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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所等揭示H6N1亚型禽流感病毒跨物种传播机制

　　2013年6月，在台湾发现了全球首例人类感染H6N1亚型禽流感病例。从患者体内所分离的病毒基因序列显

示，此病毒为一典型的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与台湾本土家禽中的H6N1病毒株非常接近，其跨物种传播的分子

机制成为世界科学家所关注的焦点，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高福课题组在此方面的研究

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已于5月4日在线发表在国际杂志The EMBO Journal上。

　　1972年以来，H6N1亚型禽流感病毒感染已在台湾家禽中流行，病毒在台湾家禽之间的流行具有独特的基因

谱系，不同于香港和中国大陆东南部的流行。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台湾地区所有H6N1亚型流感病毒的HA蛋白中决

定受体结合特性的关键性氨基酸位点变化，选取代表性毒株从蛋白和病毒水平上对其受体结合特性进行了研

究，从而提出台湾地区的H6N1亚型流感病毒按其受体结合特性变化，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主要时期，即早期为偏

好禽源受体结合期和后期为双受体结合期，而这次人感染H6N1则偏好结合人源受体。通过对突变体受体结合特

性的研究，鉴定了其受体结合特性发生转变的关键性氨基酸位点，即186、190、228位氨基酸在H6N1亚型流感病

毒的受体结合特性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E190V、G228S的突变可使H6N1亚型流感病毒获得人源受体结合能

力，而P186L突变可使其偏好性结合人源受体。同时研究人员还通过结构生物学的方法从原子水平上阐明了

P186L突变使得H6N1亚型流感病毒发生受体偏好性改变的结构基础。

　　研究人员认为目前大部分H6N1亚型的流感病毒仍保持着高水平地结合禽源受体的能力，这可能限制了其在

人体内有效的复制和传播，但其对人类的生命安全还是会造成一定威胁，正如新型H7N9流感病毒一样，尤其是

当H6N1亚型病毒与H9N2亚型流感病毒发生基因重组后，可能会引起新的流感大暴发。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人感

染H6N1禽流感病毒偏好性结合人源受体，这表明它在受体结合特性上已与人流感病毒类似，如果加上其它的基

因变异，极有可能引发大流行。

　　该研究工作是在高福的领导下完成的，研究获得了科技部“973”项目、基金委项目和中科院项目的资助。

高福课题组的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王飞和微生物所齐建勋为文章的第一作者。同时该研究还得到了中国科学院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的施一、微生物所张蔚、毕玉海、严景华，中国农业大学汪明、刘金华等的大力帮助。

　　论文链接

中科院与北京市推进怀柔综合性...

【新闻联播】“率先行

动”计划 领跑科技体制改

革

【朝闻天下】邵明安：为绿

水青山奋斗一生

热点新闻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28届院士大会开幕

14位大陆学者当选2019年发展中国家科学...

青藏高原发现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最...

中科院举行离退休干部改革创新发展形势...

中科院与铁路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视频推荐

专题推荐

© 1996 - 2018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文章来源：微生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5-05-06  【字号： 小  中  大 】 我要分享  

首页 组织机构 科学研究 人才教育 学部与院士 资源条件 科学普及 党建与创新文化 信息公开 专题

http://english.cas.cn/
http://www.cas.cn/lx/201410/t20141017_4226181.shtml
http://www.cas.cn/wz/
http://mail.cashq.ac.cn/
http://www.cas.cn/history/
http://www.cas.cn/
http://www.cas.cn/syky/
http://emboj.embopress.org/content/early/2015/05/04/embj.201590960
http://www.cas.cn/tt/201812/t20181204_4672974.shtml
http://www.cas.cn/spx/201409/t20140920_4210676.shtml
http://www.cas.cn/spx/201812/t20181203_4672718.shtml
http://www.cas.cn/yw/201811/t20181128_4672368.shtml
http://www.cas.cn/yw/201811/t20181128_4672369.shtml
http://www.cas.cn/yw/201811/t20181130_4672592.shtml
http://www.cas.cn/yw/201811/t20181125_4671927.shtml
http://www.cas.cn/yw/201811/t20181123_4671868.shtml
http://www.cas.cn/zt/rwzt/wangyiping/
http://www.cas.cn/zt/kjzt/liangdianshaixuan2018_3/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D02A84B89B2FB3E053022819ACFCA1
http://www.cas.cn/lx/201410/t20141017_4226181.shtml
javascript:ztdxa(12);
javascript:ztdxa(14);
javascript:ztdxa(16);
http://www.cas.cn/spx/201409/t20140920_4210676.shtml
http://www.cas.cn/spx/201812/t20181203_4672718.shtml
http://www.cas.cn/
http://www.cas.cn/zz/
http://www.cas.cn/kxyj/
http://www.cas.cn/rcjy/
http://www.cas.cn/xb/
http://www.cas.cn/zy/
http://www.cas.cn/kx/
http://www.cas.cn/djcx/
http://www.cas.cn/xxgkml/
http://www.cas.cn/z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