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及动物疟原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体及动物疟原虫》

13位ISBN编号：9787040349764

10位ISBN编号：7040349760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朱启顺,伍治平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人体及动物疟原虫》

内容概要

《人体及动物疟原虫》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疟原虫，主要从其形态学、流行病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和免疫学等方面对疟原虫这类对人体及动物危害极大的寄生虫进行比较翔实的描述。内容涉及人体疟
原虫、非人灵长类疟原虫、非灵长类哺乳动物疟原虫、鸟类疟原虫和爬行类疟原虫等主要部分，是一
部集理论研究、实验检测、临床诊断与应用等方面的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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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疟原虫的发现
　二、疟原虫生活史与形态学
　三、流行病学
　四、生物化学
　五、抗疟原虫药物
　六、疟原虫的耐药性
　七、宿主对疟原虫的免疫
　八、疟原虫感染的诊断
　九、人体对疟原虫的预防
第二章 疟原虫感染的免疫应答及疫苗
　一、疟原虫引起的细胞免疫反应
　二、疫苗
　三、佐剂
　四、投递系统
　五、补体分子佐剂
　六、疟原虫疫苗的攻击模型
第三章 疟原虫的诊断
　一、免疫层析法检测
　二、酶学检测
　三、核酸检测
第四章 疟原虫和蚊的相互关系
　一、黑化包被反应是所有昆虫的一种重要的防御机制
　二、蚊媒的识别、抗疟原虫先天性免疫反应的激活
　三、疟原虫能逃避或抑制黑化包被反应
　四、转基因蚊
　五、蚊虫基因与疟原虫的发育
　六、蚊子感染疟原虫后差异表达因子
　七、疟原虫蚊期发育相关基因
第五章 疟原虫入侵脊椎动物宿主的分子机制
　一、子孢子入侵肝细胞的分子机制
　二、裂殖子入侵红细胞的分子机制
第六章 RNA干扰与疟原虫
　一、基因沉默
　二、基因沉默与RNA干扰的发现
　三、RNA干扰的机制
　四、RNA干扰所涉及的技术
　五、RNA干扰的应用
　六、RNA干扰与疟原虫
第七章 疟原虫基因组
　一、核内基因组
　二、恶性疟原虫的var基因家族
　三、恶性疟原虫的rif基因家族
　四、恶性疟原虫的stevor基因家族
　五、疟原虫核外基因组
第八章 人体疟原虫
　一、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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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体疟原虫生活史
　三、人体疟原虫与疟疾
　四、疟疾诊断
　五、流行
　六、疟疾免疫
　七、疟疾防治
　八、人体疟原虫的猴模研究
第九章 非人灵长类疟原虫
　一、诺氏疟原虫
　⋯⋯
第十章 非灵长类哺乳动物疟原虫
第十一章 鸟类疟原虫
第十二章 爬行类疟原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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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其他发育期的疟原虫几乎没有保护效果，且各期诱导机体产生的免疫反应不同。有研究人员推
测，疟原虫可能对机体免疫系统有损害，可能导致多克隆B细胞的激活和免疫抑制，诱导记忆细胞的
凋亡，引起树突状细胞功能的改变，抑制其成熟，降低被活化T细胞的数量。　　2.缺乏有效的动物模
型和佐剂　　鼠模型常用来研究宿主与疟原虫的相互作用及免疫机制，但鼠疟原虫不同于人疟原虫，
目前研究的鼠体内免疫反应机制多数可能与人类无关。恒河猴模型现用来评估候选抗原的免疫原性及
保护作用，但由于恒河猴与人存在许多差别，一些在人体保护作用弱的候选疫苗可能被用于临床试验
，而一些保护作用强的有效抗原却可能被忽视。另外令人担忧的是，迄今为止，疟原虫疫苗佐剂的种
类十分有限，且在维持高效的抗体水平方面具有局限性。　　3.生活史与宿主的交互作用复杂及存在
多种疟原虫同时感染　　疟原虫的生活史具有多期性，其在蚊体内的免疫逃避机制仍不明确。在红外
期，只要有少数成熟子孢子进入人体，即可在肝细胞内大量增殖。在红内期，人们推测有多种疟原虫
蛋白参与入侵过程。同种疟原虫各期抗原不同，不同种群的抗原也不同，抗原成分具有多态性。对于
部分疟原虫表面抗原，仅在机体免疫反应的压力下才表达，这些潜在的候选抗原就为体外疫苗的研制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Bruce等分析了新几内亚被感染但无症状的儿童体内的几种疟原虫，发现不同
种疟原虫的种群可以依次达到高峰。该研究提示在疟原虫高发地区，人体和动物可能同时感染几种疟
原虫，这样一种只针对某一种疟原虫的疫苗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可能给其他种疟原虫提供更快、更多
的繁殖机会。所以推测今后疫苗的发展方向不仅是多价多期且可能是多种群的复合疫苗。　　总之，
关于抗疟原虫感染的疫苗，临床前期的研究工作已揭示了很多具有希望的抗疟原虫的候选抗原，对于
这些候选抗原来说，要最终进入临床应用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有许多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如蛋白质的表达量和质量等。重组蛋白的表达产量和纯化流程是决定疫苗成本的一个重要因子，只有
降低疫苗成本，才能使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疟原虫流行区得到推广应用，高的表达量可简化蛋白质的
纯化流程和提高蛋白质的纯度。表达蛋白的均一性体现了蛋白质的质量，也是抗原蛋白能否进入临床
应用的关键所在。恶性疟原虫很多候选抗原的保护作用是依赖于二硫键的，如果表达的重组蛋白不能
全部形成正确的二硫键配对，也就得不到均一的蛋白质，其中就含有免疫无效的蛋白质，生产中任何
微小的条件改变都有可能使每一生产批次的蛋白质形成差异，而不均一的蛋白质可造成免疫效果的不
均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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