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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自有症状患者与无症状患者的贾第虫同工 

酶谱并无明显差异 Proctor等(1989) 应用薄 

层淀粉凝胶 电泳(thin layer starch electrophore- 

sis)研究了贾第虫同工酶谱与其致病性的关系。 

结果同样显示：在同一酶株群中，既包括从有症 

状患者分离的贾第虫株，也有从无症状患者分离 

的贾第虫株，二者具有相 同的同工酶谱。Abaza 

等(1991) 应用等电聚焦电泳(IFE)也证实了这 
一

结论。综上所述 ，根据 目前对贾第虫同工酶的 

研究结果，尚不能区别贾第虫的“致病株”或“非 

致病株”口 。 

(二)同工酶研究在贾第虫流行病学中的应 

用 

贾第虫可寄生于人和多种动物 。感染人和动 

物的贾第虫是否为同一种属?人和动物之间是否 

存在交叉感染?贾第虫虫株有无地域性差异?这 

些是贾第虫流行病学 尚未解决的问题 

Meloni等(1988) 对从人和猫科动物分离 

的 3o株贾第虫做 了同工酶研究。其中包括 EST 

(酯酶)、G6PD、GOT(谷草转氨酶)、GPI、HK、 

MDH、ME、PGM、6PGD(6一磷酸葡萄糖脱氢酶) 

和 NP(核苷酸磷酸化酶)等 lo种酶的同工酶 根 

据电泳分析结果可将它们分为 13种酶株群。其 

中每种同工酶都存在 3种或 3种以上的酶株群。 

从猫分离的虫株(BAC 和 P )与从人分离的虫 

株 (BAH 和 BAH 等)，其 同工 酶谱相似 或一 

致，属于同一酶株群。据此，作者认为贾第虫虫株 

似无明显的宿主特异性 ，人和动物之间可能存在 

交叉感染，即贾第虫有动物储存宿主的可能 。还 

有一些学者对从人、猪、兔和豚鼠等动物分离的 

虫株进行了同工酶研 究，结果表明，尽管它们的 

同工酶图谱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太多数虫株的主 

带相同或者相似 “ “ 。这一结果支持上 

述结论。 

Proctor等(1989)对 32株贾第虫同工酶的 

分析结果表明，可将分离于人 (18株)、狗(2株) 

和 羊(2株)的贾第虫的同工酶分为 12个酶株 

群，其 中酶株群 c 包括 11株 ，其余 11个酶株群 

各包括 1或 2株贾第虫 酶株群 c 与 C。和 c 

相比，9种同工酶完全不同，而 C 、C 和 c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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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株群中都包括从河狸分离的虫株 C 和 C 相 

比 ，有三种酶 即 NP和 PGM 的 同工酶 图谱不 同 

因此这二个酶株群可能存在基因差异 ，属于不同 

的虫株。说明河狸和人均可接受不同贾第虫株的 

感染。 

此外 ，Meloni等(1988)提出，从 同一地理环 

境分离的虫株，其同工酶可能属 于不同酶株群， 

如分离 自澳大 利亚西部 Kununrra的 BAH 和 

BAH 而从不同地理区域分离的虫株，其同工 

酶图谱却属于同 一酶株群，如 BAH 。和 BAH 

前者分离 自澳大利亚西部，后者分离自澳大利亚 

南部 由此可以看出，从不同地理环境的人和动 

物分离的贾第虫株，其同工酶图谱可无明显差 

异 。[1 2 3 

(三)同工酶研 究在贾第虫生物化学分类学 

中的应用 

目前 ，贾第虫的分 类尚未完全得以解决。 

Baveja等(1986) 认为不 同种、株贾第虫的同工 

酶酶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可依据特异性 

同工酶图谱对贾第虫进行分类。 

Andrews等(1 989)cl s]应用电泳技术分离 自 

澳大利亚 的 29株贾第虫及其 48个克隆化株同 

工酶的研究结果 显示，共有 26种酶的同工酶位 

点可做为分类的基因标志，并以此将所研究的贾 

第虫虫株分为四组。第 1组包括 20个贾第虫虫 

株和 47个克隆化株，第 1组包括 7个贾第虫虫 

株和 1个克隆化株，第 Ⅲ、N组各包括 1个贾第 

虫虫株。第 1组和第 Ⅱ组相比，在 26个基因位点 

中有 8个基因位点不同，占 31 ，而与第 1、lv 

组 相 比，分别 有 2o、17个基 因位点不同，各占 

77 和 65 ；第 1组与第 Ⅱ、N组相 比，分别 有 

1 9个和 18个基因位点不同，各占 73 和 69 ； 

第 Ⅱ组和第 Ⅳ组比较 ，有 6个基因位点不同，占 

23 。根据贾第虫各组之间等位基因的差异和多 

态性现象，作者认为贾第虫是一个至少包括 3个 

或 4个潜在株的种属，它们之间的基因差异比利 

什曼原虫要太。 

Meloni等(1 988)研究了 3o株贾第虫株，并 

根据各自的同工酶图谱将它们分为 13种不同的 

酶株群，其 中酶株群 I(M )包括 ll株，酶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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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M )包括 7株，其余酶株群包括 l或 2个贾 

第虫株 依照酶株群之间的聚类关系，使用欧几 

里得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即根据各酶株群 

之间存在相同同工酶带的比例 ，来断定基因之间 

的联系)可将 1 3个酶株群分为三组 ；M 一M 为 

I组 ，M M。 为 1组 ，M 。为 Ⅱ组 分析结果表 

明，I组和 Ⅲ组之间的同工酶图谱完全不一致； 

在 1组和 Ⅱ组的 10种同工酶中，有 3种相一致 ， 

Ⅱ组和 Ⅱ组的 l0种同工酶中，有 4种相一致。由 

此得出，贾第虫可能存在广泛的遗传异种性(ge— 

netic heterogeneity) 

(四)贾第虫亲、子代以及抗药株的同工酶谱 

特点 

Andrews等(1989) 对贾第虫亲代及其子 

代克隆化株，以及抗药株的同工酶分别进行了分 

析比较 对 4株亲代贾第虫及其 48个克隆化株 

的同工酶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克隆化株及其 

亲代的同工酶谱是相同的 ，即它们的基因位点是 
一

致的，属于同一组。但仅一株(BRIS／83／HEP— 

U／99)与其克隆化株的同工酶谱存在差异 亲代 

BRIS／83／HEPU／99株同工酶谱属于 1组 ，其余 

4株属 I组。作者还检测了3株贾第虫抗药性的 

同工酶，结果表明 BRIS／83／HEPU／106 21D 。和 

BRIs／83／HEPu／lO6 21A．。两株抗灭滴灵株(可 

在灭滴灵存在的环境下存活 66周)的同工酶谱 

均属于同一组；而 Ad一2株 ，抗灭滴灵 、呋喃它酮 

(furaltadone)和 1—2甲 基 5一硝 基 咪 唑 

(tinidazole)三种药物 ，其同工酶图谱则属于另一 

组 鉴于目前所观察的虫株数量尚不够多，故还 

不能肯定不 同的抗药株是否具有特殊的基因特 

征。因此，只有对大量抗药株进行研究之后，才能 

得出满意的结论。 

(五)贾第虫的感染性、宿主排囊量与同工酶 

的关系 

Abaza等 (1991)C42观察 了不同贾第虫株的 

同工酶与受染长爪沙鼠排囊量的关系。实验中用 

4株贾第虫，即 EGY(分离于埃及)，VA和 UNO 

(分离于美国)以及 WB(分离于阿富汗)分别各 

感染 5只长爪沙鼠。观察结果表明．仅一只沙鼠 

在感染EGY后的第 8天，于粪便内查到包囊 ，解 

剖后在小肠 内未发现滋养体；感染 UNO的 5只 

沙鼠，在受染后第 3 6天 全部排囊，排囊量 为 

4．3×10 37o×10。个／只／天不等，解剖证实只 

有 3只沙鼠的小肠内有滋养体 ；感染 WB的有 4 

只在第 6 7天开始排囊 ，持续至第 20天 ，排囊 

量为5×10 一844×l0 个／只／天不等．在 4只沙 

鼠的小肠内查到滋养体；感染 VA株的有 3只在 

第 6一l0天开始排囊，共持续 22天 ，排囊量为 5 

×l0。 1．9×10 个／只／天不等，有 3只小肠 内 

有滋养体。根据电泳，可将这四株贾第虫的同工 

酶图谱分为三个酶株群：EGY属酶株群 I，其感 

染性和排 囊量均低 于属 于酶株群 1的 WB和 

VA；而 UNO株的感染性和排囊量则处于两者 

之间，属于酶株群 I。以上结果显示，各株贾第虫 

的感染性和排囊量之异同似与其同工酶图谱有 
一 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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