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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胃线虫病由旋尾目&副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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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氏副柔线虫的传播媒介和生活史一直不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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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前苏联一篇文献资料曾报

道其传播媒介可能是某些吸血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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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育期幼

虫在媒介体内的详细发育情况及对骆驼的感染和传

播过程一直不完全清楚!特别是在国内!完全不知其

传播媒介是何种吸血蝇类'在探询我国双峰骆驼斯

氏副柔线虫传播媒介的过程中!作者试图利用
+,-

方法扩增该线虫基因组保守区域!进而选择特异片

段做为遗传标记!将分子鉴定技术用于传播媒介的

筛选验证!以弥补常规生物学调查方法的不足'线

虫内转录间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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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序列!进化速度快且

长度不大!由于协同进化使得该片段在基因组不同

单元间非常一致!因而十分适合进行各种分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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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分析成为在序列水平上探讨寄生线虫科内

属间及属下种间遗传关系的有效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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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被认为具有较为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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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片段进行载体克隆和测序!旨在为斯

氏副柔线虫的分类&传播媒介的分子鉴别诊断&分子

流行病学调查等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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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在
7LF̀AF:

检索中!尚无斯氏副柔线虫或副柔

属内的其它虫种的序列!对所测得的
/0.1!234

序

列用
S̀143

进行同源搜索!选用
7LF̀AF:

中旋尾

目下相近的其它科属虫种的
234#

序列应用
0.14!

VA/)5&"

软件的
XKVNFPLBF

比对方法进行了同源性

分析"图
=

#并构建了系统进化树"图
)

#!可见斯氏

副柔线虫
234#

序列与霍加披属的日本霍加披线虫

同源 性 最 高!为
($5">

!且 遗 传 分 歧 较 低!为

$=5&>

%与柔线科&柔线属的小口柔线虫同源性次

之!为
*&5">

%

"'4

&

)5'4

和
#'4

区由于
7LF̀AF:

记

录的相近科属只有部分序列!相应部分粗略比较同

源性达
<&>

以上%

234"

序列由于
7LF̀AF:

记录的

相近科属只有部分序列且分类相距较远!所以未进

行比较'

!!

对
$

个同种不同个体间的
/0.1

序列进行了

种内比较!结果显示!不同个体间的序列在
"'4

和

)5'4

间无差异%在
234"

和
234#

的序列中存在一定

差异!

+59:#

株的
234"

在
#&!#"

位比
+59:"

少
#

个

1

碱基!且在
"$$

&

"(&

&

#$=

位不同!存在碱基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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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斯氏副柔线虫
,-.+!

序列与
M72N52O

中

收录的相近序列的核苷酸同源性比较

I3

4

D$

!

P1K101

4;

1=29:071>367<7

8

972:7<1=

,-.+!1=!D)*#

+

"$,&,

图
%

!

斯氏副柔线虫
,-.+!

序列与
M72N52O

中收录的

相近序列的系统进化树比较

I3

4

D%

!

F?

;

01

4

727>3:>'771=29:071>367<7

8

972:7<1=,-.+!

1=!D)*#

+

"$,&,

差异占
234"

碱基数的
"5*'>

'

+59:"

株的
234#

在
"*"

位比
+59:$

缺失
#

个碱基!且在
#)

&

"#<

&

#(<

位与
+59:$

不同!差异占
234"

碱基数的
#5"=>

'

E

!

讨
!

论

!!

以
234

为遗传标记!结合
+,-

扩增及其它方

法!已被成功地应用于多种寄生虫的分子鉴定和分

类)

""!"#

*

'虫种的特异性分子鉴别主要是通过将其

234

序列与相似种进行比较而决定!目前在
7LF!

ÀF:

中尚无斯氏副柔线虫或副柔属内的其它虫种

序列'本试验选取扩增分离自内蒙古地区骆驼皱胃

内的斯氏副柔线虫
234

序列进行研究'测序结果

表明$利用报道的寄生线虫通用引物
.,)

&

.,"$

&

.,"$/

和
.,#

!可以成功扩增出斯氏副柔线虫
234

片段!

#'4

&

)5'4

&

"'4

区域较保守!同
7LF̀AF:

中其

它寄生线虫有较高的同源性!可见寄生线虫
234

通

用引物确实具有广泛适用性'扩增同种不同个体间

234"

&

234#

序列碱基差异较小!分别为
"5*'>

和

#5"=>

'与相近科的线虫
234

序列同源性较低!表

明
234

序列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种属特异性!可以

作为理想的遗传标记应用于传播媒介分子鉴定'

!!

斯氏副柔线虫"

.$'$/'+)&0$12'

3

$/()(

#隶属

于副柔属"

.$'$/'+)&0

#!而对于副柔属的归类!现

有资料介绍有两种!一种是将其归于锐形科 "华首

科
1JNA/BBIAL

#

)

"

*

!另 一 种 是 将 其 归 于 柔 线 科

"

PA;/KFL@AVBIAL

#

)

$

*

'对于这两种分类方法尚无统

一结论'根据同源性比较结果!作者认为斯氏副柔

线虫"

.$'$/'+)&0$12'

3

$/()(

#与锐形科的日本霍加

披线虫"

H2$

I

()&0$

3

$

I

+)("$

#的同源性要略高于

柔线科的小口柔线虫 "

@$/'+)&0$0("'+1#+0$

#'

因此从该结果来看!副柔属分类似乎与霍加披属更

近一些'日本霍加披线虫"

H2$

I

()&0$

3

$

I

+)("$

#

234#

序列注册者将该虫归类于锐形科!但是亦有分

类法将霍加披属归类于柔线科副柔亚科)

$

*

!由此看

出关于霍加披属的分类也同样模糊'但由于比较数

量较少!最终的结论尚不能确定!还需要通过更多的

数据进一步比较分析'

!!

本项研究所测得的斯氏副柔线虫
234

序列为

国内外首次报道!测序结果初步证实了
234

片段可

作为斯氏副柔线虫虫种的遗传标记'这为斯氏副柔

线虫的分子生物学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为建立

斯氏副柔线虫幼虫发育过程中分子鉴别及传播媒介

的筛选和快速诊断的
+,-

检测方法提供了重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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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临床难病新解'简介

!!

兽医临床工作者廖斌发&廖启武编著的-兽医临

床难病新解.一书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面向

全国公开发行'

书中就当前流行或散发的猪瘟&疑似猪瘟&蓝耳

病&圆环病毒病&伪狂犬病&链球菌病&水肿病&附红

细胞体病&无名高热等病毒&细菌&原虫病以及其混

合感染的温热病等一百多个热门话题!运用中兽医

模糊黑箱理论!通过病例!新解难病!治法独特!疗效

灵验!且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简单操作性'可谓是

一书在手!解难不愁'可供养猪场&养殖专业户及广

大农村基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在兽医临床实践中参

考!也可作为农业大专院校师生和科技人员启迪资

料'

该书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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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含包装邮费#需要者从邮局

汇款!汇款地址$湖北省天门市根瘟灵研究所"天门

市马湾镇人民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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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廖斌发收'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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