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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链球菌重组蛋白ＥＬＩＳＡ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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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３岁以下的婴幼儿在冬、

春季节患肺炎较多，肺炎的发病可急可缓，一般多在上呼吸道

感染数天后发病［１］。肺炎主要是由细菌和病毒引起，其中最主

要的病原菌是肺炎球菌，也称肺炎链球菌。它是社区获得性呼

吸道感染的一种重要病原微生物，也是引起细菌感染性疾病的

主要致病菌，通过咳嗽、打喷嚏、说话时释放的飞沫传染给其他

人。研究表明疫苗免疫是预防肺炎链球菌的有效方法［２］。

１　肺炎链球菌疫苗研究进展

１．１　传统疫苗　目前使用的肺炎链球菌疫苗主要有多糖荚膜

疫苗、荚膜蛋白质结合疫苗等。因为造成侵袭性肺炎链球菌

感染的病原９０％具有荚膜多糖，所以多糖荚膜疫苗对所覆盖

血清型的肺炎链球菌感染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多糖疫苗

覆盖的血清型有限而且不是Ｔ淋巴细胞依赖性，对免疫系统

发育不完善的２岁以下幼儿和老年人的保护性弱；荚膜蛋白

质结合疫苗ＰＣＶ７，对２岁以下幼儿的免疫效能明显增强，使

结合疫苗覆盖血清型肺炎链球菌在鼻咽部的携带率下降，但结

合疫苗存在荚膜血清型转换和载体携带的荚膜多糖血清型数

量有限，生产成本很高，且在肺炎高发人群中的保护作用小［３］。

１．２　基因工程疫苗　传统的疫苗没有为抵抗链球菌导致的肺

炎提供显著的保护力［４］。基因工程疫苗是分子生物学发展的

产物，被称为是一种理想、纯净的疫苗，与传统疫苗相比，更安

全可靠。研究人员也在积极地研制肺炎链球菌基因工程疫苗。

１．２．１　蛋白质疫苗　蛋白质疫苗又称肽疫苗，是类似于抗原

决定簇的小肽（约２０～４０个氨基酸），将其连在一个蛋白载体

上，以增加稳定性，同时也可提高免疫原性［５］。一般来说单独

的抗原决定簇的免疫原性较弱，所以通常要与载体偶联，或以

融合蛋白的形式进行免疫，还可以与细胞因子一起作用，以提

高免疫原性。蛋白质疫苗生产成本低，能够大规模使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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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年龄组的人群均能产生保护作用，并诱发免疫记忆，应用

高保守的蛋白质疫苗接种，可以产生非血清型依赖的保护作

用。国内外研究人员也在积极地研制肺炎链球菌基因蛋白疫

苗，提高疫苗的免疫原性。马千里［６］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了肺炎

链球菌毒力蛋白ＰｓａＡ、ＰｓｐＡ及Ｐｌｙ在经自然途径的肺炎链球

菌感染作为具有良好免疫原性的肺炎链球菌菌体成分，可作为

新一代肺炎链球菌疫苗的理想候选抗原。有研究发现Ｐｌｙ、

ＣｌｐＰ和Ｌｐｌ都可有效保护肺炎链球菌的感染这３种蛋白联合

免疫对多种血清型的肺炎链球菌感染都有保护效应，从而为肺

炎链球菌联合多肽疫苗的研制提供的新思路［７］。

１．２．２　核酸疫苗　核酸疫苗又名基因疫苗或ＤＮＡ疫苗，是

一种或多种抗原编码基因克隆到真核表达载体上，将构建的重

组质粒直接注入到体内而激活机体免疫系统，因此也有人称为

ＤＮＡ免疫。１９９５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

将其统一命名为核酸疫苗。它所合成的抗原蛋白类似于亚单

位疫苗，区别只在于核酸疫苗的抗原蛋白是在免疫对象体内产

生的。随着肺炎链球菌蛋白疫苗的研究开发，相应的ＤＮＡ疫

苗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ＤＮＡ疫苗免疫应答持久，免疫效

果可靠，安全性好，适于大批量生产；分子很稳定，可制成ＤＮＡ

疫苗冻干苗，便于运输和保存；使用ＤＮＡ疫苗不用加佐剂，既

降低成本又方便使用［６］。近几年国外已针对肺炎链球菌相关

毒力蛋白的ＤＮＡ疫苗开展了试验性研究，虽然ＤＮＡ疫苗亦

存在免疫原性差，抗原呈递效率低下，所激发的体液免疫特异

性抗体效价不如蛋白疫苗等不足，但是针对肺炎链球菌毒力株

的攻击经实验证实其免疫保护效能与蛋白疫苗相当。

２　肺炎链球菌间接ＥＬＩＳＡ方法研究进展

２．１　肺炎链球菌间接ＥＬＩＳＡ抗原研究进展　肺炎链球菌有

３种抗原，荚膜多糖抗原及菌体抗原（包括Ｃ多糖和 Ｍ 蛋白两

种）［８］。此外肺炎链球菌可产生自溶素、肺炎球菌溶血素、神经

氨酸酶，以及细胞表面蛋白Ａ、表面黏附蛋白Ａ、胆碱结合蛋白

等，在感染过程中均有一定的致病作用。研究表明，用肺炎链

球菌蛋白作ＥＬＩＳＡ抗原可以获得满意的结果。

肺炎链球菌表面蛋白Ａ属于ＡＢＣ型转运蛋白复合物
［９］，

是肺炎链球菌重要的毒力因子，在抗肺炎链球菌侵入性感染比

抗黏膜性疾病作用更强［１０］；溶血素是一种含有巯基的毒素，具

有直接溶解细胞和活化补体的功能，在肺炎链球菌引起炎性反

应时起着重要的作用；用从肺炎链球菌表面提取的胆碱结合蛋

白混合物免疫小鼠，发现其免疫血清能够被动保护小鼠免于发

生脓血症［１１］；肺炎链球菌表面黏附素Ａ在肺炎链球菌黏附、自

溶以及毒力方面都起作用；热休克蛋白对于肺炎链球菌在宿主

内定植和生存是必需的，用热休克蛋白免疫小鼠能够产生保护

作用，并能抵抗致死量肺炎链球菌的攻击［１０］。

２．２　肺炎链球菌ＥＬＩＳＡ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ＥＬＩＳＡ的基础

是抗原或抗体的固相化及抗原或抗体的酶标记［１２］。在测定

时，受检标本与固相载体表面的抗原或抗体起反应。用洗涤的

方法使固相载体上形成的抗原抗体复合物与液体中的其他物

质分开。再加入酶标记的抗原或抗体，也通过反应而结合在固

相载体上。此时固相上的酶量与标本中受检物质的量呈一定

的比例。加入酶反应的底物后，底物被酶催化成为有色产物，

产物的量与标本中受检物质的量直接相关，故可根据呈色的深

浅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由于酶的催化率很高，故可极大地放

大反应效果，从而使测定方法达到很高的敏感度。现在用于检

测肺炎体液免疫效果的方法很多，ＥＬＩＳＡ检测是现有检测体

液免疫方法中灵敏度高、快速、特异、操作简便的一种诊断方

法［１３１４］。

参考文献

［１］ 罗金柱，周义正，邱晓燕．１６１株肺炎链球菌的分布及耐药

性分析［Ｊ］．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１，８（２０）：２５１５２５１６．

［２］ 李迟佳，王亚亭．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疾病的研究进展实用

［Ｊ］．儿科临床杂志，２０１０，２５（１０）：７７６７７８．

［３］ 蒲江．肺炎链球菌及其疫苗研究［Ｊ］．临床肺科杂志，

２０１０，１５（３）：３８１３８２．

［４］ 李娜．肺炎链球菌疫苗免疫效应及研究进展［Ｊ］．儿科药

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５（１）：４９５２．

［５］ 王雨辰，董寿堂．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进展［Ｊ］．科技创新

导报，２０１１，１０：３４．

［６］ 马千里，张巧，姚伟，等．肺炎链球菌毒力蛋白ＤＮＡ疫苗

优势抗原组合筛选及鉴定［Ｊ］．第三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３１（１０）：９２２９２５．

［７］ 张巧，林科雄，马千里，等．肺炎链球菌溶菌酶作为肺炎链

球菌多价核酸疫苗候选抗原的保护效能评价［Ｊ］．重庆医

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５（５）：７１１７１５．

［８］ 吴元元．肺炎链球菌Ｃ多糖的研究现状［Ｊ］．微生物学免

疫学进展，２０１１，３９（１）：６６７０．

［９］ 陈炯，刘恩梅．肺炎链球菌疫苗研究进展［Ｊ］．儿科药学杂

志，２００７．１３（４）：６８７０．

［１０］唐玉龙．肺炎球菌表面黏附素Ａ和表面膜蛋白Ａ的研究

进展［Ｊ］．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４（１１）：１３６８１３７２．

［１１］章德广，王正敏，徐江红．肺炎链球菌表面黏附素 Ａ的原

核表达和抗原性分析［Ｊ］．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２００９，９

（１）：２０２２．

［１２］张巧．肺炎链球菌毒力蛋白基因工程疫苗的实验研究

［Ｄ］．重庆：第三军医大学，２０１０．

［１３］刘，葛长荣．酶联免疫吸附法在检测中的应用［Ｊ］．农产

品加工，２００７，６（１）：２７２８．

［１４］何斌．肺炎链球菌性肺炎诊断方法研究进展［Ｊ］．微生物

学免疫学进展，２００５，３３（４）：６９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１３）

视黄醇结合蛋白４与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

连　莲 综述，刘　丽 审校（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０１６０００）

　　【关键词】　视黄醇结合蛋白４；　脂肪细胞因子；　研究进展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２．２３．０４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２）２３２９９００３

　　视黄醇结合蛋白４（ＲＢＰ４）属于视黄醇结合蛋白（ＲＢＰ）家

族中的分泌型ＲＢＰ，主要由肝细胞和脂肪细胞分泌，在协助视

黄醇发挥生理功能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ＲＢＰ４作为

一种新型的脂肪细胞因子除了参与胰岛素抵抗及糖尿病的发

·０９９２· 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９卷第２３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ｏｌ．９，Ｎｏ．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