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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血吸虫的终宿主为哺乳动物, 血吸虫在哺乳动物体

内生长发育的主要营养来源于宿主的血红蛋白 (H b) , 血吸

虫肠道中具有专一降解宿主血红蛋白的蛋白水解酶 [1, 2 ]。不

同的哺乳动物对日本血吸虫的相容性不同 [3 ]。本文就日本血

吸虫对不同宿主H b 的降解作用进行了研究。

　　材料与方法

1　血吸虫蛋白水解酶的制备及酶活性测定

111　家兔经腹部皮肤感染日本血吸虫尾蚴1 000条, 45 d 剖

杀。按D resden 方法[4 ]收集成虫, 用生理盐水洗2次, 蒸馏水

洗1次后吸干水分, 取成虫50条, 加 pH 410, 012 mo löL 柠

檬酸盐缓冲液于玻璃研磨器中, 置冰水浴, 充分研磨, 4℃冷

浸 2 h 后, 10 000 g 离心 10 m in, 用美国 P ierce 公司试剂盒

(BCA 2reagen t) 测上清液蛋白质含量, 分装后, 置- 40℃保

存备用。

112　取浓度为 100 m göm l 的人 H b 80 m l, 蛋白含量为 1

m göm l 的蛋白水解酶 120 Λl, 加入 pH 410、0104 mo löL 柠

檬酸盐缓冲液 800 Λl 中, 置 37℃温育。2 h 内, 每隔 30 m in,

移出 200 Λl 反应液, 最后加入终浓度为7% 的三氯醋酸终止

反应, 10 000 g 离心 10 m in,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 于 280 nm

处, 测不同时间反应液上清的消光值, 并绘制酶活性曲线。

2　血红蛋白的制备　人血红蛋白由上海市医学生物化学研

究所提供, 黄牛、绵羊、家兔和小鼠血红蛋白由 Sigm a 公司

提供。家鸡血红蛋白制备方法如下: 切断家鸡颈动脉, 将血收

集于含柠檬酸抗凝剂的烧杯中, 混匀后 3 000 g 离心 5 m in,

弃上清。沉淀物用生理盐水洗 3 次后, 加入 2 倍体积的 pH

816巴比妥缓冲液, 反复冻融后 10 000 g 离心 10 m in, 收集

上清, 用上法测蛋白质含量后, 置- 40℃保存备用。大鼠血红

蛋白的制备同家鸡。

3　蛋白水解酶对不同宿主 H b 降解能力的测定　调整各待

测 H b 的浓度至 100 m göm l, 各取 80 Λl, 分别加入 120 Λl 的

蛋白水解酶 (蛋白质含量为 1 m göm l) 中, 再加入 pH 410、

0104 mo löL 柠檬酸盐缓冲液 800 Λl, 将总体积为 1 000 Λl 的

反应液置 37℃温育 2 h 后, 加终浓度为 7% 的三氯醋酸终

止反应, 10 000 g 离心 10 m in,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 280

nm 处测各上清液的消光值。

　　结果与讨论

酶活性测定显示, 由日本血吸虫提取的蛋白水解酶对人

H b 具有降解作用。在 0～ 90 m in 内, 降解程度随着时间延长

而呈线性增加。90 m in 后, H b 的降解程度趋于稳定。在相同

条件下, 日本血吸虫蛋白水解酶对不同宿主 H b 降解作用的

强弱依次为羊、人、黄牛、大鼠和鸡。人、牛、羊、兔和小鼠

H b 的降解作用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 , 但均明显高于大
鼠和鸡 (P < 0. 05)。

　　宿主对寄生虫的相容性和寄生虫对宿主的特异性是宿

主与寄生虫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 不仅与环境而且与两

者的遗传基因密切有关。日本血吸虫对终宿主 哺乳动物

的选择性范围较广, 但不同哺乳动物对血吸虫的相容性有所

不同。何毅勋等[3 ]报告在相同条件下, 日本血吸虫在山羊、小

鼠、家犬、家兔、猴、黄牛、豚鼠、绵羊、大鼠和猪体内的

发育率依次为 6013%、 5913、 5910%、 5213%、 4610%、

4316%、3512%、3013%、2019% 和815% , 马和水牛的均在

1% 以下。在这些宿主中, 成熟血吸虫的大小相关明显, 雄虫

在黄牛体内着小, 且大鼠未见虫卵 [3 ], 此结果进一步提示, 营

养障碍可能是虫体在宿主体内正常发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已

知在宿主血清中存在蛋白酶抑制物 [5 ], 日本血吸虫H base 对

不同动物 H b 降解能力的差异可能与此有关。对日本血吸虫

相容性较差动物可能高于适宜的终宿主。羊、人、黄牛、家兔

及小鼠为日本血吸虫适宜宿主, 大鼠为日本血吸虫的非适宜

终宿主, 而鸡为非终宿主。本研究结果证明, 日本血吸虫蛋白

水解酶对适宜终宿主 H b 的降解作用明显高于非适宜终宿

主及非终宿主 (P < 0. 05)。提示日本血吸虫在动物体内的发

育率, 可能与血吸虫蛋白水解酶对不同动物 H b 的降解能力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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