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5）。

1：阳性对照 Ts87 蛋白， 2：空载体转化毕赤酵母 GS115 阳性菌株培养

上清， 3：重组质粒 PPICZαA / Ts87 转化毕赤酵母 GS115 阳性菌株培养上

清。

Lane 1：Positive control Ts87 protein， Lane 2：Secreted protein in Pichia pas-
toris GS115 with PPICZαA， Lane 3：Secreted protein in Pichia pastoris GS115
with PPICZαA-Ts87 .

图 5 表达产物的 Western blotting 结果

Fig.5 Western blotting of the expressed product

讨 论

毕赤酵母表达系统是近年来建立的真核表达系

统，既具有原核表达系统（如常用的大肠埃希菌表达

系统）繁殖迅速、费用低廉及操作方便的特点，又具

有真核表达系统能对表达的蛋白质进行正确加工、折

叠及适度糖基化的优点，以及蛋白质易于纯化等特

点，因此被广泛用于蛋白质的大量表达［6-9］。

旋毛虫 Ts87 抗原基因是利用免疫化学筛选法从

旋毛虫成虫 cDNA 文库中筛选得到的一个新基因。该

基因由 1 172 bp 组成，经 DNAstar 核酸序列分析软件

分析结果表明：Ts87 编码的蛋白质由 347 个氨基酸组

成，存在一定的抗原表位，含自己的分泌信号序列，

理论分子量约 Mr 40 000［1］。PPICZαA 是一个既能在酵

母中表达也能在大肠埃希菌中表达的穿梭型整合载

体，该载体具有一个α因子分泌信号肽序列，能够表

达分泌型蛋白。本研究，构建了 PPICZαA-Ts87 表达重

组质粒，并转化到毕赤酵母 GS115，鉴定了阳性克隆

的 Mut 表型，进行了诱导表达。SDS-PAGE 和 Western
blotting 结果表明，培养液上清中确有外源蛋白表达。

作者认为，应进一步研究其表达条件，提高产量，鉴

定表达产物功能，为研究旋毛虫疫苗候选抗原奠定

基础。

致谢 感谢本教研室黄松老师对本研究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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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输入性间日疟一例
任宏波，张友山，周家善，吴斌，夏乐三

中图分类号：R531.31 文献标识码：B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荆州 434000

患者，男性，28 岁，工人。4 周前突发寒战、高热，体温

40 ℃，伴头昏、胸痛、乏力及全身肌肉酸痛，予以扑热息痛、

抗生素及激素治疗，退热。近 2 周出现间歇性畏寒、发热伴头

昏、胸闷，于 2004 年 1 月 26 日入院。

患者于 2003 年 6 月 ～ 2004 年 1 月赴巴基斯坦卡拉奇市工

作，半年后返回北京。体检：体温 40.3 ℃，为典型隔天发热，

持续 2 ～ 3 h 后出汗、退热。脉搏 118 次 / min，血压 16 / 10 kPa
（120 / 75 mmHg），脾：肋下 1.0 cm、能触及，质中，无压痛。实

验室检查：血红蛋白 106 g / L，白细胞 2.75 × 109 / L，中性粒细

胞 56.3%，淋 巴 细 胞 28.7%，单 核 细 胞 8%，嗜 酸 粒 细 胞

0.1%，血沉 95 mm/ h，B 超示脾厚 55 mm× 长 66 mm，脾大。外

周血涂片胀大的红细胞中见各期间日疟原虫。诊断为间日疟。

经氯喹（第 1 天 0.6 g，第 2、3 天各 0.3 g）及伯氨喹（第 1 ～
8 天，每天 1 次口服 3 片，共 22.5 mg）治疗 1 疗程，体温恢复

正常，白细胞升至 7.25 × 109 / L，出院。随访未再发热。

患者援外工作环境较恶劣，常受蚊虫叮咬。2003 年 12 月，

同事中也有类似病症发生，经抗疟治疗后热退。巴基斯坦地

处亚热带，全年均有疟疾流行。患者自巴基斯坦返回北京仅

10 余天即发病，而北京近年少见疟疾，冬季无病例报道。故本

例应为巴基斯坦输入性间日疟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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