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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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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阿里地区细粒棘球蚴人体分离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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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分析
魏玉环 %，刘华 %，李武军 !，赵海 #，胡媛 %9，曹建平 %

【摘要】 目的 了解西藏阿里地区细粒棘球蚴人体分离株的优势基因型及遗传变异情况
!

为细粒棘球绦虫

的溯源及阿里地区棘球蚴病预防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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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阿里地区某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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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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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单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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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制作中国细粒棘球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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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单倍型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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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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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细粒棘球蚴

病患者病灶切除样品
!

其中
#$

份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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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异性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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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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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球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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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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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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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报道的细粒棘球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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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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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型多样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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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多样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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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型网络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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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是西藏阿里地区的主要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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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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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主要单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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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粒棘球蚴病是由细粒棘球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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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虫寄生于人和动物中间宿主而引起

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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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健康和畜牧业生产造

成严重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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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把棘球蚴病列为一种

重要的被忽视热带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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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细粒棘球蚴人体分

离株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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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棘球蚴病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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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和控制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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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

N

(

*

随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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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结构简单
*

非同源重组
*

进化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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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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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进化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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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用作

分析细粒棘球绦虫基因多态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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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流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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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其开展棘球蚴病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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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发现西藏的
SK

个县均为流行县
!

占全国流行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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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9OW: R6"

软件
!

采用邻接法
%

)4(G'50-"[0()()G

&

构

建系统进化树
!

选择
\(>Y-, !"C,-,>4/4-

模式
!

进行

重复
% """

次的自举检验
$

%6<

中国细粒棘球蚴
&%2%

基因的单倍型网络图

在
8&TU

数据库下载目前中国所有上传的
&%2%

基 因 序 列
"

\*II<QQI6%"\*II<QQ#6%

'

\*<<#QHQ6%

'

9X"I"<#"6%"9X"I"<!"6%

$

利 用
2),B+<

分 析 中 国

细粒棘球绦虫
&%2%

基因的单倍型
'

单倍型多样性

和核酸多样性
$

利用
84/]0-?

软件制作中国的棘球

蚴单倍型网络图
$

%6R

伦理批准和患者知情同意

本研究获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

防控制所伦理审查会批准
%

伦理批准号
"

U+2 806

!"%Q"""!

&$

细粒棘球蚴病理组织样品和患者基本

信息的采集均取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

8

结 果

!6% &%2%

基因的
+&J

扩增

在阿里地区共收集
$"

例棘球蚴病患者病灶切

除样品
!

其中
#$

份扩增出约
II" 5C

片段
!

与预期

大小一致
%

图
%

&$

!6!

测序及基因型分析

序列比对分析结果表明
!

#$

份细样品中
#H

份

为细粒棘球蚴
W%

基因型
!

与阿尔及利亚人来源的

序列
%

9W<R!!Q#6%

&

一致性为
%""S

!

H

份为
W<

基

因型
!

与蒙古人来源的序列
%

9X#""QR%6%

&

一致

性为
QQ6$S

$

与标准序列
%

:3!QR<%R6%

&

对比
!

W%

基因型样品的
&%2%

序列在
I#I

位的碱基由
&

突变

为
W

$

9OW: R6"

软件分析发现
!

#$

份样品的
V

'

&

'

:

和
W

碱 基 占 比 依 次 为
HH6#S;H<6IS

'

R6RS;

Q6%S

'

%Q6$S;!%6IS

和
!I6RS;!<6"S

$

!6#

细粒棘球蚴人体分离株系统发生树

基于
&%2%

基因序列
!

细粒棘球蚴分离株系统

进化树结果显示
!

阿里地区的分离株
&%2%A#$

与

W<

基因型在一个分支上
!

W<

'

WR

'

W$

与
W%"

基

因型都属于 细 粒 棘 球 绦 虫 加 拿 大 株
$

&%2% AH

与

W%

'

W#

基因型在同一个分支上
!

都属于细粒棘球

绦虫狭义株
%

图
!

&$

!6H

我国细粒棘球蚴人体分离株单倍型网络图

基于
&%2%

基因序列
!

我国单倍型网络图显示
!

已报道的我国细粒棘球绦虫共有
Q

个单倍型
!

单倍

型多样性为
"6HR

!

核酸多样性为
"6%Q

$

单倍型网络

图显示
XH

为我国
&%2%

基因主要的单倍型
!

在西

藏
'

内蒙古和四川均有分布
%

图
#

&$

9

讨 论

棘球蚴病是世界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

不仅

影响人体健康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

3,.('(

等 (

!H

)

报道棘球蚴病患者疾病负担为
%""6QR

亿伤残调整

寿命年
%

2:M^.

&

_

其中中国的细粒棘球蚴病疾病

负担高达
#Q6$

万
2:M^.

!

居全球前列
$

全国每年

感染棘球蚴的家畜
I """

万头
!

造成的经济损失近

#"

亿元 (

!I

)

$

西藏自治区犬粪棘球绦虫抗原阳性率
!

牛
'

羊感染率和人群感染率均较高 (

!<"!R

)

$

阿里地

区海拔高
!

地广人稀
!

样品采集困难
!

尚未见该地

基因多态性的报道
$

本研究对阿里地区棘球蚴人体分离株样品采用

+&J

方法扩增
&%2%

基因
!

并对
+&J

产物进行测序

分析
$

有
#$

份患者样品扩增出约
II" 5C

的特异性

条带
!

其中
H

份为细粒棘球绦虫
W<

基因型
!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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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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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粒体
!"#"

基因序列构建的中国细粒棘球蚴单倍型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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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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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序列以邻接法构建的阿里地区细粒棘球蚴人体分离株系统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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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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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棘球绦虫麋鹿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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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棘球绦虫鹿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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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棘球绦虫猪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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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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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均为细粒棘球绦虫
:%

基因型
&

这些基因型在

国内均有报道 '

!$

(

&

阿里地区生产类型主要是牧业和

半农半牧业
!

细粒棘球绦虫
:%

基因型是阿里地区

主要的基因型
!

其适宜中间宿主羊是该地区的主要

经济来源
&

有文献报道
&%+%

变异率较高
!

本研究

#<

份
:%

基 因 型 的
&%+%

序 列 与 标 准 序 列

%

C3!A@?%@6%

$

对比
!

仅在
E#E

位有一个碱基突变
!

与张学勇等 '

!A

(报道的不相符
!

可能与不是全长测序

有关
&

#$

份细粒棘球蚴分离株的
28C

序列里碱基

CML

总量约为
@"N

!

碱基分布存在偏性
!

与延宁

等 '

%$

(报道相似
&

基于
&%+%

序列以邻接法构建的系统进化树结

构与
O,)J

等 '

#"

(报道的相似
!

:?

)

:@

)

:$

与
:%"

基

因型聚集在细粒棘球绦虫加拿大株
!

:%

)

:#

基因

型聚集在细粒棘球绦虫狭义株
&

在我国终末宿主

"

犬和狼
D

体内
!

已发现细粒棘球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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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

基因型
*

在中间宿主山羊和绵羊体内发现细粒

棘球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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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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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
*

在牛和骆驼体内

发现细粒棘球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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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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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感染

的细粒棘球绦虫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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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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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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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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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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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动物资源丰富
!

除了牧民养

殖的牛
)

羊
)

犬外
!

还有野牛
)

野驴和黄羊等偶蹄

类动物
!

为细粒棘球绦虫多种基因型等的存在创造

了条件
&

但本研究只发现了细粒棘球绦虫的
:%

和

:?

基因型
!

除了与不同的基因型感染宿主的能力

有关
!

可能也与该研究的样本量较少有关
&

单倍型

多样性和核苷酸多样性常用来衡量种群间和种群内

的多样性
!

本研究基于全国细粒棘球蚴人体分离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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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分析
!

发现了
:

个单倍型
!

单

倍 型 多 样 性 为
"69;

!

核 酸 多 样 性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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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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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全国范围细粒棘球蚴的遗传变异较大
"

单倍型网络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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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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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主要的单倍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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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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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

说明该单倍型分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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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因多态性相关

的研究中要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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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阿里地区细粒棘球蚴人体分离株的基

因型和基因遗传多态性进行分析
!

发现阿里地区人

群中流行的细粒棘球蚴基因型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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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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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主要的单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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