅｕ ｔ ｉ ｃ ｓ ．２ ０ １ ５Ｏ ｃ ｔ
；

９ ８
（
４

）
： ３ ８ １

－６ ．

１ ５ ７ ．Ｌａ ｓ ｓ ｉ ｔ ｅ ｒＣ
，Ｆ ａｎＸ

，Ｊ ｏ ｓｈ ｉＰＣ
，Ｊ ａｃｏｂＢＡ

，Ｓ ｕｔ ｌ ｉ ｆｆＲＬ
，ＪｏｎｅｓＤＰ

，ｅｔａ ｌ ．Ｈ ＩＶ－

１ｔ ｒａｎ ｓｇｅｎ ｅ

ｅ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ｏ ｎ ｉ ｎｒａ ｔ ｓｃａ ｕ ｓ ｅｓｏ ｘ ｉｄ ａ ｎ ｔｓ ｔ ｒｅ ｓ ｓａ ｎ ｄａ ｌｖ ｅｏ ｌ ａ ｒ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ｄｙ ｓ 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

Ａ ＩＤ Ｓｒｅ ｓｅ ａ ｒｃｈａｎ ｄ ｔｈ ｅｒａｐｙ ．２ ００ ９Ｆｅｂ４
；

６ ： １ ．

１ ５ ８ ．Ｆ ａｎＸ
，Ｓ ｔａ ｉ ｔ ｉ ｅｈＢ Ｓ

，Ｊ ｅｎ ｓ ｅｎＪ Ｓ
，Ｍ ｏｕ ｌ ｄＫ Ｊ

，Ｇ ｒｅ ｅｎｂｅ ｒｇ
ＪＡ

，Ｊ ｏ ｓｈ ｉＰＣ
，ｅ ｔａ ｌ ．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ｎ ｇ

ｔｈ ｅ

Ｎ ｒｆ２
－ ｍ ｅｄ ｉ ａ ｔ ｅｄａ ｎ ｔ ｉ ｏｘ ｉ ｄ ａ ｎ ｔｒｅ ｓｐｏ ｎ ｓ ｅｅ ｌ ｅｍ ｅｎ ｔｒｅ ｓ ｔｏ ｒｅ ｓ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ｔｈ ｅ ａ ｌｖ ｅｏ ｌ ａ ｒ

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ｕｍｏ ｆ Ｈ ＩＶ－

１ｔ ｒａ ｎ ｓｇｅ ｎ
ｉ ｃｒａ ｔ ｓ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ｎ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ｏｇｙ

Ｌｕｎｇ
ｃ ｅ ｌ ｌｕ ｌ ａｒａｎｄ

ｍ ｏ ｌ ｅ ｃ ｕ ｌ ａ ｒ
ｐ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３Ａ ｕ ｇ ｌ

；
３ ０ ５

（
３

）
： Ｌ２６ ７ －

７ ７ ．

１ ５ ９ ．Ｆａｎ ｉ ｂｕｎ ｄ ａＳＥ
，Ｍ ｏｄ ｉＤＮ ．Ｇ ｏｋ ｒａ ｌＪ Ｓ ，Ｂ ａｎ ｄ ｉ ｖ ｄ ｅ ｋａｒＡＨ ．Ｈ ＩＶ

ｇｐ
ｌ ２ ０ｂ ｉｎｄ ｓｔ ｏｍ ａ ｎ ｎ ｏ ｓ ｅ

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ｏ ｎｖ ａ
ｇ

ｉ 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ａ ｎｄ ｉ ｎ ｄ ｕ ｃ ｅｓｐ ｒｏｄ ｕ ｃ ｔ ｉｏ ｎｏ ｆｍ ａ ｔ ｒ ｉ ｘ

ｍ ｅ ｔａ ｌ ｌ ｏ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ａ ｓ ｅ ｓ ．Ｐ Ｉ ｏ Ｓｏｎ ｅ ．２ ０ １ １  ；

６
（

１  ｌ

）
： ｅ２ ８０ １ ４

．

１ ６ ０ ．Ｋ ｉｍＭ
，Ｑ ｉ ａｏＺ Ｓ

．Ｍ ｏｎ ｔ ｅ ｆｉ ｏ ｒ ｉＤＣ
，Ｈ ａｙ ｎ ｅ ｓＢ Ｆ

，Ｒｅ ｉ ｎｈ ｅ ｒｚＥＬ
，Ｌ ｉ ａｏＨＸ ．Ｃ ｏｍ ｐａ ｒ ｉ ｓｏ ｎｏ ｆ

Ｈ ＩＶＴ
ｙ ｐ

ｅ １ＡＤＡｇ ｐ ｌ ２ ０ｍ ｏ ｎ ｏｍ ｅ ｒ ｓｖ ｅ ｒ ｓ ｕ ｓ
ｇ ｐ ｌ ４０ｔ ｒ ｉｍ ｅ ｒ ｓａ ｓ ｉｍｍ ｕ ｎ ｏｇｅ ｎ ｓｆｏ ｒｔ ｈ ｅ

ｉ ｎ ｄ ｕ ｃ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ｎ ｅ ｕ ｔ ｒａ ｌ ｉ ｚ ｉ ｎ
ｇａ ｎ ｔ ｉ ｂｏ ｄ ｉ ｅｓ ．Ａ Ｉ ＤＳｒｅ ｓ ｅ ａｒｃ ｈａ ｎ ｄｈ ｕｍ ａｎｒｅ ｔ ｒｏｖ ｉ ｒｕ ｓ ｅ ｓ ．２ ０ ０ ５

Ｊ ａ ｎ
；
２ １

（
ｌ

）
： ５ ８

－

６ ７ ．

１ ６ １ ．Ｍ ａｎ ｋ ｅ ｉｔ ｚＪ
，Ａｍ ａ ｓ ｈ ｅｈＭ ，Ｋ ｒｕ ｇＳＭ ，Ｆ ｒｏｍｍＡ

，Ａｍ ａ ｓ ｈ ｅ ｈＳ
，Ｈ ｉ ｌ ｌ ｅｎ ｂｒａｎ ｄＢ

，ｅ ｔａ ｌ ．

１ ３ ３



中 国疾病 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 文献

ＴＮＦａ ｌ

ｐ
ｈ ａｕ

ｐ
－

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ｅｓｃ ｌ ａ ｕ ｄ ｉｎ

－

２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 ｎ ｉ ｎ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ＨＴ－２ ９／Ｂ６ｃ ｅ ｌ ｌ ｓｖ ｉ ａ

ｐ
ｈ ｏ ｓｐｈ ａ ｔ ｉ ｄｙ ｌ ｉｎ ｏ ｓ ｉ ｔｏ ｌ

－３ －ｋ ｉ ｎ ａ ｓｅ 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ｎ

ｇ
．Ｃ ｅ ｌ ｌａ ｎ ｄ ｔ ｉ ｓ ｓｕ ｅ ｒｅ ｓ ｅ ａ ｒｃｈ ．２００ ９

Ａ
ｐｒ

；

３ ３ ６
（

ｌ

）
： ６ ７

－

７ ７ ．

１ ６２ ．Ｋ ｉ ｎ ｕｇａ ｓ ａＴ
，
Ｓ ａｋａ

ｇｕ ｃ
ｈ ｉＴ

， 
ＧｕＸ

，
Ｒｅ ｉ ｎ ｅｃｋ ｅｒ ＨＣ ．Ｃ ｌａ ｕ ｄ ｉｎ ｓ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ｅ ｔ 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

ｉ ｎｒｅｓ ｐｏ
ｎ ｓｅｔｏ ｉｍｍ ｕ ｎ ｅｍ ｅｄ ｉａ ｔｏ ｒ ｓ ． Ｇ ａ ｓｔ ｒｏ ｅｎ ｔ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 ２０００Ｊｕｎ
；

１ １ ８
（
６

）
：

１ ０ ０ Ｉ

－

１ １ ．

１ ６ ３ ．Ｃ ｈ ｅｎｇ
－Ｙｕ ａｎＫ

，Ｆ ｅ ｉＨ ．Ｙ ｉｎＣ
，Ｐｈ ｉ ｌ ｉｐ

Ｔ
，
Ｓｈ ｉ ｎ ｉ ｃｈ ｉ ｒｏＷ

，
Ｃ ｈ ｒ ｉ ｓ ｔｙ

Ｋ
，ｅ ｔａ ｌ ．Ｕ

ｐ
－

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

ＣＣｃ ｈ ｅｍ ｏ ｋ ｉｎ ｅ ｌ ｉ

ｇ
ａ ｎ ｄ２ ０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ｉｎｈ ｕｍ ａｎａ ｉ ｒｗａｙ

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ｕｍｂ

ｙ
Ｉ Ｌ－

１ ７ｔ ｈ ｒｏ ｕ
ｇ
ｈａ

ＪＡＫ－

ｉ ｎ ｄ ｅｐ ｅｎ ｄ ｅｎ ｔｂ ｕ ｔＭＥＫ／ＮＦ－ｋａｐｐａＢ
－ｄ ｅｐｅ ｎ ｄ ｅｎ ｔ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 ｎｇｐａ ｔｈｗａ ｙ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ｍｍ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５
；

１ ７ ５
（

１ ０
）

： ６６７ ６
－

８ ５ ．

１ ６４ ．Ｍ ｃＡ ｌ ｅ ｅ ｒＪ Ｐ
，Ｋ ｏ ｌ ｌ ｓＪＫ ．Ｄ ｉ ｒｅｃ ｔ ｉ ｎ ｇｔ ｒａ ｆｆｉ ｃ ：ＩＬ－

１ ７ａ ｎ ｄＩ Ｌ －

２２ｃｏｏ ｒｄ ｉ ｎ ａ ｔｅｐ ｕ ｌｍ ｏ ｎ ａ ｒｙ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ｄ ｅ ｆｅｎ ｓ ｅ ．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ｒｅｖ ｉ ｅｗ ｓ ．２ ０ １ ４Ｊ ｕ ｌ

；

２６０
（

ｌ

）
：  １ ２９ －

４４ ．

１ ６ ５ ．Ｃ ｈ ａ ｎｇＳ
Ｈ

，Ｐａ ｒｋＨ
，Ｄｏｎｇ

Ｃ ．Ａ ｃ ｔ ｌａ ｄ ａ
ｐ

ｔｏ ｒ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ｉ ｓａ ｎ ｉｍ ｍ ｅｄ ｉ ａ ｔｅａ ｎ ｄｅ ｓ ｓ ｅｎ ｔ ｉ ａ ｌ

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ｉ ｎ ｇｃ ｏ

ｍ
ｐｏ ｎ ｅ ｎ ｔｏ ｆ ｉ ｎ ｔ ｅ ｒ ｌ ｅｕ ｋ ｉｎ －

１ ７ｒｅ ｃ ｅｐ ｔ ｏ ｒ．Ｔｈｅ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ｂ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ｃ ｈ ｅｍ ｉ ｓ ｔ ｒｙ ．

２ ００６Ｎ ｏｖ２４
；

２ ８ １

（
４ ７

）
： ３ ５ ６０３

－

７ ．

１ ６６ ．Ｆ ａ ｎ ｔ ｉｎ ｉＪ
，ＣｏｏｋＤＧ ，Ｎ ａｔｈａｎ ｓｏｎＮ

，Ｓ
ｐ

ｉ ｔａ ｌ ｎ ｉｋＳＬ
，Ｇｏｎｚａ ｌ ｅｚ

－

Ｓ ｃ ａｒａｎｏＦ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ｎｏｆ

ｃｏ ｌｏｎ ｉ ｃｅ ｐ
ｉ ｔｈｅ ｌ ｉａ ｌｃｅ ｌ ｌ ｌ ｉ ｎｅｓｂｙｔｙ ｐｅ１ｈ ｕｍ ａｎ ｉｍｍ ｕ ｎ ｏｄ ｅｆｉ ｃ ｉ ｅ ｎ 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 ｉ ｓ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ｅｄ

ｗ ｉ ｔ ｈｃｅ ｌ ｌｓ ｕ ｒｆａ ｃｅｅｘｐ 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 ｆ
ｇａ

ｌａ ｃ ｔｏ ｓｙ ｌ ｃ ｅ ｒａｍ ｉｄ ｅ
，ａｐｏ ｔ ｅｎ ｔ ｉ ａ ｌａ ｌ ｔ ｅ ｒｎ ａ ｔ ｉｖ ｅｇｐ ｌ ２０

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Ｐ ｒｏ ｃ ｅ ｅｄ ｉｎｇ ｓｏ ｆ ｔｈ ｅＮ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Ａ ｃ ａｄｅｍｙｏ ｆ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ｏｆ ｔｈｅＵ ｎ ｉ ｔ ｅｄＳ ｔａ ｔｅ ｓｏｆ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 ． １ ９９ ３Ａｐｒ ｌ
；

９０
（
７
）

： ２７０ ０ －４ ．

１ ６７ ．Ｆ ａｎ ｔ ｉｎ ｉＪ
，Ｈ ａｍｍ ａｃｈ ｅＤ

，Ｄｅ ｌ ｅｚａｙＯ ，Ｙａｈ ｉＮ
，Ａｎｄｒｅ

－Ｂ ａ ｒｒｅ ｓＣ
，Ｒ ｉ ｃｏ

－Ｌａｔｔｅ ｓＩ
，ｅ ｔａ ｌ ．

Ｓ
ｙ
ｎ ｔｈ ｅ ｔ ｉ ｃｓｏ ｌｕ ｂ ｌ ｅａ ｎ ａ ｌｏｇｓｏ

ｆ
ｇａ

ｌ ａ ｃ ｔｏｓｙ
ｌ ｃ ｅ ｒａｍ ｉｄ ｅ（

Ｇ ａ ｌＣ ｅ ｒ
）
ｂ ｉ ｎ ｄｔ ｏｔｈ ｅＶ３ｄ ｏｍ ａ ｉ ｎｏ ｆ

Ｈ ＩＶ－

１ｇｐ ｌ ２０ａｎｄ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Ｈ ＩＶ－

ｌ
－

ｉｎ ｄ ｕ ｃ ｅｄｆｕ ｓ ｉ ｏ ｎａ ｎｄｅｎ ｔ ｒｙ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ｂ ｉ 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 ｌ

ｃ ｈ ｅｍ ｉ ｓ ｔｉｙ ． １ ９９ ７Ｍ ａｒ １ ４
；

２ ７２
（

ｌ ｌ
）

： ７２４５ －

５２ ．

１ ６ ８ ．Ｌｏ ｕｂｏｕ ｔ ｉ ｎＪＰ
，Ｓ ｔ ｒａｙ

ｅｒＤＳ ．Ｂ ｌ ｏｏｄ－ ｂ ｒａ ｉ ｎ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ａ ｂ ｎ ｏ ｒｍ ａ ｌ ｉ ｔ ｉｅ ｓｃａ ｕ ｓｅｄｂｙ
Ｈ ＩＶ－

１
ｇｐ

ｌ ２０ ：

ｍ ｅｃ ｈ ａ ｎ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ｎ ｄｔ ｈ ｅ ｒａｐ ｅｕ ｔ ｉ ｃ ｉｍ 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ＴｈｅＳ ｃ ｉ ｅｎ ｔ ｉ ｆｉ ｃＷｏ ｒ ｌ ｄＪ ｏｕｒｎ ａ ｌ ．

２ ０ １ ２
；

２ ０ １ ２ ： ４ ８２ ５ ７ ５ ．

１ ６ ９ ．Ａｗ ａｎＦＭ
，Ａ ｎ

ｊ
ｕｍＳ

，Ｏｂａ ｉ ｄＡ
，Ａ ｌ ｉＡ

，ＰａｒａｃｈａＲＺ ，Ｊａｎ
ｊ
ｕ ａＨＡ ．Ｉ ｎ －

ｓ ｉ ｌ ｉ ｃｏａ ｎ ａ ｌ ｙｓ ｉ ｓｏ ｆ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５ｒｅｖ ｅ ａ ｌ ｓｎ ｏｖ ｅ ｌ

ｐ ｕ ｔａ ｔ ｉｖｅｓ ｉ ｔｅ ｓｆｏ ｒ
ｐｏ ｓ ｔ

－

ｔ ｒａ ｎ ｓ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ｌｍ ｏｄ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ｓ ： Ｉ ｎ ｓ ｉ

ｇ
ｈ ｔ ｓ

ｉ ｎ ｔｏ
ｐ ｏ ｔｅ ｎ ｔ ｉ ａ ｌｍ ｏ ｌ ｅｃ ｕ ｌａ ｒｄ ｅ ｔｅ ｒｍ ｉ ｎ ａ ｎ ｔ ｓｏ ｆｂ ｌ ｏ ｏｄ － ｂ ｒａ ｉ ｎｂ 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ｂ ｒｅａ ｃ ｈ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Ｈ ＩＶ－

１

ｉ ｎ ｆ ｉ ｌ ｔ ｒａ ｔ ｉｏ ｎ ．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 ｏｎ
，ｇ

ｅｎ ｅ ｔ ｉ ｃ ｓａｎ ｄ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 ｏ ｎ ：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ｍｏ ｌ ｅ ｃ ｕ ｌ ａ ｒｅ

ｐ
ｉ ｄｅｍ ｉ ｏ ｌ ｏｇｙａｎ

ｄ

ｅ ｖ ｏ ｌ ｕ ｔ ｉ ｏ ｎ ａ ｒｙｇｅ
ｎ ｅ ｔ ｉ ｃ ｓ ｉ ｎ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 ｏ ｕ ｓｄ ｉ ｓ ｅ ａｓｅ ｓ ． ２ ０ １ ４Ｏ ｃ ｔ

；

２ ７
： ３ ５ ５

－

６ ５ ．

１ ７ ０ ．Ｇ ｕ ａｄａ ｌ ｕ
ｐ
ｅＭ

，
Ｒｅａｙ

Ｅ
，
Ｓａｎ ｋ ａ ｒａｎＳ

，
Ｐ ｒ ｉｎｄ ｉ ｖ ｉ ｌ ｌ ｅＴ

，
Ｆ ｌ ａｍｍＪ

，
Ｍ ｃＮ ｅ ｉ ｌＡ

，
ｅ ｔａ ｌ ． Ｓ ｅｖｅ ｒｅＣＤ４＋

Ｔ－

ｃ ｅ ｌ ｌｄ ｅ ｐ ｌ ｅ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ｇｕ ｔ ｌｙｍ ｐｈｏ ｉｄｔ ｉ ｓ ｓｕ ｅｄ ｕ ｒ ｉ ｎ ｇｐ ｒ ｉｍ ａ ｒ
ｙ

ｈ ｕｍ ａ ｎ ｉｍ ｍ ｕ ｎ ｏｄ ｅｆｉ ｃ ｉ ｅ ｎ ｃ ｙ

ｖ ｉ ｒ ｕ ｓｔｙｐ ｅ１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ｎａ ｎｄｓｕ ｂ ｓ ｔａｎ ｔ ｉ ａ ｌｄ ｅ ｌａ ｙ ｉ ｎｒｅｓ ｔｏ ｒａ ｔ ｉｏ ｎｆｏ ｌ ｌ ｏｗ ｉ ｎｇｈ ｉ

ｇ
ｈ ｌ

ｙａ ｃ ｔ ｉ ｖ ｅ

ａ ｎ ｔ ｉ ｒｅ ｔ ｒｏｖ ｉ ｒａ ｌｔ ｈ ｅ ｒａ ｐｙ ． ＪＶ ｉ ｒｏ ｌ ．２ ０ ０ ３Ｎ ｏｖ
；

７ ７
（
２ １

）
： ｌ  １ ７ ０ ８ －

１ ７ ．

１ ７ １ ．Ｗａ ｃ ｌ ｅ ｃｈ ｅＶＳ
，Ｌ ａ ｎ ｄａｙＡ ，Ｒｏｕ ｔｙＪ Ｐ

，Ａｎ ｃ ｕ ｔａＰ ．ＴｈｅＴ ｈ ｌ ７Ｌ ｉ ｎ ｅａ
ｇ
ｅ ：Ｆ ｒｏｍＢａ ｒｒ ｉ ｅ ｒ

Ｓ ｕ ｒｆａ ｃ ｅ ｓＨ ｏｍ ｅｏｓ ｔａ ｓ ｉ ｓｔｏＡ ｕ ｔｏ ｉｍ ｍ ｕ ｎ ｉ ｔｙ，Ｃ ａ ｎ ｃ ｅ ｒ
，ａ ｎ ｄＨ ＩＶ－

１Ｐａ ｔｈ ｏｇｅ ｎ ｅ ｓ ｉ ｓ ．Ｖ ｉ ｒｕ ｓｅ ｓ ．

２ ０ １ ７ Ｏｃ ｔ １ ９
；

９
（

１ ０
）

．

１ ７ ２ ．Ｒｅｙ
ｎｏ ｌ ｄ ｓＪＭ ．Ｍ ａｒｔ ｉ ｎ ｅｚＧ Ｊ

，Ｎ ａ ｌ ｌ ａ
ｐ
ａ ｒａ

ｊ
ｕＫＣ

？Ｃ ｈ ａｎｇ
ＳＨ

，Ｗａｎ
ｇ
ＹＨ ，Ｄｏｎ ｇ

Ｃ ．Ｃ ｕ ｔ ｔ ｉ ｎ
ｇ

１ ３ ４



中 国疾病预防控 制 中 心博 ＋学位论文


参考 文献

ｅｄ
ｇ
ｅ ：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 ｉ 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ｉ ｎ ｆｌ ａｍｍ ａ ｔ ｉｏｎａ ｎｄｂ ａ ｒｒ ｉ ｅ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ｂｙ Ｉ Ｌ －

１ ７Ｃ ．Ｊｏｕ 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２Ｎ ｏｖ ｌ

；

１ ８ ９
（
９

）
： ４２２ ６ －

３ ０ ．

１ ７３ ．Ｃ ａｏＡＴ，ＹａｏＳ
，Ｇ ｏｎｇＢ ，Ｅ ｌ ｓｏｎＣＯ

，Ｃ ｏｎｇＹ．Ｔ 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 ｓｕ ｐ
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ｅｐｏ ｌ

ｙｍ ｅ ｒ ｉ ｃＩ ｇ

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ａ ｎ ｄ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Ｉ

ｇＡａ ｎ ｄｃｏ ｎ ｔ ｒ ｉ ｂ ｕ ｔｅｔｏ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ｈ ｏｍ ｅｏ ｓ ｔ ａ ｓ ｉ ｓ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２Ｎ ｏｖ ｌ

；

１ ８ ９
（
９

）
： ４ ６６６

－

７３ ．

１ ７４ ．Ｖａｓ ｓａ ｌ ｌ ｏＭ
，Ｍ ｅ ｒｃ ｉ ｅＰ

，Ｃ ｏ ｔ ｔ ａ ｌ ｏ ｒｄ ａＪ
，Ｔ ｉ ｃ ｃｈ ｉｏｎ ｉＭ

，Ｄｅ ｌ ｌ ａｍ ｏｎ ｉ ｃ ａＰ．Ｔｈ ｅｒｏ ｌ ｅｏ ｆ

ｌ ｉ

ｐ ｏｐ ｏ
ｌｙ ｓａ ｃ ｃ ｈ ａ ｒ ｉ ｄ ｅａ ｓａｍ ａ ｒｋ ｅ ｒｏ ｆ ｉｍｍ ｕ ｎ ｅａ ｃ ｔ ｉｖ ａ ｔ ｉｏ ｎ ｉｎＨ ＩＶ－

１ ｉｎ ｆｅ ｃ ｔｅｄｐ 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 ：ａ

ｓ
ｙ ｓ ｔｅｍ ａ ｔ ｉ ｃ ｌ ｉ ｔ ｅ ｒ ａ ｔｕ ｒｅｒｅｖ ｉ ｅｗ ．Ｖｉ ｒｏ ｌ ｏｇｙ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２０ １ ２Ａｕｇ 
２７

；

９ ： １ ７４ ．

１ ７ ５ ．Ｒａ ｆｆａ ｔ ｅ ｌ ｌ ｕＭ
，Ｓａｎ ｔｏ ｓＲＬ

，Ｖｅｒｈ ｏ ｅｖｅｎＤＥ
，ＧｅｏｒｇｅＭＤ ，Ｗ ｉ ｌ ｓｏｎＲＰ

，Ｗ ｉ ｎ ｔｅｒＳＥ
，ｅｔａ ｌ ．

Ｓ ｉｍ ｉ ａ ｎ ｉｍ ｍ ｕ ｎ ｏｄ ｅｆｉ ｃ ｉ ｅ ｎ 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

－

ｉ ｎ ｄ ｕ ｃｅｄｍ ｕｃｏｓａ ｌ ｉｎ ｔｅｒ ｌ ｅｕｋ ｉｎ－

１ ７ｄ ｅ ｆｉｃ ｉ ｅｎ ｃｙｐ ｒｏｍ ｏ ｔ ｅ ｓ

Ｓａ ｌｍ ｏ ｎ ｅ ｌ ｌ ａｄ ｉ ｓ ｓ ｅｍ ｉ ｎ ａ ｔ ｉｏ ｎｆｒｏｍｔｈ ｅ
ｇｕ ｔ ． Ｎ ａｔｕｒｅｍ ｅｄ ｉ ｃ ｉｎ ｅ ． ２００ ８Ａ

ｐｒ
；

１ ４
（
４

）
：４２ １

－

８ ．

１ ７６ ．Ｎ ｅｇ
ｉＮ

，Ｓ ｉ ｎｇ
ｈＲ

，Ｓｈ ａｒｍ ａＡ
，Ｄａ ｓＢＫ

，Ｖａ
ｊ ｐａｙｅ ｅ

Ｍ ．Ｃｏｍ ｐａ ｒａ ｔ ｉｖｅｅｖ ａ ｌ ｕ 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ｔ ｒａ ｎ ｓ ｌ ｏｃａ ｔ ｉ ｏ ｎｐ ｒｏｄ ｕ ｃ ｔ ｓ（
ＬＰＳ

，ｓＣＤ １ ４
，Ｉ

ｇ
ＭＥ ｎ ｄ ｏ ｃａｂ

） ｉ ｎＨ ＩＶ－

１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

Ｉｎ ｄ ｉ ａ ｎ ｉ ｎ ｄ ｉｖ ｉｄ ｕ ａ ｌ ｓ ．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ａ ｌ

ｐ
ａ ｔｈ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 ．２０ １ ７Ｏｃ ｔ

；

ｌ ｌ ｌ ： ３ ３ １
－７ ．

１ ７７ ．Ｍ ａＴＹ
，Ｂｏ ｉ ｖ ｉ ｎＭＡ

，ＹｅＤ
，Ｐ ｅｄｒａｍＡ

，Ｓ ａ ｉ ｄＨＭ ．Ｍ ｅ ｃｈ ａｎ ｉ ｓｍｏ ｆＴＮＦ－

｛
ａ ｌ ｐ ｈ ａ ｝

ｍ ｏｄ ｕ ｌ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Ｃａ ｃｏ
－２ ｉｎ ｔ ｅｓ ｔ ｉｎ ａ ｌｅ ｐ ｉ ｔｈｅ ｌ ｉａ ｌｔ ｉ

ｇ
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ｒｏ ｌ ｅｏｆｍ ｙｏ ｓ ｉ ｎ

ｌ ｉ

ｇｈ ｔ
－

ｃｈ ａ ｉ ｎｋ ｉ ｎ ａ ｓ ｅ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Ａｍ ｅｒ ｉ ｃ ａｎ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Ｇ ａ ｓ ｔｒｏ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ｎａ ｌ

ａｎ ｄ ｌ ｉ ｖ ｅ ｒ
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０ ５Ｍ ａｒ
；

２ ８ ８
（
３

）
：Ｇ４２２ －

３ ０ ．

１ ７ ８ ．Ｚｈ ａｎｇＨ ，Ｋ ｏｖａ ｃ ｓ
－Ｎ ｏ ｌ ａｎＪ

，Ｋｏｄ ｅ ｒａＴ
，ＥｔｏＹ

，Ｍ ｉｎｅＹ．ｇａｍｍ ａ －Ｇ ｌｕ ｔａｍ ｙ
ｌｃ

ｙ
ｓ ｔ ｅ ｉ ｎ ｅａｎ ｄ

ｇａｍ ｍ ａ
－

ｇ
ｌ ｕ ｔａｍ ｙ ｌｖａ ｌ ｉ ｎ ｅ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ＴＮＦ －

ａ ｌｐｈ ａｓ ｉ

ｇｎ ａ
ｌ ｉｎ ｇ

ｉ ｎ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ａ ｎ ｄ

ｒｅｄ ｕ ｃｅ ｉ ｎ ｆｌａｍ ｍ ａ ｔ ｉ ｏ ｎ ｉ ｎａｍ ｏ ｕ ｓ ｅｍ ｏｄ ｅ ｌｏ ｆｃｏ ｌ ｉ ｔ ｉｓｖ ｉ ａａ ｌ ｌ ｏｓ ｔｅ ｒ ｉ ｃａ ｃ ｔ ｉｖ 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ｔ ｈ ｅ

ｃａ ｌ ｃ ｉ ｕｍ －

ｓｅｎ ｓ ｉ ｎ
ｇ

ｒｅ ｃ ｅｐ ｔｏ ｒ．Ｂ ｉ ｏ ｃｈ ｉｍ ｉ ｃ ａ ｅｔ ｂ ｉ ｏｐ
ｈｙ ｓ ｉ ｃａａｃ ｔａ ．２０ １ ５Ｍ ａｙ ；

１ ８ ５ ２
（
５

）
： ７ ９２

－

８ ０４ ．

１ ７９ ．Ｇ ａ ｒ ｓ ｉ ｄ ｅＰ．Ｃｙ ｔｏ ｋ ｉ ｎ ｅ ｓ ｉ ｎｅｘ 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Ｃ ｌ ｉｎ 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 ｉｍｍ ｕｎｏ ｌ ｏｇｙ ．

１ ９９ ９Ｄｅ ｃ ； １ １ ８
（
３

）
： ３ ３ ７

－９ ．

１ ８０ ．Ｍ ｏ ｌ ｉ ｎ ａＪＭ
，Ｓ ｃ ａｄｄ ｅｎＤＴ

，Ｂｙ
ｍＲ

，Ｄ ｉｎ ａｒｅ ｌ ｌｏＣＡ
，Ｇ ｒｏｏｐｍａｎＪＥ ．Ｐ ｒｏｄ ｕ ｃ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ｔｕｍ ｏ ｒ

ｎ ｅ ｃ ｒｏ ｓ ｉｓｆａ ｃ ｔｏ ｒａ ｌ

ｐ
ｈ ａａ ｎ ｄ ｉ ｎ ｔｅ ｒ ｌ ｅ ｕ ｋ ｉｎ１ｂ ｅ ｔ ａｂｙ

ｍ ｏｎ ｏ ｃｙ
ｔ ｉｃｃ ｅ ｌ ｌ ｓ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ｅｄｗ ｉ ｔｈｈ ｕｍ ａｎ

ｉｍ ｍ ｕ ｎ ｏｄ ｅ ｆｉ ｃ ｉ ｅｎ ｃｙ
ｖ ｉ ｒｕ ｓ ．Ｔｈ ｅ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ｃ ｌ ｉｎ ｉｃａ ｌ ｉｎｖ ｅ ｓｔ ｉｇａｔ ｉ ｏｎ ． １ ９ ８ ９Ｓ ｅｐ ；

８４
（
３

）
： ７ ３ ３

－ ７ ．

１ ８ １ ．Ｄ ｉ ｎｈＤＭ
，Ｖｏ ｌ

ｐ ｅＧ Ｅ
，Ｄｕ ｆｆａ ｌｏＣ

，Ｂｈａ ｌ ｃｈａｎｄｒａＳ
，Ｔａ ｉＡＫ

，Ｋ ａｎ ｅＡＶ
，ｅ ｔａ ｌ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 ｏ ｔａ
，ｍ ｉ ｃ ｒｏ ｂ ｉａ ｌｔ ｒａ ｎ ｓ ｌ ｏｃａ ｔ ｉ ｏｎ

，ａｎ ｄｓｙｓ ｔｅｍ ｉｃ ｉｎ ｆｌａｍ ｍ ａ ｔ ｉｏｎ ｉ ｎｃ ｈ ｒｏ ｎ ｉ ｃ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 ｃ ｔ ｉｏ ｎ ．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ｏｕ ｓｄ ｉ ｓｅａ ｓ ｅ ｓ ．２０ １ ５Ｊ ａｎ １
；

２ １  ｌ
（

ｌ
）

：
１ ９

－２ ７ ．

１ ８２ ．Ｗｅ ｓ ｔ ｅｎ ｄｏ ｒ
ｐＭＯ ．Ｆ ｒａｎｋＲ

，Ｏｃｈ ｓ ｅｎｂ ａｕ ｅｒＣ
，Ｓ ｔｒ ｉ ｅｋｅ ｒＫ

，Ｄｈ ｅ ｉ ｎＪ
，Ｗａ ｌ ｃｚａｋＨ

，ｅ ｔａ ｌ ．

Ｓｅ ｎ ｓ ｉ ｔ ｉｚ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Ｔｃ ｅ ｌ ｌ ｓ ｔｏＣＤ ９ ５
－ ｍ ｅｄ ｉ ａ ｔｅｄａ 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ｂｙ

Ｈ ＩＶ－

１Ｔａ ｔａ ｎ ｄ
ｇｐ

ｌ ２ ０ ． Ｎ ａｔｕ ｒｅ ．

１ ９９ ５Ｊ ｕ ｎ８
；

３ ７ ５
（
６ ５ ３ １

）
： ４ ９ ７

－

５ ００ ．

１ ８ ３ ．Ｓ ａ ｎ ｔ ｏ ｓ ｕ ｏ ｓ ｓｏＭ
，Ｒ ｉｇｈ ｉＥ

，Ｌ ｉ ｎ ｄ ｓ ｔ ｒｏｍＶ
，Ｌ ｅｂ ｌ ａｎｃＰＲ

，Ｐｏｚｎａｎ ｓ ｋｙＭ Ｃ ．Ｈ Ｉ Ｖ－

１ｅ ｎ ｖ ｅ ｌ ｏｐ ｅ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ｇ ｐ ｌ ２ ０ ｉ ｓｐ ｒｅｓ ｅ ｎ ｔａ ｔｈ ｉ

ｇ
ｈｃｏ ｎ ｃ ｅ ｎ ｔ ｒ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ｉ ｎｓ ｅｃｏ ｎ ｄ ａ ｒｙ ｌｙ

ｍ ｐ ｈ ｏ ｉ ｄｏ ｒ
ｇａ

ｎ ｓｏ ｆ

ｉ ｎ ｄ ｉ ｖ ｉ ｄ ｕ ａ ｌ ｓｗ ｉ ｔ ｈｃ ｈ ｒｏ ｎ ｉ ｃＨ Ｉ Ｖ－

１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 ｏｎ ．Ｔｈ ｅＪ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 ｏ ｕ ｓｄ ｉ ｓ ｅ ａ ｓｅ ｓ ．２ ０ ０ ９Ｏｃ ｔ

１
；

２ ０ ０
（
７

）
：  １ ０ ５ ０ －

３ ．

１ ８４ ．Ｃ ｏ ｎ ｔ ｉＨ Ｒ ．Ｓ ｈ ｅ ｎＦ ．Ｎ ａｙｙ ａ ｒＮ
，Ｓ ｔｏ ｃ ｕｍＥ

，Ｓ ｕ ｎＪＮ ，Ｌ ｉ ｎｄ ｅｍ ａｎ ｎＭ Ｊ
，ｅ ｔａ ｌ ．Ｔ 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 ｓａ ｎ ｄ

Ｉ Ｌ－

１ ７ｒｅ ｃ ｅ
ｐ ｔ ｏ ｒｓ ｉｇ ｎ ａ ｌ ｉ ｎ ｇａ ｒｅｅ ｓ ｓ ｅ ｎ ｔ ｉ ａ ｌｆｏ ｒｍ ｕ ｃｏｓａ ｌｈ ｏ ｓ ｔｄ ｅ ｆｅ ｎ ｓ ｅａ ｇａ

ｉ ｎ ｓ ｔｏ ｒ ａ ｌ

１ ３ ５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 文献

ｃａｎｄ ｉｄ ｉａ ｓ ｉ ｓ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 ｍ ｅｄ ｉ ｃ ｉｎｅ ． ２ ００９Ｆ ｅｂ Ｉ ６

；

２０ ６
（
２

）
：
２ ９９ －

３ １ １ ．

１ ８ ５ ．Ｔｒａｕ ｔｗ ｅ ｉ ｎ
－Ｗｅ ｉ ｄｎ ｅ ｒＫ

，Ｇ ｌ ａｄ ｉ ａｔｏ ｒＡ
？
Ｋ ｉ ｒｃｈｎ ｅ ｒＦＲ

；
Ｂ ｅｃ ａ ｔｔ ｉ ｎ ｉＳ

，Ｒｕ ｌ ｉ ｃｋ ｅＴ
，
Ｓ ａ ｌ ｌ ｕ ｓ ｔｏＦ

，
ｅ ｔａ ｌ ．

Ａｎ ｔ ｉｇ ｅｎ －Ｓ ｐｅｃ ｉ ｆｉ ｃＴｈ ｌ ７Ｃ ｅ ｌ ｌ ｓＡ ｒｅＰ ｒ ｉｍ ｅｄｂｙ
Ｄ ｉ ｓ ｔ ｉｎ ｃ ｔａ ｎ ｄＣｏｍ ｐ ｌ ｅｍ ｅｎ ｔ ａ ｒｙ

Ｄｅｎ ｄ ｒ ｉ ｔ ｉ ｃ

Ｃ ｅ ｌ ｌＳ ｕ ｂ ｓｅ ｔ ｓ ｉ ｎＯ ｒｏｐ ｈ ａ
ｒｙ ｎ ｇ ｅａ

ｌＣａ ｎ ｄ ｉ ｄ ｉ ａ ｓ ｉ ｓ ．ＰＬ ｏ Ｓｐ
ａ ｔｈｏｇｅｎ ｓ ．２０ １ ５

０ｃ ｔ
；

ｌ ｌ
（

１ ０
）

： ｅ ｌ ００ ５ １ ６４ ．

１ ８６ ．Ｔ ｉ ｎ ｃａｔ ｉＣ
，Ｄｏ ｕｅｋＤＣ

，Ｍａｒｃｈｅｔｔ ｉＧ ．Ｇ ｕ ｔ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ｓ ｔ ｒｕ ｃ ｔｕ ｒｅ
，ｍ ｕ ｃｏ ｓ ａ ｌ ｉｍｍ ｕ ｎ ｉ ｔｙａ ｎ ｄ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ｎ ａ ｌ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ｏ ｔａ ｉｎｔｈ ｅｐａ ｔｈ ｏｇｅ
ｎ ｅｓ ｉ ｓａ ｎｄｔｒｅａ ｔｍ ｅｎ ｔｏ ｆＨ ＩＶ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ｏ ｎ ．Ａ ＩＤ Ｓ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 ０ １ ６
； 

１ ３ ： １ ９ ．

１ ８ ７ ．Ｚｈａｎ ｇ
Ｊ

，
ＬｕＹ

，
Ｗｅ ｉＪ

，Ｌ ｉＬ
，
Ｈ ａｎＬ ．Ｐ ｒｏ ｔｅｃ ｔ ｉｖｅｅ ｆｆｅ ｃ ｔｏ ｆ ｃ ａ ｒｂｏｘｙ ｔｍ ｅ ｔｈｙ

ｌ ｐａ ｃ ｈ ｙｍ ａ ｒａ ｎｏｎ

ＴＮＦ－

ａ ｌ ｐ ｈ ａ
－

ｉ ｎｄ ｕ ｃ ｅｄｄ ａｍ ａｇｅ
 ｉｎＣａ ｃｏ

－２ｃｅ ｌ ｌｍ ｏｎ ｏ ｌａｙｅ ｒ ｓ
． Ｉ ｎ ｔ ｅ ｒｎ 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ｂ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ｍ ａ ｃ ｒｏｍ ｏ ｌ ｅｃ ｕ ｌ ｅ ｓ ．２０ １ ６Ｄｅ ｃ
；

９ ３
（
Ｐ ｔ Ａ

）
： ５ ０６

－

１ １ ．

１ ８ ８ ．Ｃ ｈ ｅｎＹＨ
，ＬｕＱ ，Ｇ ｏｏｄ ｅｎｏ ｕｇｈＤＡ ，Ｊ ｅ ａ ｎ ｓ ｏ ｎ ｎ ｅＢ ．Ｎ ｏ ｎ ｒｅ ｃｅｐ ｔ ｏ ｒｔｙ

ｒｏ ｓ ｉ ｎ ｅｋ ｉ ｎ ａ ｓ ｅｃ －Ｙｅ ｓ

ｉ ｎ ｔ ｅ ｒａｃ ｔ ｓｗ ｉ ｔｈｏ ｃ ｃ ｌ ｕ ｄ ｉ ｎｄ ｕ ｒ ｉ ｎ ｇ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 ｎ ｉ ｎｃａ ｎ ｉ ｎ ｅｋ ｉ ｄ ｎ ｅ

ｙ
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ｃ ｅ ｌ ｌ ｓ ．Ｍ 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 ｒ 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ｃｅ ｌ ｌ ． ２ ００２Ａｐ ｒ

； 
１ ３

（
４
）

：  １ ２２ ７
－

３ ７ ．

１ ８ ９ ．Ｐｏ ｒ ｉ ｔｚＬＳ
，Ｇ ａｒｖｅ ｒＫ Ｉ

，Ｔ ｉ ｌｂｅｒｇ
ＡＦ

，Ｋｏ ｌ ｔ ｕｎＷＡ ．Ｔｕｍ ｏ ｒｎ ｅｃ ｒｏ ｓ ｉ ｓｆａ ｃ ｔｏ ｒａ ｌ ｐｈ ａｄ ｉ ｓ ｒｕ ｐ ｔ ｓ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ｏｎａ ｓ ｓ ｅｍ ｂ ｌｙ．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ｓｕ ｒｇ ｉ ｃａ ｌｒｅ ｓ ｅ ａｒｃｈ ．２ ００４Ｊ ａｎ

； 
１ １ ６

（
１
）

：  １ ４ －

８ ．

１ ９０ ．Ｑｕｅｓｎｅ ｌ ｌＲＲ
，Ｅ ｒ ｉ ｃｋ ｓｏｎＪ

，Ｓｃｈｕ ｌ ｔｚＢＤ ．Ａ
ｐ

ｉ ｃ ａ ｌｅ ｌ ｅ ｃ ｔ ｒｏ ｌ

ｙ
ｔｅｃｏｎ ｃｅｎ ｔ ｒａ ｔ ｉｏｎｍ ｏ ｄ ｕ ｌａ ｔ ｅｓ

ｂａ ｒ ｒ ｉｅ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ａｎ ｄｔ ｉｇ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ｌｏ ｃ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ｉ ｎｂｏｖ ｉ ｎ ｅｍ ａｍｍ ａ ｒｙ

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ｕｍ ． 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ｐ
ｈ
ｙｓ ｉｏ ｌ ｏｇｙ

Ｃ ｅ ｌ ｌ

ｐ
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 ２ ００７Ｊａｎ

；

２９２
（

ｌ
）

： Ｃ３ ０５
－

１ ８ ．

１ ９ １ ．Ｓａｆｄａｒ ｉＢＫ
，Ｓ ｉ ａＴＣ

，Ｗａｔｔ ｃｈｏｗＤＡ
，Ｓｍ ｉｄＳＤ ．Ｅ ｆｆｅｃｔ ｓｏ ｆ

ｐ ｒｏ
－

ｉ ｎ ｆｌａｍｍ ａ ｔｏｒｙｃｙ ｔｏ ｋ ｉ ｎ ｅ ｓ
，

ｌ ｉｐｏｐｏ ｌ
ｙ ｓ ａ ｃ ｃｈａ ｒ ｉｄ ｅａ ｎ ｄＣＯＸ －２ｍ ｅｄ ｉａ ｔｏ ｒｓｏｎｈ ｕｍ ａ ｎｃｏ ｌ ｏ ｎ ｉ ｃｎ ｅｕ ｒｏｍ ｕ ｓ ｃｕ ｌ ａ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ａ ｎ ｄ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
ｐｅｒｍ 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Ｃｙｔｏｋ ｉｎ ｅ ．２０ １ ６Ｊｕ ｌ

；

８ ３ ： ２ ３ １
－

８ ．

１ ９２ ．Ｅ ｓｃｒ ｉｂａｎ ｏＢＭ
，

Ｍ ｅｄ ｉｎａ
－Ｆｅｍ ａｎｄｅｚＦＪ

，Ａｇｕ ｉ ｌ ａｒ
－Ｌｕｑｕ ｅＭ

，Ａｇｕ ｅｒａ
Ｅ

，

Ｆ ｅ ｉ

ｊ
ｏｏＭ

，

Ｇ ａｒｃ ｉ ａ
－Ｍａｃ ｅ ｉ ｒａＦ Ｉ

，
ｅ ｔａ ｌ ．Ｌ ｉｐ ｏｐｏ ｌｙｓａ ｃ ｃｈ ａ ｒ ｉｄ ｅＢ ｉｎｄ ｉｎ ｇ

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ａｎ ｄＯｘ ｉｄ ａ ｔ ｉｖ ｅＳ ｔ ｒｅｓ ｓ ｉ ｎ

ａＭｕ ｌ ｔ ｉ

ｐ
ｌ ｅＳ ｃ ｌ ｅ ｒｏ ｓ ｉ ｓＭｏｄ ｅ ｌ ．Ｎ ｅｕ ｒｏ ｔｈ ｅｒａｐ ｅ

ｕ ｔ ｉ ｃ ｓ ：ｔｈ ｅ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ｔｈ ｅ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Ｓ ｏ ｃ ｉ ｅ ｔｙ

ｆｏ ｒ

Ｅ ｘ
ｐｅ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ＮｅｕｒｏＴｈ ｅｒａｐｅｕ ｔ ｉ ｃ ｓ ． ２ ０ １ ７Ｊ ａｎ

；

１ ４
（

ｌ
）

： １ ９９
－２ １ １ ．

１ ９３ ．Ｗａｃ ｌ ｅｃｈ ｅＶＳ
，Ｌａｎ ｄ ａｙＡ ，Ｒｏｕ ｔｙＪ Ｐ

，Ａ ｎ ｃｕ ｔａＰ ．Ｔｈ ｅＴ ｈ ｌ ７Ｌ ｉ ｎ ｅａ ｇｅ ：Ｆ ｒｏｍ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Ｓｕ ｒ ｆａ ｃ ｅｓＨ ｏｍ ｅｏｓ ｔａ ｓ ｉ ｓｔｏＡ ｕ ｔｏ ｉｍ ｍ ｕ ｎ ｉ ｔｙ ，Ｃａ ｎ ｃｅ ｒ
，ａ ｎ ｄＨ ＩＶ－

１Ｐａ ｔ ｈ ｏｇ ｅ ｎ
ｅ ｓ ｉ ｓ ．Ｖ ｉ ｒｕ ｓ ｅ ｓ ．

２ ０ １ ７Ｏ ｃ ｔ １ ９
；

９
（

１ ０
）

．

１ ３ ６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博士学位论文综述

综述

ＣＬＤＮ 异常相关肠道疾病的研宄进展

肠道的表面积接近 ４００ 平方米 ， 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和排毒器官 。 肠道单

层上皮细胞将人体与周 围环境分开 ， 它既能选择性的吸收营养物质 、 离子 、 水分

等 ， 又是人体抵御外界抗原的第
一

道防线 。 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与临床多种疾病

的发生发展有密 的关系 ， 紧密连接在肠黏膜屏障结构和功能的维持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１

］
。 紧密连接蛋 白是肠道上皮细胞屏障功能的关键成分 ， 特别是紧密连

接蛋 白 中庞大的 ＣＬＤＮ 家族成员 。 ＣＬＤＮ 蛋 白分子结构的变化既能够减少与肠

道吸收功能相关的通道 ， 又能够通过增加与肠道小分子溶质和水分分泌相关的通

道而导致腹泻 ， 另外 ， ＣＬＤＮ 蛋 白分子结构的变化还能够使肠道大分子的吸收通

道增加 ， 导致炎症 的发生 。 许多肠道疾病都与 ＣＬＤＮ 蛋 白 分子结构的变化所 引

起的腹痛 、 腹泻等肠道炎性症状有关 。 本文主要探讨 了肠道功能紊乱及 Ｃ ＬＤＮ

蛋 白调节异常所 引 起的 Ｈ ＴＶ－

１ 肠道病变 、 肠道炎症性肠病 、 结肠炎 、 乳糜泻 、 肠

道 易激综合症等多种肠道疾病 。

１ ．ＣＬＤＮ 蛋 白 的特点及其发生改变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ＣＬＤＮ 蛋 白大小为 ２０ －２７ｋＤａ ， 是
一

种小分子跨膜蛋 白 ， 它与 ＪＡＭ（连接粘

附分子 ） 、 ＯＣＬＮ 以及胞质分子 ＺＯ －

１ 、 ＺＯ －２ 、 ＺＯ －

３ 等
一

起作为构成机体所有器

官上皮和 内 皮细胞 中紧密连接蛋 白 的分子原件 。 自 １ ９９ ８ 年首次发现两种 ＣＬＤＮ

蛋 白 以来
［
２

］
， 接下来的 ２０年人们在哺乳动物体 内又先后发现 了２７ 种 ＣＬＤＮ

［
３

］
。

ＣＬＤＮ 蛋 白 的功能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ＣＬＤＮ 蛋 白 是形成屏障和通道结

构的关键成分 ； 其次 ， ＣＬＤＮ 蛋 白 能够影响细胞信号 的形成 、 细胞增殖和分化 、

细胞迁移并能够影响细胞受体的功能 ； 另外 ， ＣＬＤＮ 还能够作为
“

栅栏
”

限制细

胞膜侧面和顶端蛋 白 的混合 。 作为肠道屏障和通道结构 的关键成分 ，

一

方面 ，

Ｃ ＬＤＮ 能够阻止肠腔 内 的 电解质 、 水分及抗原物质无限制 的通过肠道上皮 ， 另
一

方面 ， Ｃ ＬＤＮ 能够形成细胞旁路渗透网络 ， 使肠道吸收或分泌的物质通过紧密连

接蛋 白得 以运输 。 目 前 已经证实的 ＣＬＤＮ 作为细胞旁路通道主要有三种类型 的

选择渗透作川 ， 第
一

种是对 阴 离子的选择渗透性 ， 此类作用 主要与 ＣＬＤＮ Ｉ Ｏａ 和

１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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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ＤＮ １ ７ 的功能有关 ； 第二种是对阴离子的选择渗透性 ， 此类作用主要与 ＣＬＤＮ２ 、

ＣＬＤＮ Ｉ Ｏｂ 和 ＣＬＤＮ １ ５ 的功能有关 ； 第三种是对水分的选择渗透性 ， 此类作用主

要与 ＣＬＤＮ２ 的功能有关 。 其它 ＣＬＤＮ 蛋 白 ， 如 ＣＬＤＮ １ 、 ＣＬＤＮ ３ 、 ＣＬＤＮ ５ 等

对特定 电荷和质量的物质具有严格的屏障功能 。 ＣＬＤＮ４ 、 ＣＬＤＮ ８ 和 ＣＬＤＮ １ ４ 则

能够对带
一

个或多个 电荷 的物质发挥更高效的屏障功能 ［
４

，５ ］
。

ＣＬＤＮ 蛋 白在肠道各段的表达存在差异 ， 在肠道疾病过程中 ， ＣＬＤＮ 的表达

和分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 这些改变将会导致肠道 内 电解质和水分运输的严重

失调 ， 并导致大分子物质 在炎症部位被吸收 ， 进而形成特定的临床表现 。

２ ．ＣＬＤＮ 与 Ｈ ＩＶ－

１ 引起的肠道损伤

Ｈ １Ｖ－

１ 肠道病变 出现在感染的早期 ［
６

］
，Ｈ １Ｖ－

１ 感染能够导致系统免疫活化从

而使肠道组织固有层 中 的 ＣＤ４
＋

Ｔ 淋 巴细胞损耗
［
７

，８ ］
。 Ｈ ＩＶ－

１ 急性感染过程中肠

道屏障功能紊乱 ［
９

］
， 促进 了肠道对微生物抗原的吸收 ， 进而导致 Ｈ ＩＶ－

１ 慢性感

染中系统免疫活化
［
８

］
。 Ｈ ＩＶ－

１ 对肠道屏障功能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 １ ）

促进肠道上皮细胞凋亡 ，

？

（ ２ ） 表达穿孔素的 ＣＤ８＋Ｔ 淋巴细胞数量增多 ；
（ ３ ） 改

变紧密连接蛋 白 的表达
［
９

， １ ０
］

。 由于紧密连接蛋 白 中封 闭蛋 白 ＣＬＤＮ １ 的破坏和

孔道形成蛋 白 ＣＬＤＮ ２ 表达的增加 ， 未经治疗的 Ａ ＩＤＳ 病人空肠上皮细胞跨膜 电

阻值降低 了４０％并伴有甘露糖醇的透过率增加的现象 ［
１ ０

］
。 经高效抗逆转理病毒

药物治疗后 ， ＣＬＤＮ １ 和 ＣＬＤＮ２ 的表达恢复到正常水平 。 封闭蛋 白 ＯＣ ＬＮ 和

Ｃ ＬＤＮ４ 在 Ｈ ＩＶ－

１ 感染的肠道 中未发生 明显变化 。 由此可 以推断 ， 未经治疗的 Ａ ＩＤＳ

病人肠道屏障功能的破坏是肠道上皮细胞凋亡和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改变共 同作

用 的结果 ， 且高效抗逆转理病毒药物治疗可 以通过促进紧密连接蛋 白 的重建使肠

道屏障得 以恢复
［

１ 〇
］

。

促炎性细胞因子 丨 Ｌ －２ 、 Ｉ Ｌ －４ 、 Ｉ Ｌ －

１ ３ 和 ＴＮ Ｆ － ａ 刺激 鼠的空肠粘膜 ， 发现上皮

细胞跨膜 电阻值降低
［
９

］
。 Ｈ １Ｖ－

１ 与肠道上皮细胞在体外共培养发现促炎性细胞因

子 丨 Ｌ －６ 、 Ｉ Ｌ －

８ 和 ＴＮ Ｆ －

ａ 表达均发生上调 ［
］ １

］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可能揭示 Ｈ ＩＶ－

１ 感

染过程 中肠道屏障损伤 的机制 。 在 Ｈ ＩＶ－

１ 感染早期病毒在肠道粘膜 中 的能够进行

自 我复制 ， 这也可能促使肠道上皮屏障的损伤
［

１ ２
，］ ３

］
。 同样 ， 病毒 ｇｐ

ｌ ２０ 蛋 白 、

Ｔａ ｔ 蛋 白 、 Ｖ ｐ ｒ 蛋 白均能够介导上皮屏障的改变和上皮细胞的凋亡 ［

１ ４
，１ ５

］
。 尽管

１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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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己经明确 了
一

些促炎性细胞因子在 Ｈ １Ｖ－

１ 感染过程中 是如何变化的 ， 但这些

过程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尚不清楚 。 同样 ， 作为粘膜修复和再生过程中 的重要细胞

因子 ， Ｉｂ２２ 在 Ｈ ＩＶ－

１ 感染 中发生下调 的机制也有待进
一

步研究
［

１ ６
］

。

３ ．ＣＬＤＮ 与炎症性肠病

炎症性肠病 （ Ｉｎｆｌ 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 ｌｄ ｉ ｓｅａ ｓｅ ｓ ， ＩＢＤ ） 主要分为两种 ，

一 ■

种是克

罗恩病 （ Ｃ ｒｏｈｎ
’

ｓｄ ｉ ｓｅａ ｓｅ ，ＣＤ ） ， 另
一

种是溃疡性结肠炎 （ ｕ ｌｃｅ ｒａｔ ｉ ｖｅ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ＵＣ ） 。

在 ＣＤ 中 ， 病患处波及从 口腔到结肠的整个消化道组织 ， 而 ＵＣ 的病患处往往 只

出现在结肠和直肠 。 ＩＢＤ 病人常 出现频繁腹泻 、 便血 、 腹痛等临床症状 ， 除肠道

以外 ， ＩＢＤ 的临床表现还 出现在关节 、 肝脏 、 皮肤等部位 。 ＩＢＤ 感染者
一

般 比较

年轻 ， 但老年人亦可感染 。

３ ． １ 溃疡性结肠炎

己有研究指 出 ， ＵＣ 是
一

种肠道异常免疫反应性疾病 ， 该病是 由微生物因素 、

环境因素和肠道免疫系统之间复杂地相互作用所致 。 数据显示 ， ＵＣ 患者肠道跨

膜电阻值约为正常人的 ２０％ ， 并伴随紧密连接蛋 白 的破坏
［

１ ７
］

， 这表 明紧密连接

蛋 白组分的改变使上皮屏障功能的严重损伤 ， 电解质和水分在不受屏障功能调控

的状态下严重流失 ， 抗原物质摄入增多 ， 后者可能造成
一

个长期 的慢性炎症反应

过程 。 在 ＵＣ 中 ＣＬＤＮ 的表达和分布发生均发生 了变化 ， Ｏ ｓｈ ｉｍ ａ 等人发现在 ＵＣ

病人的直肠 中 ＣＬＤＮ １ 表达并没有发生显著 的变化 ［
１ ８

］
， 而 Ｐｏ ｒ ｉ ｔｚ 的报道指 出

Ｃ ＬＤＮ １ 在 ＵＣ 病人的结肠中表达上调
ｆ

ｌ ９
； ｜

，Ｗｅｂｅｒ 通过对 ＵＣ 病人进行活检发现

ＣＬＤＮ １ 和 ＣＬＤＮ２ 的上调表达仅发生在严重炎症反应部位 ， 说明 ＣＬＤＮ １ 和

ＣＬＤＮ２ 的表达与炎症的发展密切相关
［
２０

，２ １
］

。 ＣＬＤＮ １ 的上调能够促进上皮细

胞的紧密连接 ， 而 ＣＬＤＮ２ 的上调则有利于上皮的渗漏 ， 事实上 ， ＣＬＤＮ２ 在正

常人的结肠中是检测不到 的 ， 但在 ＵＣ 病人的结肠 中大量表达 。 ＣＬＤＮ ２ 的上调

表达受 ＩＬ －

１ ３ 、 ＴＮ Ｆ －

ｃｕ ＩＬ －

６ 等细胞因子的调控 ， 这些细胞因子通过介导 Ｔｈ２ 型

免疫应答参与 ＵＣ 的炎症过程 。 除 了 调控 ＣＬＤＮ２ 的表达之外 ， Ｉ Ｌ－

１ ３ 、 ＴＮ Ｆ －

ｏｔ 还

能够促进上皮细胞的凋亡
［
２２

，
２ ３

］
， 该过程有信 号转导子和转录激活子 ６ （ ＳＴＡＴ６ ） 、

肌球蛋 白轻链激酶 （ ＭＬＣＫ ） 以及磷脂酰肌醇 －

３
－羟激酶 （ Ｐ Ｉ ３ Ｋ ） 信号的参与 ［

２４ －２ ６
］

。

在 Ｃ ａｃ ｏ
－

２ 细胞中 ， Ｉ Ｌ －

６ 能够通过激活 Ｍ ＥＫ ／ＥＲＫ 和 Ｐ Ｉ ３Ｋ 信号通路促进 Ｃ ＬＤＮ ２

１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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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
２７

］
。 在人的肠道 中 ， ＣＬＤＮ３ 主要位于未形成隐窝 凹陷的结肠细胞膜侧

壁 ， 且不能与 Ｚ０ －

丨 发生共定位
［
２ ８

］
，ＣＬＤＮ ３ 在 ＵＣ 病人的肠道 中并没有发生显

著的变化
［
２ ９

］
。 ＣＬＤＮ ４ 和 ＣＬＤＮ ７ 在 ＵＣ 病人直肠 中 发生下调

［
２ ９

］
。 其它紧密连

接蛋 白 如 ＣＬＤＮ ５ 、 ＣＬＤＮ ８ 、 ＣＬＤＮ ］ ２ 、 ＣＬＤＮ １ ５ ， 目 前没有数据支持他们在 ＵＣ

中发生表达和分布的变化
ｆ
２ ８

，３ ０ 】
。

３ ．２ 克罗恩病

ＣＤ 以肠道上皮屏障功能紊乱为主要特征 。 对轻度和 中度 ＣＤ 的结肠活检发

现 ， 中度 ＣＤ 上皮细胞跨膜 电阻值较轻度 ＣＤ 下 降 了４０％ ， 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

紧密连接蛋 白 呈间断 、 不连续 的形态 ［
２ ８

］
， 这就提示在疾病过程 中 ＣＬＤＮ 蛋 白 的

表达可能发生 了变化 。 事实上 ， 多种 Ｃ ＬＤＮ 蛋 白在 ＣＤ 中 发生 了表达和 分布的

变化 。 首先 ， ＣＬＤＮ ］ 仅在细胞之间交接处的膜侧壁发生 了 下调 ， 但 ＣＤ 患者肠

道 内 总的 ＣＬＤＮ １ 表达和分布较正常人均没有发生明显 的变化
［
２ ８

］
。 由于 ＣＬＤＮ １

在 ＵＣ 患者肠道中发生上调 ， 而在 ＣＤ 患者 中没有发生 明显的变化 ， 所 以 ＣＬＤＮ １

的表达可 以作为 区分这两种疾病的标志
［
３ １

］
。 与 ＵＣ 相 同 ， ＣＬＤＮ２ 的表达在 ＣＤ

患者的结肠和十二指肠 中表达也发生上调
［
２ ８

，３２ ］
。 另外 ， ＣＬＤＮ２ 主要分布在隐

窝 的基底部且在 ＣＬＤＮ ８ 表达水平低的病人 中其表达量更高 ［
２ ８

］
。 与 ＵＣ 不同 ，

参与 ＣＤ 的主要是 Ｔｈ  １ 型免疫应答 ， 在 ＨＴ－２９／Ｂ ６ 和 Ｃ ａｃｏ
－２细胞中 ， ＴＮＦ －ａ 和 ＩＦＮ－

Ｙ

参与调控 ＣＬＤＮ２ 的上调表达 ， 细胞的跨膜电阻值降低 ， 对阳离子的透过率增加

［
２ ８

，３ ３ ］
。 Ｃ ａｃｏ

－２ 细胞中存在的糖皮质激素能够
一

定程度修复 由 ＴＮＦ －

ａ 和 ＩＦＮ－

ｙ

介导的上皮细胞屏障损伤 ， 但该过程的生物学机制 尚不清楚
［
３ ３

］
。 在 ＣＤ 患者的

结肠 中 Ｃ ＬＤＮ ３ 的表达是下调的 ， 该蛋 白 弥散分布于结肠上皮细胞的胞浆中 ， 未

经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十二指肠中 ＣＬＤＮ ３ 的水平低于正常人 ， 在糖皮质激素和咪

唑硫嘌呤治疗 ６ 个月 后恢复到正常值
［

３ ２
］

。 ＣＬＤＮ４ 和 Ｃ ＬＤＮ ７ 均分布于细胞膜侧

壁和上皮细胞表面 ， 在轻度至 中度 ＣＤ 的结肠中 ， 这两种蛋 白 的表达和分布均未

见 明显异 ， 但在 ＣＤ 患者的十二指肠 中 Ｃ ＬＤＮ４ 表达下调 ， 且经 ６ 个月 治疗后其

表达水平有所回转但并未恢复
［
２ ８

，３ ２
］

。 ＣＬＤＮ ５ 和 ＣＬＤＮ ８ 表达水平在患者结肠

中发生 明 显 的下调
［
２ ８

］
。 在人的结肠中未检测到 ＣＬＤＮ １ １ 、 ＣＬＤＮ １ ２ 、 ＣＬＤＮ １ ４ 、

ＣＬＤＮ １ ５ 和 ＣＬＤＮ １ ６ 的表达
［
２ ８

］
。 总而言之 ， ＣＤ 的屏障功能损伤 由孔道形成蛋

白 ＣＬＤＮ ２ 的上调表达 、 封 闭蛋 白 ＣＬＤＮ ５ 和 ＣＬＤＮ ８ 的下调表达共同介导 ， 但

１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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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 ＣＬＤＮ １ 、 ＣＬＤＮ４ 和 ＣＬＤＮ ７ 的参与 。

３ ．３ 微观结肠炎

微观结肠 炎主要包括胶原性结肠 炎 （ ｃｏ ｌ ｌ ａｇｅｎｏ ｕ ｓ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 ＣＣ ） 和淋巴细胞性

结肠炎 （ ｌ

ｙｍ ｐ
ｈｏｃ

ｙ
ｔ ｉ ｃ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ＬＣ ） ，

二者均属于 炎症性肠病 。 该疾病 以水泻为主

要特征 ， 多发于老年人 。 由 于患者的肠道 内 窥镜检资 中缺乏 肉 眼可见 的临床症状 ，

所 以只能通过病理学分析将 ＣＣ 和 ＬＣ 加 以 区分 。 ＬＣ 患者的肠道上皮 内淋巴细

胞数量剧增 ， ＣＣ 除此症状外 ， 还表现出结肠粘膜上皮胶原带增厚 。 由于微观结

肠炎在临床上 比较罕见 ， 所 以关于该疾病发病机理 以及疾病过程 中 ＣＬＤＮ 表达

和分布的报道较少 。

Ｂ Ｕ ｒｇｅ ｌ 在对 ＣＣ 腹泻机制的研究中 发现疾病过程中肠道上皮的胞 内运输和胞

外运输发生改变 ， 他认为 Ｎ ａＣ ｌ 的吸收和氯离子的分泌是腹泻的主要发病机理 。

此外 ， 他们还发现肠道上皮跨膜 电阻值的 降低与 ＣＬＤＮ４ 的破坏有直接关系 ，

ＣＬＤＮ １ 、 ＣＬＤＮ２ 、 ＣＬＤＮ ３ 和 ＣＬＤＮ ５ 的表达在疾病过程 中并没有发生 明显改变

［
３４

］
。

目 前仅有的
一

篇关于 ＣＬＤＮ 在 ＬＣ 中表达和功能发生变化的报道中指 出 ， 疾

病过程中肠道 ＣＬＤＮ４ 、 ＣＬＤＮ ５ 和 ＣＬＤＮ ８ 表达下调 ， 且 ＣＬＤＮ ５ 和 ＣＬＤＮ ８ 发

生 了重新分配 ［
３ ５

］
。 另外

一

篇报道指 出 ， 在 ＬＣ 中肠道上皮屏障功能受损 ， 跨膜

电阻值下降 ， 且钠离子通过离子通道的运输功能受限 ［
３ ６

］
， 但该报道 中并没有提

及紧密连接蛋 白 的变化 ， 这提示在微观结肠炎的疾病进程中 ， 钠离子吸收受限导

致的体 内 离子失衡对疾病的影响要大于上皮屏障功能破坏的影响 。

４ ．ＣＬＤＮ 与小肠疾病

４ ． １ 肠道易激综合征

肠道 易激综合征是
一

种常见的肠道功能失调性疾病 ， 有超过五分之
一

的西方

人受该病的影响
［
３ ７

］
。 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有腹痛 、 腹胀 ， 且伴有排便 习惯的改

变 。 由于常规诊断方法中缺乏病理表现致使该病 的治疗方式有限 ， 所 以疾病 的过

程往往漫长而痛苦 。 近年来 ， 该疾病对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备受关注 。 已有数据

表明 患者的肠道渗透性增加 ， 且严重腹泻 的病人肠道屏障功能损伤尤为严重
［
３ ８

］
。

患者结肠部位的屏障渗透性增加也 己得到证实 ［
３ ９

，４０ ］
。 肠道紧密连接蛋 白 在腹

１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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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型肠道易激综合征 中也发生 了改变 ， ＣＬＤＮ １ 和 ＣＬＤＮ４ 的表达发生 了 明显的

下调 ， 但 ＣＬＤＮ ３ 未发生明显变化 ［
４ １

］
。 在腹泻型肠道应激综合征病人的结肠 中 ，

２０ －

１ 、 ００＾ 和 （：１＾＾ ］ 的转录和蛋 白水平均发生 了 下调
［
４２

，

４３
］

， 但非腹泻型病

人中却未观察到 以上改变
［
４３

］
。 其它紧密连接蛋 白 （ ＣＬＤＮ ２ 、 ＣＬＤＮ ５ 、 Ｃ ＬＤＮ７ 、

ＣＬＤＮ ８ 、 ＣＬＤＮ １ ０ 、 ＣＬＤＮ 丨 ５ 等 ） 在结肠 中 的表达变化 目 前 尚无报道 。 另有报道

指 出 ， 腹泻型肠道易激综合征病人的空肠中 ＣＬＤＮ ２ 表达增加 ， 并伴随大量肥大

细胞的活化以及肌球蛋 白激酶的上调表达 ， 与此同时 ， ＯＣＬＮ 的表达发生下调 ，

细胞骨架收缩 ， 细胞间距增大
［
４４

］
。 在腹泻型肠道 易激综合征 中紧密连接蛋 白表

达的变化使肠道屏障渗透性发生改变 ， 从而促进 了肠腔 内抗原性物质 的吸收 ， 进

而导致肠道的 炎症反应和免疫活化
［
４ ５

，
４６

］
。

４ ．２ 乳糜泻

乳糜泻是
一

种 自 身免疫性肠道疾病 ， 主要影响遗传 易感人群 。 该病与醇溶蛋

白 的摄入有关 ， 醇溶蛋 白通过其胞 内和胞外转运途径进入上皮细胞的基底部 ， 在

疾病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在疾病 的早期阶段 ， 醇溶蛋 白 的摄入通过细胞的 内吞

作用和转胞吞作用实现
［
４７

，
４ ８

］
， 醇溶蛋 白可直接与肠道免疫系统 （ Ｔｈ ｌ 细胞介导

的炎症应答 ） 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肠绒毛和隐窝 的损伤 。 在疾病后期 ， 由于肠道紧

密连接蛋 白 的破坏 引 起细胞旁路功能紊乱 ， 导致醇溶蛋 白通过细胞旁路途径摄入

而造成营养物质和 电解质 的吸收障碍
［
４９ －

５ １
］

。

Ｓ ｃｈｕ ｌｚｋｅ 对乳糜泻病人空肠进行活检发现上皮细胞跨膜 电阻降低 了５ ６％ ， 这

是对乳糜泻肠道屏障功能破坏的首次报道
［
５ ２

］
。 另有报道指 出 ， 采用冷冻蚀刻 电

镜观察病人肠道紧密连接蛋 白 显微结构发现 ， 紧密连接蛋 白 出现形态异常 ， 呈不

连续的断裂状 ［
５ ３

］
。 这些结果为后续研宄中发现病人肠上皮 中与孔道形成有关的

ＣＬＤＮ 蛋 白发生上调 、 起封闭作用 的 ＣＬＤＮ 蛋 白发生下调奠定 了基础
［
５ ０

，５４
］

。

研宄表明 ， ＣＬＤＮ １ 在乳糜泻 中并没有发生显著 的变化 ， Ｃ ＬＤＮ ２ 在未经治疗的病

人十二指肠发生 了上调 ， 而且 由于 ｍＲＮＡ 表达并没有发生变化 ， 所 以 ＣＬＤＮ ２

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基因 的转录后
［

５４
］

。 在未经治疗 的儿童十二指肠 内 ， ＣＬＤＮ２

蛋 白 的表达取决于疾病的活跃程度 ， 病情越严重肠道 ＣＬＤＮ ２ 水平往往越高
［
５ １

］
。

在该病过程中 发生上调的细胞因子主要有 ＩＬ －２ １ 和 Ｉ ＦＮ－

ｙ ， Ｉ ＦＮ－

ｙ 是细胞 内吞作用

的重要调控因子
［
５ ５

－

５ ７
］

， 高水平的 Ｉ ＦＮ－

ｙ 能够促进醇溶蛋 白 的吸收 ， 但乳糜泻 中

１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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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ＦＮ －

丫 对 ＣＬＤＮ ２ 表达的影响 目 前 尚不清楚 。 已经有报道指 出 ， Ｉ ＦＮ －

ｙ 能够下调

Ｔ８４ 细胞 中 ＣＬＤＮ ２ 的表达 ， 同 时 增加细胞 的跨膜 电 阻 值
［
５ ８

］
， 这

一

结论在

Ｗ ｉ ｌ ｌ ｅｍ ｓｅｎ 的研宄 中 也得到 了证实
［
５ ９

］
。 尽管在 Ｔ ８４ 细胞 屮 Ｉ ＦＮ －

ｙ 参与 ＣＬＤＮ ２ 的

调控 ， 但乳糜泻 中高水平的 Ｉ ＦＮ －

ｙ 与 Ｃ ＬＤＮ ２ 的上调表达是否有直接关系仍需要

进
一

步证实 。 乳糜泻 中 １Ｌ －２ １ 是否参与 ＣＬＤＮ ２ 的调控 目 前 尚无报道 。

ＣＬＤＮ １ ５ 是另
一

种与孔道形成有关的紧密连接蛋 白 ， 在乳糜泻 中 ＣＬＤＮ １ ５

的表达也发生 了上调 ， 与 ＣＬＤＮ２ 相 同 ， ＣＬＤＮ １ ５ 与细胞旁路阳离子选择性通道

的形成有关 ［
６０

］
。 在乳糜泻 中 ＣＬＤＮ １ ５ 的表达上调主要发生在细胞 内 的囊泡 中

［
５４

］
。 研宄表明 ， ＣＬＤＮ １ ５ 与 鼠 的小肠中葡萄糖的运输有关

［
６ １

］
， 这提示我们乳

糜泻 中 ＣＬＤＮ １ ５ 的异常表达对肠道 中葡萄糖的吸收的影响可能大于其对肠道屏

障机能的影响 。 乳糜泻 中肠道上皮屏障功能的损伤是紧密连接蛋 白 中孔道形成蛋

白下调与封闭蛋 白上调共 同作用 的结果 ， 但 ＣＬＤＮ 表达发生改变的调控机制还

有待进
一

步研究 。

展望

许多肠道疾病 以肠道上皮屏障损伤为特征 ， 这与肠道紧密连接蛋 白 结构和表

达水平的改变直接相关 。 自 １ ９９ ３ 年 ＯＣＬＮ 发现 以来
［
６２

］
， 包括 ＣＬＤＮ 家族在 内

的紧密连接蛋 白 的组成和调控受到 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 。 接下来研宄者们又发现了

一

些 ＣＬＤＮ 蛋 白 与细胞旁路 中离子和水分的选择性通道 的形成有关 。 目 前对

ＣＬＤＮ 蛋 白 的研宄主要包括其异聚体的 晶体结构的研宄 ， 表达和定位的生理病理

调控的研究 以及其除屏障和通道功能 以外的其它功能的研究 。

尽管有些肠道疾病有着相似的临床表现 ， 但在疾病过程 中紧密连接蛋 白表达

和分布的变化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 目 前 ， 许多肠道疾病 的分子机制 已经 明确 ， 但

一

些肠道疾病 的发病机制仍然需要进
一

步 的探索 。 未来我们仍需不断探索肠道疾

病 中新的特异性诊断方法 ， 以期实现 ＣＬＤＮ 相关肠道疾病 的靶向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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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ａ ｔ

）
ｉ ｎ ｄ ｕ ｃ ｅｓｅｎ ｔｅ ｒｏ ｃｙｔ ｅａ ｐ

ｏ ｐ ｔｏ ｓ ｉ ｓｔｈ ｒｏ ｕｇｈａｒｅｄ ｏｘ
－ｍ ｅｄ ｉ ａ ｔｅｄ

ｍ ｅ ｃｈａ ｎ ｉ ｓｍ ．Ｐ ｌ ｏＳｏｎ ｅ ．２０ １ １
；

６
（

１ ２
）

： ｅ２ ９４３ ６ ．

１ ６ ．Ｋ ｉｍＣＪ
，
Ｎ ａｚ ｌ ｉＡ

，Ｒｏｊ ａ ｓＯＬ
，ＣｈｅｇｅＤ ，Ａ ｌ ｉ ｄ ｉｎ ａＺ

，
Ｈｕ ｉｂｎ ｅｒＳ

，
ｅｔａ ｌ ．Ａｒｏ ｌ ｅｆｏ ｒｍ ｕ ｃｏｓａ ｌ

ＩＬ －２２ｐ ｒｏｄ ｕ ｃ ｔ ｉｏ ｎａ ｎ ｄＴ ｈ ２２ｃ ｅ ｌ ｌ ｓ ｉ ｎＨ ＩＶ－

ａ ｓ ｓ ｏｃ ｉ ａ ｔｅｄｍ ｕ ｃｏｓ ａ ｌ ｉｍｍ ｕ ｎ ｏ ｐａ ｔｈ ｏｇｅｎ ｅ ｓ ｉｓ ．

Ｍ ｕ ｃｏｓ ａ ｌ ｉｍｍ ｕｎｏ ｌ ｏｇｙ ． ２ ０ １ ２Ｎ ｏｖ
；

５
（
６

）
： ６７ ０

－

８ ０ ．

１ ７ ．ＴａｎＹ
，
Ｇ ｕ ａｎＹ

，Ｓ ｕｎＹ，Ｚｈ ｅｎｇ
Ｃ ．Ｃ ｏ ｒ 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ａ ｌＨ ｅａ ｌ ｉ ｎ

ｇ
ａ ｎ ｄ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ｃ ｔ ｉｏｎ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Ｅ ｘ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ｉｎＵ ｌ ｃ ｅ ｒａ ｔ ｉｖｅ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Ｐａ ｔ ｉｅｎ ｔ ｓ ．Ｔｈｅ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ｔｈ ｅｍ ｅｄ ｉｃ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 ｓ ．２ ０ １ ９Ｍ ａｒ
；

３ ５ ７
（
３

）
：  １ ９ ５

－２ ０４ ．

１ ８ ．Ｏ ｓｈ ｉｍ ａＴ
，
Ｍ ｉｗａＨ

，
Ｊ ｏｈＴ ．Ｃｈ ａｎｇｅｓ

ｉｎｔｈ ｅｅｘ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 ｆ ｃ ｌ ａｕｄ ｉｎ ｓ ｉ ｎａ ｃ ｔ ｉｖ ｅｕ ｌ ｃｅ ｒａ ｔ ｉｖｅ

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Ｊ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ｇａｓ ｔ ｒｏ ｅｎｔ 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ａｎ ｄｈ ｅｐａｔｏ ｌｏｇｙ
．２００ ８Ｄ ｅｃ

；

２ ３Ｓｕｐｐ ｌ ２ ： Ｓ  １ ４ ６
－

５ ０ ．

１ ９ ．Ｐｏ ｒ ｉ ｔｚＬ Ｓ
，
Ｈ ａｒｒ ｉ ｓＬＲ

，
３ ｒｄ

，
Ｋ ｅ ｌ ｌ

ｙ
ＡＡ

，
Ｋｏ ｌ ｔｕｎＷＡ ．Ｉ ｎ ｃ ｒｅａ ｓ ｅ ｉ ｎｔｈ ｅ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ｐ ｒｏ ｔ ｅ ｉｎ

ｃ ｌ ａ ｕｄ ｉ ｎ －

１ ｉｎ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ｎ ａ ｌ ｉ ｎ ｆｌ ａｍｍ ａ ｔ ｉｏ ｎ ．Ｄ ｉｇｅ ｓ ｔ ｉ ｖ ｅｄ ｉ ｓｅ ａ ｓ ｅ ｓａｎ ｄｓ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 ．２ ０ １ １

Ｏｃｔ
；

５ ６
（

１ ０
）

： ２ ８０２
－９ ．

２０ ．Ｗｅｂ ｅ ｒＣＲ
，Ｎ ａ ｌ ｌ ｅＳＣ

，Ｔｒｅｔ ｉ ａｋｏｖａＭ
，Ｒｕｂ ｉ ｎＤＴ

，Ｔｕｒｎ ｅ ｒＪＲ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

１ａ ｎ ｄｃ ｌａ ｕ ｄ ｉ ｎ－２

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ｉ ｓｅ ｌｅｖａ ｔ ｅｄ ｉ ｎ ｉ ｎ ｆｌａｍｍ ａ ｔｏ ｒｙｂｏｗ ｅ ｌｄ ｉ ｓ ｅａ ｓｅａ ｎ ｄｍ ａｙｃｏ ｎ ｔ ｒ ｉ ｂ ｕ ｔｅｔｏｅａ ｒ ｌ

ｙ

ｎ ｅｏｐ ｌａ ｓ ｔ ｉ ｃｔ ｒａ ｎ ｓ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ｏｎ ．Ｌ ａｂｏｒａｔｏ ｒｙ
ｉｎｖ ｅ ｓ ｔ ｉ

ｇａ ｔ ｉ ｏｎ
；
ａ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ｔｅ ｃｈ ｎ ｉ ｃ ａ ｌｍｅ ｔｈｏｄ ｓａｎｄ

ｐａ ｔｈｏ ｌｏｇｙ ．２ ００ ８Ｏｃ ｔ
；

８ ８
（

１ ０
）

：  １ １ １ ０
－

２ ０ ．

２ １ ．ＶａｎｄｅｎＢ ｏ ｓ ｓ ｃ ｈ ｅＪ
，Ｌａｏｕ ｉＤ

，Ｍｏ ｒ ｉ ａｓＹ
，Ｍ ｏｖ ａｈ ｅｄ ｉＫ

，Ｒａｅ ｓＧ
，Ｄ ｅＢ ａｅｔ ｓｅ ｌ ｉ ｅ ｒＰ

，ｅ ｔａ ｌ ．

Ｃ ｌ ａ ｕｄ ｉ ｎ －

１
，
ｃ ｌ ａ ｕｄ ｉｎ －２ａ ｎｄｃ ｌ ａｕ ｄ ｉ ｎ －

１ １
ｇｅ ｎ ｅｓ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 ａ ｌ ｌｙ
ａ ｓｓｏｃ ｉａ ｔｅｗ ｉ ｔｈｄ ｉ ｓ ｔ ｉ ｎ ｃ ｔｔｙｐ

ｅ ｓ

ｏ ｆａｎ ｔ ｉ
－

ｉｎ ｆｌａｍｍ ａ ｔｏ ｒｙｍ ａ ｃ ｒｏｐ ｈ ａｇ ｅｓ ｉｎｖ ｉ ｔ ｒｏａ ｎｄｗ ｉ ｔｈｐａ ｒａ ｓ ｉ ｔ ｅ
－

ａ ｎ ｄｔｕｍ ｏｕ ｒ
－

ｅ ｌ ｉ ｃ ｉ ｔｅｄ

ｍ ａ ｃ ｒｏｐ ｈ ａ ｇｅｓ
ｉ ｎｖ ｉｖ ｏ ．Ｓ ｃａｎｄ ｉｎａｖ ｉ ａｎ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２Ｊｕｎ

；

７ ５
（
６

）
：
５ ８ ８

－

９ ８ ．

２２ ．Ｈ ｏｖ ｉｎｇ
ＪＣ ．Ｔａ ｒ

ｇ
ｅ ｔ ｉ ｎｇ

ＩＬ－

１ ３ａ ｓａＨ ｏ ｓ ｔ
－Ｄ ｉ ｒｅｃ ｔ ｅｄＴ ｈ ｅ ｒ ａ ｐｙＡｇａ

ｉ ｎ ｓ ｔＵ ｌ ｃ ｅ ｒａ ｔ ｉｖｅ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

Ｆ ｒｏｎ ｔ ｉ ｅｒ ｓ ｉ ｎｃｅ ｌ ｌ ｕ ｌ ａ ｒ ａｎ ｄ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 ｏｎｍ ｉ ｃ ｒｏ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８
；

８ ： ３ ９ ５ ．

２ ３ ．Ｈ ｅｒ ｉｎｇＮＡ ，Ｓ ｃｈ ｕ ｌ ｚｋｅＪＤ ．Ｔｈ ｅ ｒａ ｐ ｅ
ｕ ｔ ｉ ｃｏｐ ｔ ｉｏ ｎ ｓ ｔｏｍ ｏｄ ｕ ｌ ａ ｔ ｅ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ｄ ｅ ｆｅｃ ｔｓ ｉｎ

ｉ ｎｆｌａｍｍ ａ ｔ ｏ ｒ
ｙ
ｂｏｗ ｅ ｌ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Ｄ ｉｇｅ ｓ ｔ ｉｖ ｅ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ｓ ．２ ００ ９

；
２ ７

（
４

）
： ４ ５ ０ －４ ．

２４ ．Ｒｏ ｓ ｅｎＭ Ｊ
，Ｆ ｒｅ

ｙＭ Ｒ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Ｍ Ｋ

，Ｃ ｈ ａｔｕ ｒｖｅｄ ｉＲ
，Ｋｕｈｎｈ ｅ ｉ ｎＬＡ

，Ｍ ａ ｔ ｔａＰ
，ｅ ｔａ ｌ ．

ＳＴＡＴ６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ｕ ｌ ｃ ｅ ｒａ ｔ ｉｖ ｅ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ａｎ ｅｗｔ ａ ｒ
ｇ
ｅ ｔｆｏ ｒ

ｐ ｒｅｖ ｅ ｎ ｔ ｉｏ ｎｏ ｆ Ｉ Ｌ －

１ ３
－

ｉ ｎｄ ｕ ｃ ｅｄ

ｃｏ ｌ ｏ ｎｅ 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ｄ ｙ ｓ 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 Ｉ ｎ ｆ ｌ ａｍｍ ａ ｔｏ ｒｙｂｏｗ ｅ ｌｄ ｉ ｓ ｅ ａ ｓｅ ｓ ．２０ １ １

Ｎ ｏｖ
；

１ ７
（

ｌ ｌ

）
：
２２２４ －

３ ４ ．

２ ５ ．Ｗｅｂ ｅ ｒＣＲ
，Ｒａ ｌ ｅ ｉ

ｇｈＤＲ ，Ｓ ｕＬ
，Ｓ ｈ ｅ ｎＬ

，Ｓ ｕ ｌ ｌ ｉ ｖ ａｎＥＡ
，Ｗａｎｇ

Ｙ
，ｅｔａ ｌ ．Ｅ

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ａ ｌｍ

ｙ
ｏ ｓ ｉ ｎ

ｌ ｉ

ｇ
ｈ ｔｃ ｈ ａ ｉ ｎｋ ｉ ｎ ａ ｓ ｅａ ｃ ｔ ｉｖ ａ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ｄ ｕ ｃ ｅ ｓｍ ｕ ｃ ｏ ｓ ａ ｌ ｉ ｎ ｔ ｅ ｒ ｌ ｅ ｕ ｋ ｉ ｎ －

１ ３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ｔｏａ ｌ ｔ ｅ ｒ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ｉ ｏ ｎｓ ｅ ｌ ｅ 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Ｔｈ ｅ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ｂ ｉ 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ｃ ｈ ｅｍ ｉ ｓ ｔ ｒｙ

．２０ １ ０Ａ
ｐｒ

１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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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１ ６
；

２ ８ ５
（

１ ６
）

： １ ２ ０ ３ ７
－

４６ ．

２ ６ ．Ｐｒａ ｓ ａｄＳ
，Ｍ ｉｎｇ ｒ ｉ ｎ ｏＲ

，Ｋａｕｋ ｉｎｅｎＫ
，Ｈ ａｙｅ ｓＫＬ

，Ｐｏｗ ｅ ｌ ｌＲＭ
，Ｍ ａｃＤｏｎ ａ ｌ ｄＴＴ，ｅ ｔａ ｌ ．

Ｉ ｎ ｆｌ ａｍ ｍ ａ ｔｏ ｒ
ｙｐ ｒｏ ｃｅｓ ｓ ｅｓｈ ａｖ ｅ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ａ ｌｅ ｆｆｅ ｃ ｔｓｏ ｎｃ ｌａ ｕ ｄ ｉ ｎ ｓ２

，３ａ ｎ ｄ４ ｉ ｎｃｏ ｌ ｏｎ ｉ ｃ

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ｅ ｌ ｌ ｓ ．Ｌ ａｂｏ ｒａ ｔｏ ｒ

ｙ
ｉ ｎ ｖｅ ｓ ｔ ｉ

ｇ ａｔ ｉ ｏ ｎ
；ａ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ｔｅ ｃｈ ｎ ｉ ｃ ａ ｌｍ ｅ ｔｈ ｏｄ ｓａｎ ｄ
ｐ

ａ ｔｈ ｏ ｌ ｏｇｙ
．

２ ００ ５Ｓ ｅ
ｐ ；

８ ５
（
９

）
：  １ １ ３ ９

－

６２ ．

２ ７ ．Ｓｕ ｚｕ ｋ ｉＴ
，Ｙｏ ｓ ｈ ｉ ｎａｇ ａＮ

，Ｔａｎ ａｂ ｅＳ ．Ｉｎ ｔｅ ｒ ｌ ｅｕ ｋ ｉｎ
－６

（
Ｉ Ｌ －６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ｅｓｃ Ｉ ａ ｕｄ ｉ ｎ －２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ａ ｎ ｄ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ｐ ｅ ｒｍ 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ｎ ｉ ｎｔｅｓ ｔ ｉ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ｕｍ ．Ｔｈ ｅ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ｂ ｉ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

ｃｈ 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２ ０ １ １Ｓ ｅｐ

９
；

２ ８６
（
３ ６

）
： ３ １ ２ ６ ３ －

７ １ ．

２ ８ ．Ｚ ｅ ｉ ｓ ｓ ｉ

ｇ
Ｓ

，Ｂ ｕ ｒｇｅ
ｌＮ

，Ｇ ｕｎ ｚｅ ｌＤ
，Ｒ ｉ ｃｈ ｔｅｒＪ

，
Ｍ ａｎｋｅ ｒｔｚＪ

，Ｗａｈｎ ｓ ｃ ｈ ａ ｆｆｅＵ
，
ｅｔａ ｌ ．Ｃｈ ａ ｎ

ｇ ｅｓ
ｉ ｎ

ｅ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ｏ ｎａ ｎ ｄｄ ｉ ｓ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２
，５ａ ｎｄ８ ｌ ｅａ ｄｔｏｄ ｉ ｓ ｃｏ ｎ ｔ ｉ ｎ ｕ ｏｕ ｓ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ｓａ ｎ ｄｂ 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ｄ ｙ ｓ 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ａ ｃ ｔ ｉｖ ｅＣ ｒｏ ｈ ｎ

’

ｓ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Ｇ ｕ ｔ ．２ ０ ０ ７

Ｊ ａ ｎ
；
５ ６

（
ｌ

）
： ６ １

－

７２ ．

２ ９ ．Ｏ ｓ ｈ ｉｍ ａＴ
，Ｍ ｉｗａＨ

，
Ｊ ｏｈＴ ．Ｃ ｈ ａ ｎ ｇｅｓ

 ｉ ｎｔｈ 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 ｎｏ ｆ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ｓ ｉ ｎａ ｃ ｔ ｉｖ ｅｕ ｌ ｃ ｅ ｒａ ｔ ｉｖ ｅ

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ｇａ ｓ ｔｒｏｅｎ ｔ 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ａｎｄｈｅｐ ａ ｔ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 ８Ｄｅ ｃ
；

２ ３Ｓ ｕ ｐｐ
ｌ２ ： Ｓ  １ ４ ６ －

５ ０ ．

３ ０ ．Ｋ ｕｃｈ ａｒｚ ｉ ｋＴ
，Ｗａ ｌ ｓｈＳＶ

，ＣｈｅｎＪ
，Ｐａｒｋｏ ｓＣＡ

，Ｎ ｕ ｓ ｒａｔＡ ．Ｎｅｕ ｔ ｒｏｐ
ｈ ｉ ｌｔ ｒａ ｎ ｓｍ ｉｇ ｒａ ｔ ｉ ｏ ｎ ｉ ｎ

ｉ ｎ ｆｌａｍ ｍ ａ ｔｏ ｒｙ
ｂｏｗｅ ｌｄ ｉ ｓｅａ ｓ ｅ ｉ ｓ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ｅｄｗ ｉ ｔｈ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ａ ｌ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ｉｎ ｔ ｅ ｒｃｅ ｌ ｌ ｕ ｌａ ｒ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ｓ ．Ｔｈ ｅＡｍｅ ｒ ｉｃａｎ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ｐａｔｈ 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０ １

Ｄ ｅ ｃ
；

１ ５ ９
（
６

）
： ２ ００ １

－９ ．

３ １ ．Ｐｏｒ ｉ ｔｚＬ Ｓ
，
Ｈａｒｒ ｉ ｓＬＲ

，
３ ｒｄ

，
Ｋ ｅ ｌ ｌｙ

ＡＡ
，
Ｋｏ ｌ ｔｕｎＷＡ ．Ｉ ｎ ｃｒｅａ ｓ ｅ ｉ ｎｔｈ ｅ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

１ ｉ ｎ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 ａ ｔ ｉ ｏｎ ．Ｄ ｉｇｅ ｓ ｔ ｉ ｖ ｅｄ ｉ ｓ ｅ ａ ｓｅ ｓａｎｄ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 ．２ ０ １ １

Ｏｃ ｔ
；

５ ６
（

１ ０
）

：
２ ８０２

－

９ ．

３ ２ ．Ｇ ｏ ｓｗａｍ ｉＰ
，ＤａｓＰ

，Ｖｅ ｒｍ ａＡＫ
，ＰｒａｋａｓｈＳ

，Ｄａ ｓＴＫ
，
Ｎ ａｇ

ＴＣ
，ｅｔａ ｌ ．Ａ ｒｅａ ｌ ｔ ｅ ｒａ ｔ ｉｏｎ ｓｏ ｆ

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 ｓａ ｔｍ 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 ｒａ ｎｄｕ ｌ ｔ ｒａ ｓ ｔ ｒｕ ｃｔｕ ｒａ ｌ ｌ ｅｖ ｅ ｌ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ｎｄ ｕ ｏｄ ｅｎ ａ ｌｂ ｉ ｏｐ ｓ ｉ ｅｓ

ｏ ｆ
ｐ ａ ｔ ｉ ｅｎ ｔｓｗ ｉ ｔ ｈｃ ｅ ｌ ｉａ ｃ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ａｎｄＣｒｏｈ ｎ

ｆ

ｓｄ ｉ ｓ ｅａｓ ｅ？Ｖ ｉ ｒｃｈ ｏｗ ｓＡｒｃｈ ｉ ｖ ：ａｎ ｉｎ ｔｅ ｒｎ ａｔ ｉ ｏｎ ａ ｌ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ｐａｔｈ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４Ｎ ｏｖ
；

４ ６ ５
（
５
）

： ５ ２ １
－

３ ０ ．

３ ３ ．Ｆ ｉ ｓ ｃ ｈ ｅ ｒＡ
，Ｇ ｌ ｕ ｔｈＭ

，Ｗｅ ｅｇｅＦ，ＰａｐｅＵＦ
，Ｗ ｉ ｅｄｅｎｍ ａｎｎＢ

，Ｂ ａｕｍｇ ａｒｔＤＣ
，ｅ ｔａ ｌ ．

Ｇ ｌ ｕ ｃｏ ｃｏ ｒ ｔ ｉ ｃｏ ｉｄ ｓ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ｅｂａ ｒ ｒ ｉ ｅｒ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ａ ｎ ｄｃ ｌａ ｕｄ ｉ ｎｅ 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ｉ ｎ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ｃｅ ｌ ｌ ｓｖ ｉａＭＫＰ－

１ ．Ａｍ ｅｒ ｉ ｃ ａｎ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ｏｇｙＧ ａ ｓ ｔｒｏ ｉｎ ｔ 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ａｎ ｄ ｌ ｉ ｖ ｅ ｒ

ｐ
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４Ｆｅｂ

；

３ ０ ６
（
３

）
： Ｇ２ １ ８

－２ ８ ．

３４ ．Ｂ ｕ ｒｇｅ
ｌＮ

，Ｂｏ
ｊ
ａ ｒｓｋ ｉＣ

，Ｍ ａｎｋ ｅ ｒｔｚＪ
，Ｚｅ ｉ ｔｚＭ

，ＦｒｏｍｍＭ
，Ｓ ｃ ｈ ｕ ｌ ｚｋ ｅＪＤ ．Ｍ ｅｃ ｈ ａ ｎ ｉ ｓｍ ｓｏ ｆ

ｄ ｉ ａ ｒ ｒｈ ｅａ ｉ ｎｃｏ ｌ ｌａ ｇｅ ｎ ｏ ｕ ｓ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Ｇ ａｓ ｔ ｒｏ ｅ ｎ ｔ 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２ Ａ ｕ ｇ ；

Ｉ ２ ３
（
２

）
： ４３ ３

－４３ ．

３ ５ ．Ｂａｒｍ ｅｙ ｅ ｒＣ
，Ｔｒｏ ｅｇｅ ｒＨ

，Ｂ ｏ
ｊ
ａ ｒｓｋ ｉＣ

，Ｓ ｉ ｅｇｍ ｕｎ ｄＢ
，Ｆ ｒｏｍｍＭ

，Ｓ ｃｈｕ ｌ ｚｋ ｅＪ Ｄ ：Ｓ ｕ ｌ ４ ６ １

Ｌ
ｙｍ ｐ

ｈ ｏ ｃｙ ｔ ｉ ｃ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Ｒｅ ｌ ａ ｔｅｄＤ ｉ ａ ｒ ｒｈ ｅａ Ｉ ｓＣ ａ ｕ ｓ ｅｄｂｙＢ ｏ ｔｈ

，ＥＲＫ ｌ ／２ －Ｄ ｅｐ ｅ ｎ ｄ ｅ ｎ ｔ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ｔｈ ｅ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Ｓｏｄ ｉ ｕｍＣｈ ａ ｎ ｎ ｅ ｌ
（
ＥＮａ ｃ

）
ａ ｎ ｄａ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

ｌ ｎ ｄ ｕ ｃ ｅｄ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Ｄ ｅ ｆｅ ｃ ｔ ．Ｇ ａ ｓ ｔ ｒｏ ｅｎ ｔ 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４

， １ ４ ６
（
５

）
： Ｓ

－４ ７ ５ － Ｓ －４ ７５ ．

３ ６ ．Ｂ ａｒｍ ｅ
ｙ
ｅ ｒＣ

，Ｅｒｋｏ Ｉ
，ＦｒｏｍｍＡ

，Ｂｏ
ｊ
ａｒｓｋ ｉＣ

，Ａ ｌ ｌ ｅ ｒｓＫ
，Ｍ ｏｏ ｓＶ

，ｅ ｔａ ｌ ．Ｉ ｏｎｔ ｒａ ｎ ｓｐｏ ｒ ｔａ ｎ ｄ

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ｆ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ａ ｒｅｄ ｉ ｓ ｔｕ ｒ ｂ ｅｄ ｉ ｎｍ ｉ ｃ ｒｏ ｓ ｃｏｐ ｉ ｃｃｏ ｌ ｉ ｔ ｉ ｓ ．Ａ ｎ ｎ ａ ｌ ｓｏ ｆｔｈ ｅＮ ｅｗＹｏ ｒｋ

Ａ ｃ ａｄ ｅｍｙ
ｏ ｆ 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 ．２ ０ １ ２Ｊ ｕ ｌ

；

１ ２５ ８ ：
１ ４ ３

－

８ ．

３ ７ ．Ｓ
ｙ
ｓ ｔ ｅｍ ａ ｔ ｉ ｃｒｅｖ ｉ ｅｗｏ ｎｔ ｈ ｅｍ ａ ｎ ａ ｇｅｍ ｅｎ ｔｏｆ ｉ ｒ ｒ ｉ ｔａ ｂ ｌ ｅｂ ｏｗｅ ｌｓｙ ｎｄ ｒｏｍ ｅ ｉ ｎｔ ｈ ｅＥ ｕ ｒｏ ｐ ｅａ ｎ

１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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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ｎ ｉ ｏ ｎ ．Ｅ ｕ ｒ ＪＧ ａ ｓ ｔ ｒｏ ｅ ｎ ｔ ｅ ｒｏ ｌＨ ｅｐ ａｔ ｏ ｌ ．２ ００ ７Ｆｅｂ
； 

１ ９Ｓｕｐｐ
ｌ １ ： Ｓ  １ １

－

３ ７ ．

３ ８ ．Ｄｕ ｎ ｌ ｏ
ｐＳ Ｐ，Ｈ ｅｂ ｄｅｎＪ

，Ｃ ａｍ
ｐｂ ｅ ｌ ｌＥ

，Ｎ ａ ｅ ｓｄ ａ ｌＪ
，Ｏ ｌ ｂ ｅＬ

，Ｐｅ ｒｋ ｉ ｎ ｓＡＣ
，ｅ ｔａ ｌ ．Ａ ｂ ｎ ｏ ｒｍ ａ ｌ

ｉ ｎ ｔ 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ｐ 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 ｎｓ ｕ ｂｇ ｒｏ ｕ ｐ ｓｏ ｆｄ ｉ ａ ｒ ｒ ｈ ｅａ
－

ｐ
ｒｅｄ ｏｍ ｉ ｎ ａ ｎ ｔ ｉ ｒ ｒ ｉ ｔ ａ ｂ ｌ ｅｂｏｗｅ ｌ

ｓｙ
ｎ ｄ ｒｏｍ ｅｓ ．Ｔｈ ｅ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 ｎ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ｇａ ｓ
ｔ ｒｏｅ ｎ ｔ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０６Ｊ ｕ ｎ
；

１ ０ １

（
６

）
：  １ ２ ８ ８

－

９４ ．

３ ９ ．Ｍ ａ ｒ ｓｈ ａ ｌ ｌＪ Ｋ
，Ｔｈ ａｂａｎ ｅＭ

，Ｇ ａ ｒｇ
ＡＸ ，Ｃ ｌ ａ ｒｋＷ

，Ｍ ｅｄｄ ｉ ｎｇ ｓＪ
，Ｃ ｏ ｌ ｌ ｉｎ ｓＳＭ

，ｅ ｔａ ｌ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

ｐ
ｅ ｒｍ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 ｎ
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ｗ ｉ ｔｈ ｉ ｒ ｒ ｉ ｔａ ｂ ｌ ｅｂｏｗ ｅ ｌｓｙ ｎ

ｄ ｒｏｍ ｅａ ｆｔｅ ｒａｗａ ｔｅ ｒｂｏ ｒ ｎ ｅｏ ｕ ｔｂ ｒｅａ ｋ

ｏ ｆａ ｃ ｕ ｔｅｇ
ａ ｓ ｔ ｒｏ ｅｎ ｔｅ ｒ ｉ ｔ ｉ ｓ ｉｎＷａ ｌ ｋｅ ｒ ｔｏ ｎ

，Ｏｎ ｔａ ｒ ｉｏ ．Ａ ｌ ｉｍ ｅｎ ｔａｒｙｐ
ｈ ａｒｍ ａｃｏ ｌ ｏｇｙ８ｌ

ｔｈ ｅｒａｐｅｕ
ｔ ｉ ｃ ｓ ． ２００４Ｄｅｃ

；

２ ０
（ 

１ １ 

－

１ ２
）

：  １ ３ １ ７
－２２ ．

４０ ．Ｚｈｏｕ
Ｑ ，

Ｚｈａｎｇ
Ｂ

，
Ｖｅ ｒｎ ｅＧＮ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ｅｍ ｂｒａ ｎ ｅ

ｐ ｅ ｒｍ 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ａｎ ｄｈｙ ｐ ｅ ｒｓｅｎ ｓ ｉ ｔ ｉｖ ｉ ｔｙ

ｉ ｎｔｈ ｅ ｉ ｒｒ ｉ ｔ ａ ｂ ｌ ｅｂｏｗｅ ｌ ｓｙ ｎ
ｄ ｒｏｍ ｅ ．Ｐａ ｉ ｎ ．２ ０ ０９ Ｎ ｏｖ

；

１ ４６
（

ｌ

－

２
）

：
４ １

－

６ ．

４ １ ．Ｋ ｏｎｇＷＭ ，Ｇｏｎｇ
Ｊ

，Ｄ ｏｎｇ
Ｌ

，
ＸｕＪＲ ．Ｃｈ ａｎｇｅ ｓｏ ｆ ｔ ｉ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ｃ ｌａ ｕ ｄ ｉ ｎ

－

１
，

－３
，

－４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ｉ ｎｔ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 ａ ｉ ｎ
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ｗ ｉ ｔｈ ｉ ｒ ｒ ｉ ｔａ ｂ ｌ ｅｂｏｗｅ ｌｓ

ｙ
ｎ ｄ ｒｏｍ ｅ ．Ｎ ａｎ

ｆａｎｇｙ ｉｋ ｅｄａｘｕ ｅｘ ｕ ｅｂａｏ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Ｓ ｏｕ ｔｈ ｅ ｒｎＭ ｅｄ ｉ ｃ ａ ｌＵ 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２００７

Ｓ ｅｐ ；

２ ７
（
９

）
：  １ ３ ４５

－

７ ．

４２ ．Ｐ ｉ ｃｈｅＴ
，Ｂ ａ ｒｂａｒａＧ

，Ａ ｕｂ ｅ ｒｔＰ
，Ｂｒｕ ｌ ｅｙｄ ｅ ｓＶａｒａｎｎｅ ｓＳ

，Ｄ ａ ｉｎｅ ｓ ｅＲ
，Ｎ ａｎｏＪＬ

，ｅ ｔａ ｌ ．

Ｉｍ ｐａ ｉ ｒｅｄ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ｂ 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ｉｎ ｔｅ
ｇ
ｒ ｉ ｔｙ ｉ ｎｔｈ ｅｃｏ ｌｏｎｏ ｆ

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ｓｗ ｉ ｔｈ ｉ ｒ ｒ ｉ ｔ ａｂ ｌｅｂ ｏｗ ｅ ｌ

ｓｙｎ ｄ ｒｏｍ ｅ ： ｉ ｎｖ ｏ ｌｖ ｅｍ ｅｎ ｔｏ ｆ ｓ ｏ ｌｕｂ ｌ ｅｍ ｅｄ ｉａ ｔｏ ｒｓ ．Ｇｕ ｔ ．２ ００ ９Ｆｅｂ
；

５ ８
（
２
）

： １ ９６ －２ ０ １ ．

４３ ．Ｂ ｅ ｒｔ ｉ ａｕｘ －Ｖａｎ ｄａｅ ｌｅ Ｎ
，
ＹｏｕｍｂａＳＢ

，
Ｂ ｅ ｌｍ ｏｎ ｔｅＬ

，
Ｌ ｅ ｃ ｌ ｅ ｉ ｒｅＳ

，Ａ ｎ ｔｏｎ ｉ ｅｔｔ ｉＭ
，
Ｇ ｏｕ ｒｃ ｅｒｏ ｌＧ

，
ｅ ｔ

ａ ｌ ．Ｔ ｈ ｅｅ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 ｎａ ｎｄｔ ｈ ｅｃｅ ｌ ｌｕ ｌ ａ ｒｄ ｉ ｓ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ｉｏ ｎｏ ｆｔｈ ｅｔ ｉ

ｇ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ｓａ ｒｅ

ａ ｌ ｔｅ ｒｅｄ ｉ ｎ ｉ ｒｒ ｉ ｔａ ｂ ｌ ｅｂｏｗｅ ｌｓｙ
ｎ ｄ ｒｏｍ ｅ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ｗ ｉ ｔｈｄ ｉ ｆｆｅ ｒｅ ｎ ｃｅｓａ ｃ ｃ ｏ ｒｄ ｉ ｎｇｔｏｔｈ ｅ

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ｓ ｕ ｂ ｔｙｐ ｅ ． Ｔｈｅ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ｎ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ｇ ａｓ ｔｒｏ ｅｎ ｔ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１Ｄ ｅｃ
；

１ ０６
（

１ ２
）

： ２ １ ６ ５
－

７ ３ ．

４４ ．Ｍ ａｒｔ ｉ ｎ ｅ ｚＣ
，Ｌ ｏｂｏＢ

，Ｐ ｉ

ｇｒａｕＭ
，Ｒ ａｍ ｏ ｓＬ

，Ｇ ｏｎｚａ ｌ ｅｚ
－Ｃ ａｓｔｒｏＡＭ

，Ａ ｌ ｏｎ ｓｏＣ
，ｅ ｔａ ｌ ．

Ｄ ｉ ａ ｒ ｒｈ ｏｅ ａ
－

ｐ ｒｅｄ ｏｍ ｉ ｎ ａ ｎ ｔ ｉ ｒ ｒ ｉ ｔａｂ ｌ ｅｂｏｗｅ ｌｓｙｎｄ ｒｏｍ ｅ ：ａ ｎｏ ｒｇａｎ ｉ ｃｄ ｉ ｓｏ ｒｄ ｅ ｒｗ ｉ ｔｈ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ａ ｌａ ｂｎ ｏ ｒｍ ａ ｌ ｉ ｔ ｉ ｅｓ ｉｎｔｈｅ
ｊ
ｅ
ｊ
ｕ ｎ ａ ｌ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Ｇ ｕ ｔ ． ２０ １ ３Ａ ｕｇ ；

６２
（
８

）
： １ １ ６０ －

８ ．

４ ５ ．Ｃｈ ａｄｗ ｉ ｃｋＶ Ｓ
，Ｃｈ ｅｎＷ

，ＳｈｕＤ ，Ｆ ａｕ ｌｕ ｓＢ
，Ｂ ｅｔｈｗ ａ ｉ ｔｅＰ

，Ｔ ｉ ｅＡ
，ｅ ｔａ ｌ ．Ａ 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 ｅ

ｍ ｕ ｃｏ ｓ ａ ｌ ｉｍ ｍ ｕ ｎ ｅｓ
ｙ
ｓ ｔ ｅｍ ｉｎ ｉ ｒｒ ｉ ｔａｂ ｌ ｅｂ ｏｗ ｅ ｌｓｙｎ

ｄ ｒｏｍ ｅ ．Ｇ ａ ｓ ｔｒｏｅｎ ｔｅ ｒｏ ｌｏｇｙ ．２ ００２

Ｊｕｎ
；

１ ２２
（
７

）
： １ ７ ７ ８

－

８ ３ ．

４ ６ ．Ａ ｅ ｒ ｓ ｓ ｅｎ ｓＪ
，
Ｃａｍ ｉ ｌ ｌ ｅ ｒ ｉＭ

，
Ｔａ ｌ ｌｏｅｎＷ

，
Ｔｈ ｉ ｅ ｌ ｅｍ ａｎ ｓＬ

，
Ｇ ｏｈ ｌｍ ａｎ ｎＨＷ

，
ＶａｎＤｅｎＷｙｎｇａｅｒｔ Ｉ

，

ｅ ｔａ ｌ ．Ａ ｌ ｔ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 ｓ ｉ ｎｍ ｕ ｃｏｓａ Ｊ ｉｍｍ ｕ ｎ ｉ ｔｙ ｉ ｄ ｅｎ ｔ ｉ ｆｉ ｅｄ ｉ ｎｔ ｈ ｅｃｏ ｌ ｏｎｏ ｆ
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ｓｗ ｉ ｔｈ

ｉ ｒ ｒ ｉ ｔ ａ ｂ ｌ ｅｂｏｗｅ ｌｓｙ ｎｄ ｒｏｍ ｅ ．Ｃ ｌ ｉ ｎ ｉ ｃａ ｌ

ｇａ ｓ ｔｒｏ ｅｎ ｔ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ａｎ ｄｈ ｅ

ｐ
ａｔｏ ｌ ｏｇｙ ： ｔｈ ｅｏ ｆｆｉ ｃ ｉ ａ ｌｃ ｌ ｉｎ ｉ ｃａ ｌ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ｔｈ ｅ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ｎＧ ａ ｓ ｔｒｏ ｅｎ ｔｅ ｒ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ｔ ｉｏｎ ．２ ０ ０ ８Ｆ ｅｂ
；

６
（
２

）
：  １ ９４ －２ ０ ５ ．

４ ７ ．Ｍ ａｔｙ ｓ ｉ ａｋ －Ｂ ｕｄｎ ｉｋＴ
，
Ｃ ａｎ ｄ ａ ｌｈＣ

，
Ｄｕｇａｖ ｅＣ

，
Ｎ ａｍ ａｎ ｅＡ

，
Ｃ ｅ ｌ ｌ ｉ ｅ ｒ Ｃ

，
Ｃ ｅｒｆ

－Ｂ ｅｎ ｓ ｕ ｓ ｓ ａｎＮ
，ｅ ｔａ ｌ ．

Ａ ｌ ｔ 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 ｓｏ ｆｔｈ ｅ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ｔ ｒａ ｎ ｓ ｐ ｏ
ｒ ｔａ ｎ ｄｐ ｒｏ ｃ ｅｓ ｓ ｉ ｎ

ｇｏ ｆ
ｇ

ｌ ｉ ａ ｄ ｉｎｐ ｅ
ｐ ｔ ｉ ｄ ｅ ｓ ｉ ｎｃ ｅ ｌ ｉ ａ ｃ

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Ｇ ａ ｓ ｔ ｒｏ ｅｎ ｔｅ ｒｏ ｌ ｏｇｙ ． ２ ００ ３Ｓｅ
ｐ ；

１ ２ ５
（
３

）
： ６９ ６

－

７０ ７ ．

４ ８ ．Ｓｃ ｈ ｕｍ ａｎ ｎＭ
，
Ｒ ｉ ｃｈ ｔ ｅｒ Ｊ Ｆ

，Ｗｅｄ ｅ ｌ ｌ Ｉ
，Ｍ ｏｏｓＶ

，
Ｚ ｉｍｍ ｅｒｍ ａ ｎ ｎ －Ｋ ｏ ｒｄ ｉｎ ａｎ ｎＭ

，Ｓ ｃ ｈｎ ｅ ｉ ｄ ｅ ｒＴ
，ｅ ｔ

ａ ｌ ．Ｍ ｅ ｃ ｈ ａ ｎ ｉ ｓｍ ｓｏ ｆ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ｔ ｒａ ｎ ｓ ｌ ｏ ｃ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ｔ ｈ ｅａ ｌ

ｐ
ｈ ａ

（
２

）

－

ｇ
ｌ ｉａｄ ｉ ｎ －３３ｍ ｅ ｒ ｉ ｎｃｏ ｅ ｌ ｉ ａ ｃ

ｓ
ｐ
ｒ ｕ ｅ ．Ｇ ｕ ｔ ．２ ００ ８Ｊ ｕ ｎ

；

５ ７
（
６

）
： ７４７ －

５４ ．

４ ９ ．Ｃ ｉ ｃ ｃ ｏ ｃ ｉ ｏ
ｐｐ

ｏＲ
，Ｆ ｉ ｎ ａｍ ｏ ｒｅＡ

，Ａ ｒａＣ
，Ｄ ｉＳ ａｂ ａ ｔ ｉｎｏＡ

，Ｍ ｅｎ
ｇ
ｈ ｅ ｒ ｉＥ

，Ｃｏ ｒａｚｚａＧＲ ．Ａ ｌ ｔ ｅ ｒｅｄ

ｅ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 ｎ

， ｌ ｏ ｃ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ｎ ｄｐ ｈ ｏ ｓ ｐ

ｈ ｏ ｒｙ
ｌ 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 ａ ｌ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ｓ ｉ ｎ

１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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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ｅ ｌ ｉ ａ ｃｄ ｉ ｓ ｅａ ｓｅ ． Ａｍ ＪＣ ｌ ｉｎＰａｔｈｏ ｌ ． ２ ００ ６ Ａ
ｐ
ｒ

；

１ ２ ５
（
４

）
： ５ ０２

－

ｌ ｌ ．

５ ０ ．Ｓ ｃｈ ｕｍ ａｎｎＭ
，
Ｋ ａｍ ｅ ｌＳ

？
Ｐａｈ ｌ ｉ ｔｚ ｓｃｈＭＬ

，
Ｌｅｂｅｎｈ ｅ ｉｍＬ

，
Ｍ ａｙ

Ｃ
７
Ｋｒａｕ ｓ ｓＭ．ｅ ｔａ ｌ ．Ｄｅ ｆｅ ｃ ｔ ｉ ｖ ｅ

ｔ ｉｇｈ ｔ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ｉ ｎｒｅ ｆｒａ ｃ ｔｏ ｒｙｃｅ ｌ ｉ ａ ｃｄ ｉ ｓ ｅａ ｓ ｅ ．Ａｎｎａ ｌ ｓｏｆ ｔｈ ｅＮ ｅｗＹｏｒｋＡ ｃ ａｄ ｅｍ ｙｏ ｆ

Ｓｃ ｉ ｅ ｎｃ ｅ ｓ ．２ ０ １ ２Ｊ ｕ ｌ

；

１ ２ ５ ８ ：
４ ３ －

５ １ ．

５ １ ．Ｓｚａｋａ ｌＤＮ
，Ｇｙ

ｏｒｆｆｙ
Ｈ

，Ａ ｒａ ｔｏＡ
，
Ｃ ｓｅｈＡ

，Ｍ ｏ ｌ ｎ ａ ｒＫ
，
Ｐ ａｐｐ

Ｍ
，
ｅｔａ ｌ ．Ｍ ｕ ｃ ｏ ｓ ａ ｌ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ｏ ｆ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ｓ２
，３ａ ｎ ｄ４ ｉ ｎｐ

ｒｏｘ ｉｍ ａ ｌａ ｎ ｄｄ ｉ ｓ ｔａ ｌ

ｐ ａ ｒ
ｔｏ ｆｄ ｕ ｏ ｄ ｅｎ ｕｍ ｉ ｎｃｈ ｉ ｌｄ ｒｅｎｗ ｉ ｔｈ

ｃｏ ｅ ｌ ｉ ａ ｃｄ ｉ ｓｅａ ｓｅ ．Ｖ ｉ ｒｃｈｏｗ ｓＡ ｒｃｈ ｉｖ ：ａ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ｐａｔｈ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０

Ｍ ａｒ
；

４ ５６
（
３

）
：
２４ ５ －

５ ０ ．

５ ２ ．Ｓ ｃ ｈ ｕ ｌ ｚｋ ｅＪＤ
，
Ｓ ｃｈ ｕ ｌｚｋｅＩ

，Ｆ ｒｏｍｍＭ
，
Ｒ ｉ ｅ ｃｋｅｎＥＯ ．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ａ ｎｄ ｉｏ ｎｔ ｒａ ｎ ｓ ｐ ｏ ｒ ｔ

ｉ ｎｃｏ ｅ ｌ ｉ ａ ｃｓ ｐ ｒｕ ｅ ：ｅ ｌ ｅ ｃ ｔ ｒ ｉ ｃａ ｌｍ ｅａ ｓ ｕ ｒｅｍ ｅ ｎ ｔｓｏ ｎ ｉ 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ａ ｌａ ｓｐ ｉ ｒａ ｔ ｉｏ ｎｂ ｉｏ ｐ ｓｙ
ｓｐ ｅ ｃ ｉｍ ｅｎ ｓ ．

Ｇ ｕ ｔ ． １ ９９ ５Ｄ ｅ ｃ
；

３ ７
（
６
）

： ７ ７ ７
－

８２ ．

５ ３ ．Ｓ ｃ ｈ ｕ ｌ ｚｋ ｅＪＤ
，Ｂ ｅｎ ｔ ｚｅ ｌＣ Ｊ

，Ｓ ｃｈ ｕ ｌ ｚｋ ｅ Ｉ
，Ｒ ｉ ｅ ｃｋｅｎＥＯ

，Ｆ ｒｏｍｍＭ ．Ｅ
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ｔ ｉ

ｇ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ｅ ｉ ｎ ｔｈ ｅ
ｊ

ｅ
ｊ
ｕ ｎ ｕｍｏ ｆｃ ｈ ｉ ｌｄ ｒｅｎｗ ｉ ｔｈａ ｃ ｕ ｔ ｅａ ｎ ｄｔ ｒｅａ ｔ ｅｄｃｅ ｌ ｉ ａ ｃｓ

ｐ
ｒｕ ｅ ．Ｐｅｄ ｉ ａ ｔ ｒ ｉ ｃ

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 ． １ ９９ ８ Ａｐ ｒ
；
４ ３

（
４Ｐ ｔ １

）
：
４ ３ ５

－４ １ ．

５４ ．Ｓｃｈ ｕｍ ａｎ ｎＭ
，Ｇ ｕｎｚｅ ｌＤ

，Ｂ ｕｅｒｇｅ ｌＮ
，

Ｒ ｉ ｃｈ ｔｅｒＪＦ
，

ＴｒｏｅｇｅｒＨ ，Ｍ ａｙＣ ，
ｅｔａ ｌ ．Ｃｅ Ｊ Ｉ

ｐｏ
ｌ ａ ｒ ｉ ｔｙ

－ｄ ｅ ｔｅ ｒｍ ｉｎ ｉ ｎ ｇｐｒｏ ｔｅ ｉｎ ｓＰａ ｒ－３ａ ｎ ｄＰＰ－

１ａ ｒｅ ｉｎｖｏ ｌｖｅｄ ｉｎｅｐ
ｉ ｔ ｈ ｅ ｌ ｉａ ｌ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ｄ ｅ ｆｅｃ ｔ ｓ ｉ ｎｃｏｅ ｌ ｉａ ｃｄ ｉｓ ｅａ ｓｅ ．Ｇｕ ｔ ． ２０ １ ２Ｆｅｂ

；

６ １
（
２

）
：
２２ ０

－

８ ．

５ ５ ．Ｕ ｔｅ ｃｈＭ
，

Ｉｖａｎ ｏｖＡ ｌ
，
Ｓａｍ ａｒ ｉｎＳＮ

，
Ｂ ｒｕｅｗｅ ｒＭ

，
Ｔｕ ｒｎｅ ｒ ＪＲ

， 
Ｍ ｒ ｓｎｙ

ＲＪ
，
ｅ ｔａ ｌ ．Ｍ ｅ ｃｈ ａ ｎ ｉ ｓｍｏ ｆ

Ｉ ＦＮ －

ｇａｍｍ ａ
－

ｉ ｎ ｄ ｕ ｃｅｄｅｎ ｄ ｏ ｃｙ ｔｏ ｓ ｉ ｓｏ ｆｔ ｉ

ｇ
ｈ ｔｊ

ｕｎ ｃ ｔ ｉｏ ｎ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ｓ ：ｍ ｙｏ ｓ ｉｎＩ Ｉ
－ｄ ｅｐ ｅｎｄ ｅｎ ｔ

ｖａ ｃｕ ｏ ｌ ａ ｒ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ｔｈ ｅａ ｐ ｉ ｃａ ｌ

ｐ ｌ ａ ｓｍ ａｍ ｅｍ ｂ ｒａ ｎ ｅ ．Ｍｏ ｌｅ 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ｏｆ  ｔｈ ｅｃｅ ｌ ｌ ．２ ００ ５

Ｏｃ ｔ
；

１ ６
（

１ ０
）

： ５ ０４ ０
－

５ ２ ．

５ ６ ．Ｂ ｏｄｄＭ
，Ｒａｋ ｉＭ

，Ｔｏ ｌ ｌ ｅｆｓｅｎＳ
，

Ｆａ ｌ ｌａｎｇＬＥ ，

Ｂｅ ｒｇ ｓｅｎｇＥ ，Ｌｕｎｄ ｉｎＫＥ
，ｅ ｔａ ｌ ．

ＨＬＡ －ＤＱ２ －

ｒｅ ｓ ｔ ｒ ｉ ｃ ｔｅｄ
ｇ

ｌｕ ｔ ｅｎ－

ｒｅａ ｃ ｔ ｉｖ ｅＴｃｅ ｌ ｌ ｓ
ｐ ｒｏｄ ｕ ｃｅＩＬ－２ １ｂｕ ｔｎｏ ｔＩＬ－

１ ７ｏｒＩＬ －２２ ．

Ｍｕ ｃ ｏ ｓ ａ ｌ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ｏｇｙ ．２ ０ １ ０ Ｎ ｏｖ
；

３
（
６

）
： ５ ９４

－６０ １ ．

５ ７ ．Ｃ ａｒｕ ｓ ｏＲ
，Ｍ ａｒａｆｍ ｉ Ｉ

，ＳｅｄｄａＳ
，
Ｄ ｅ ｌＶｅ ｃｃｈ ｉｏＢ ｌ ａｎ ｃｏＧ

，
Ｇ ｉ ｕ ｆＦｒ ｉ ｄａＰ

，
Ｍ ａｃＤ ｏｎ ａ ｌ ｄＴＴ

，
ｅｔａ ｌ ．

Ａ ｎ ａ ｌｙｓ ｉ ｓｏ ｆ ｔｈ ｅｃｙ ｔｏｋ ｉｎ ｅ
ｐ ｒｏｆｉ ｌｅ ｉｎｔｈｅｄｕｏｄ ｅｎ ａ ｌｍ ｕ ｃｏ ｓ ａｏ ｆｒｅ ｆｒａ ｃ ｔｏ ｒｙ

ｃｏｅ ｌ ｉ ａ ｃｄ ｉ ｓ ｅ ａ ｓｅ

ｐ 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 ．Ｃ ｌ ｉｎ ｉ ｃａ ｌｓｃ ｉ ｅｎ ｃ ｅ ．２ ０ １ ４Ｍ ａｒ
；

１ ２ ６
（
６

）
：４ ５ １

－

８ ．

５ ８ ．Ｗ ｉ ｓｎ ｅ ｒＤＭ
，Ｈａｒｒ ｉ ｓＬＲ

，３ ｒｄ
，Ｇ ｒｅｅｎＣＬ

，Ｐｏ ｒ ｉ ｔｚＬ Ｓ ．Ｏ ｐｐ ｏｓ ｉｎ ｇ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ｔｈ ｅ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ｃ ｌ ａ ｕ ｄ ｉ ｎ －２ｂｙ ｉ ｎ ｔｅ ｒ ｆｅ ｒｏ ｎ

－

ｇａｍ ｍ
ａａ ｎ ｄ ｉ ｎ ｔ ｅ ｒ ｌ ｅｕ ｋ ｉ ｎ

－４ ．Ｔｈ ｅ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ｓｕ ｒｇ ｉ ｃ ａ ｌｒｅ ｓ ｅ ａｒｃｈ ．２ ００ ８Ｊ ａｎ
；

Ｉ ４４
（

ｌ

）
： ｌ

－

７ ．

５ ９ ．Ｗ ｉ ｌ ｌ ｅｍ ｓ ｅｎＬ Ｅ
，Ｈ ｏ ｅ ｔ

ｊ
ｅ ｓＪ Ｐ

，ｖａｎＤｅｖ ｅｎ ｔｅｒＳ Ｊ
，ｖ ａｎＴｏ ｌＥＡ ．Ａ ｂ ｒｏｇ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Ｉ ＦＮ －

ｇ
ａｍｍ ａ

ｍ ｅｄ ｉ ａ ｔｅｄｅ
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ｂ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ｄ ｉ ｓ ｒ ｕ ｐ ｔ ｉｏ ｎｂｙｓ ｅ ｒ ｉ ｎ ｅｐ ｒｏ ｔ ｅａ ｓ ｅ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ｉ ｏ ｎ ．Ｃ ｌ ｉ ｎ ｉ ｃ ａ ｌａ ｎ ｄ

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 ｉｍｍ ｕ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０ ５Ｎｏｖ
；

１ ４２
（
２

）
：２ ７ ５ －

８４ ．

６ ０ ．Ｖａｎ Ｉ ｔ ａ ｌ ｌ ｉ ｅＣＭ
，Ｆ ａｎｎ ｉｎｇ

ＡＳ
，
Ａ ｎ ｄ ｅ ｒｓｏｎＪＭ ．Ｒｅｖｅ ｒ ｓａ ｌｏ ｆｃ ｈ ａ ｒｇｅｓ ｅ ｌ ｅ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ｉ ｎｃ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ｒ

ａ ｎ ｉ ｏ ｎ
－

ｓ ｅ ｌ ｅｃ ｔ ｉｖ ｅｅｐ
ｉ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ｌ ｉｎ ｅｓｂｙｅ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ｄ ｉ ｆｆｅｒｅ ｎ ｔｃ ｌ ａ ｕ ｄ ｉｎ ｓ ．Ａｍ ｅｒ ｉ ｃ ａｎ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

ｏｆ
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ｏｇｙ

Ｒｅｎ ａ ｌ

ｐ
ｈｙ ｓ ｉｏ ｌｏｇｙ ．２ ０ ０３Ｄｅ ｃ

；

２ ８ ５
（
６

）
： Ｆ  １ ０７ ８ －

８４ ．

６ １ ．Ｔａｍ ｕ ｒａＡ
，Ｈ ａｙａｓ

ｈ ｉＨ
，Ｉｍ ａｓ ａｔ ｏＭ

，Ｙａｍ ａｚａｋ ｉＹ
，Ｈ ａｇ

ｉｗ ａｒａＡ
，Ｗａｄ ａＭ

，ｅ ｔａ ｌ ．Ｌ ｏ ｓ ｓｏ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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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ｏ ｕ ｓ ｅｓｍ ａ ｌ ｌ ｉ ｎ ｔｅ ｓ ｔ ｉ ｎ ｅ ．Ｇ ａ ｓ ｔ ｒｏ ｅｎ ｔ ｅｒｏ ｌｏｇｙ ． ２ ０ １ １Ｍ ａ ｒ
；

１ ４０
（
３

）
： ９ １ ３

－２ ３ ．

１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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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６２ ．Ｆｕ ｒｕ ｓ ｅＭ
，Ｈ ｉ ｒａ ｓ ｅＴ

， Ｉ ｔｏｈＭ
，Ｎ ａｇａｆｕ ｃｈ ｉＡ

，Ｙｏｎｅｍ ｕ ｒａＳ
，Ｔｓｕｋ ｉ ｔａＳ

，ｅ ｔａ ｌ ．Ｏ ｃ ｃ ｌ ｕｄ ｉ ｎ ：ａ

ｎ ｏｖ ｅ ｌ ｉ ｎ ｔ ｅ
ｇ ｒａ ｌｍ ｅｍ ｂ ｒａ ｎ ｅｐ 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ｌ ｏｃａ ｌ ｉ ｚ ｉ ｎ

ｇ
ａ ｔｔ ｉ

ｇ
ｈ ｔ

ｊ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ｓ ．Ｔｈ ｅ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ｃ ｅ ｌ ｌ

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 １ ９９ ３Ｄｅ ｃ

；

Ｉ ２ ３
（
６Ｐ ｔ２

）
： １ ７ ７７

－

８ ８ ．

１ ４９



中 国疾病 预防控制 中 心博士学位论文


个人基本情况

个人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姓名 ： 王凤杰

性别 ： 女

民族 ： 汉

政治面貌 ： 中共党员

出生年月 ： １ ９ ８ ８ 年 ６ 月

籍贯 ： 山 东省烟 台市

教育背景

２００ ８ ．０９ ２０ １ ２ ．０６山 东农业大学动物检疫学士学位

２０ １ ２ ． ０９
—

２０ １ ５ ． ０６中 国农业科学院兽医学硕士学位

２０ １ ５ ． ０９
—

２０ １ ９ ．０６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免疫学博士学位

１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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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

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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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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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贵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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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

）
． 恒河猴 ｘｃ 趋化因子

受体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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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 的克隆和体外表达 ？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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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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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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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致谢

时光荏苒 ， 转眼间博士生涯即将落下帷幕 ， 付 出 与期待 、 挫折与成长共 同铸

造 了这段珍贵的人生历程 。 数年的实验与研宄终成这薄薄的
一

本 ， 虽谈不上珍贵 ，

却饱含着老师的教诲 、 同学的帮助和 自 己的艰辛 。 在此 ， 向所有关心 、 帮助我的

老师和 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衷的感谢我的导师杨贵波研宄员 ， 感谢杨老师在课题 的开展 、 文章 的撰写

及论文的修改 中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 每 当我深陷 困境时 ， 您 的开解与详析总

能为我直指要害 ， 帮助我攻克难关 。 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 的工作作风
一

直深

深影响着我 ， 我定会在今后 的科学研宄和工作 中谨记于心 ， 学 以致用 。

感谢邵
一

鸣研宄员 、 马丽英研宄员 、 邢辉研宄员对课题的指导和建议 。 感谢

郝彦玲研究员在蛋 白实验中给予的热情指导 。 感谢洪坤学研究员 、 阮玉华研究员 、

廖玲洁研宄员 、 刘颖研宄员 、 王书晖副研宄员 、 梁华副研究员 、 冯毅副研宄员 、

王铮副研宄员 、 任莉副研宄员和彭虹老师等病免室全体老师在课题实施中给予的

帮助 。

感谢粘膜免疫组的崔艳芳师妹 、 申秀丽师妹 、 余磊师兄 以及李冬师弟在实验

中 的指导与协助 以及生活中 的关怀与分享 。 感谢病免室 的张岱博士 、 王彦博士 、

鞠斌博士后 、 王琛博士 、 胡园 园博士 、 孙莎莎博士 、 丁奕博博士 、 康瑞华博士 、

周泽华博士 、 孙佳博士 、 刘威男硕士 、 李康硕士 、 葛 向 阳 、 胡婧 、 宋畅 、 王硕等

人的热情帮助 。

感谢办公室的曹严华老师给予我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 。

感谢我的爱人孔德生 以及我们双方的父母 ， 感谢你们无私的付 出 和默默的支

持 ， 为我排除后顾之忧 ， 让我能够心无旁骛的 完成学业 。 愿父母 身体安康 ， 愿家

人
一

切顺利 。

感谢我的姐姐王威杰 以及挚友王瑕 、 龙燕 、 张晓燕 、 袁振等 ， 感谢你们 的陪

伴和鼓励 ， 这份珍贵的情谊我定珍藏于心 。

最后感谢各位答辩与评审专家能在百忙之 中评阅论文并给予指导 。

王凤杰

二零
一

九年五月 于北京

１ ５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