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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处体宽，基食道球基部处体宽，阴门处体宽，肛

门处体宽等。由于没有注意到斯氏线虫科成虫

的二型性，加上上述形态铡量值变异较大，因而

deMan值变异很大，种的特征准确性就较小o

Tucro等(1971)注意到后面几个问题 ，提 出以

雄虫交合刺和引带的形态特征作为主要的分类

依据，并列出新线虫属的第一个分类检索表。”。

Poinar(1975)提出以大蜡螟 GaIleriaradio．

f,ella幼虫作为标准寄主昆虫和该属线虫 标 本

制作方法“ ，这样就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寄主昆

虫不同或标本制作方法不同而造成 的 结 果 差

异。后来叉详述了新线虫属成虫的二型性“”。

Akhurst等(1978)认为，新线虫属一些种内的

不同品系或不同个体间，其引带变异较大，甚至
’交合刺也有较大的变异，这时借助杂交结果来

验证是最根本的，并对 Poinar(1967)的杂交

方法进行改进，提出大蜡螟体内注射线虫的杂

交法0。 Poinar(1979)提出以惑染期幼虫的

体长、雄虫尾部、成虫头到排泄孔距离和咽长等

特征作为分类依据，并附加部分活存线虫种类

的杂交结果来验证”，将新线虫属内已定的 21

个种中的 14个归为 7个种，将另外 2个不合履

征的种移入另外二个属，同时取缔剩下的 5个

种。Wouts等(1982)提出新线虫属是斯氏线虫

属的异名后 ，简单地根据感染期幼虫的．皋长和

交台刺长度 ，将斯氏线虫属内的 16个种归为 4

个。但是，这个方法所采用的分类特征太少，又

没有杂交结果来验证，还是不能准确地确定一

些种的分类地位，也不能将一些感染期幼虫长

度相近的种类区别开来。 Poinar(1986)博取

各家之长，提出了新的分类特征，这些问题才得

到根本的解决“。其特征包括：感染期幼虫舸

体长 、头到排泄孔距离，头到排泄孔距离与尾长

比值；雄虫尾刺的有无和长短，交台刺的弯曲

度，颜色和前端特征等，最后强调把杂交结果作

为种鉴定的一个重要依据。最近，Poinar(．1090>

在上述特征基础上，补充上感染期幼虫尾刺府

有无。头到基食道球基部距离、体长与尾长比，

雄虫尾部形态特征等，再将种类相互杂交来验

证，将斯氏线虫属分为9个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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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学者 电在不断 探 讨 应 用 包 括 同 功 发现不同品系线虫的效果有差异，所以当前学 

酶 ·tTl DNA 电泳图谱 、 染色体 、侧区的 者还十分重视斯氏线虫种下品系的确定。 

超微形态 m、蛋白质氢基酸 、共生细菌 和 3 种名、异名和分类检索表 

在不同液体培养基或相同寄主体内 的 发 育 情 Poinar(1 990)指出 S．1~raussei原始描述 

况⋯ 等技术方法翻特征，更深入地研究线虫 中混杂着 S．feltiae和 S·~arpocapsae二 个 

l的分类。 种，故其学名乃一疑名(nomen dubium) 。在 

综合上述各种分类方法，_口j匣形态分类法 这之前，他也弄清了 S．feltiae、S．carpocapsae 

更趋于完善和准确，如果再采用数值分类及进 和 S．bibionis三个种的关系“ 。 目前，公认的 

化、系统分类的知识和原理，就有可能建立一个 斯氏钱虫种有 9个 ，并列出其异名，觅轰 l。斯 

与 自然界实际比较一致的，能正确反映进化历 氏线虫盾的 感染期幼虫分类检索表见表 2(Po． 

史 、反映 亲缘 关系的分类系统。 inar，1990)。 

此外 ，由于在应用线虫防治害虫的研究中， 

衰 2 斯氏线虫届感染期幼虫分类检索表 (J‘m) 

平均体长长予 1000(范围一72I一1500)⋯⋯⋯⋯ ⋯⋯⋯⋯⋯⋯⋯⋯一⋯⋯⋯⋯⋯⋯⋯ 2 

平均体长短于 1000 f范 围叠438— 1 2oo)．．．⋯⋯⋯⋯⋯⋯⋯⋯⋯ ⋯⋯⋯⋯⋯⋯⋯⋯⋯一 3 

头到排泄孔距离 B7一t10，D值 0．58—0．71⋯⋯⋯⋯⋯⋯⋯⋯⋯⋯⋯一⋯⋯⋯ s．$1a J e,i 

头到排泄孔距离 7 6— 86，D值 0．5 2一o．59⋯⋯⋯⋯⋯⋯⋯⋯⋯⋯⋯⋯⋯⋯⋯ 8-ano~a／i 

平均体长 B0O一9O0(范屋 736—95O)⋯⋯⋯ ⋯⋯⋯⋯⋯⋯⋯⋯⋯⋯⋯⋯-r．⋯ f fj卅  

平均体长短于 800(范国~438--eoo)⋯⋯⋯⋯⋯⋯⋯⋯⋯⋯ ⋯⋯⋯⋯ ⋯⋯⋯⋯⋯⋯ -‘ 

平均体长 660—700(范围一 608一s 0)⋯⋯⋯⋯⋯⋯⋯⋯⋯⋯⋯⋯⋯⋯⋯⋯⋯⋯⋯⋯ 5 

平均体长 500—60o(范国一I3B一662)⋯⋯⋯⋯⋯⋯⋯⋯⋯⋯⋯·⋯⋯⋯⋯⋯⋯⋯⋯··6 

尾端有 1小刺突 ⋯⋯⋯⋯⋯⋯⋯⋯⋯⋯⋯⋯⋯⋯⋯⋯⋯⋯⋯⋯⋯⋯⋯⋯⋯⋯ 5．a “ 

尾端无小刺安⋯⋯⋯⋯⋯⋯⋯⋯⋯⋯⋯⋯⋯⋯⋯⋯⋯⋯⋯⋯⋯⋯⋯⋯⋯⋯ ．inte rmedla 

头到基食道球基部平均距离 t1，一l27(范围毒l 03一l 90)⋯⋯⋯⋯⋯⋯⋯⋯⋯⋯⋯ ⋯一7 

头到基食道球基部平均距离lo2一ult范 匿一89一 I20)⋯⋯⋯⋯⋯⋯⋯⋯⋯⋯ ⋯⋯⋯ -B 

E值 0．73(0．60— 0．80)⋯⋯ ⋯ ⋯⋯ ⋯⋯ ⋯⋯ ⋯⋯ ⋯ ⋯ ⋯⋯⋯⋯ ⋯ ⋯⋯ ⋯ ⋯ ．scapteri~ci 

E值 0．6o(o．54—0．66)⋯⋯⋯⋯⋯⋯⋯⋯⋯⋯⋯⋯⋯⋯⋯⋯⋯⋯⋯⋯⋯ 5-carpocapsae 

头到排泄孔距离 38(32— 40)，平均体长 5Il(443—573)，D值0．35(0．30m0．3 9)⋯ ⋯⋯ 

8’· 头到排泄孔距离 ( z--~o)’平均车 8’(524—662)，D值 l【0．3 $
．

--

。·4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jh●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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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缺陷模型动物及其在生物 

医学研究的应用 

钟金额 

关键词 免疫缺陷，模型动物，生物医学研究 

免疫缺陷型 动 物 (1mmunodeflcient type 

anima1)，是一类突变种纯系动物，属于纯品系 

动物的另一类别。是指正常染色体上的基因发 

生突变后所产生的突变基因特定的遗传缺陷和 

遗传形质，并保持独立品系特征的新品系，也称 

突变品系 (Mutant strai~s) o 

1 免疫缺陷型动物——裸鼠(nu／nu) 

、
早在 l 966年 Flanagan 首次发现一 种 无 

毛突变型小鼠后，1968年 Pantelouris相继证 

· 5‘ ’ 

南昌330029) R一 j 2-- 

实了这种突变型小鼠不仅体表无毛而且缺少胸 

腺的事突uu，推断这种免疫机能缺损小鼠将成 

为生物医学研究理想的实验材料，g1起了生物 

医学界的广泛重视，从此揭开了免疫缺陷动物 

研究的序幕．裸鼠(Nude mouse)是一种先天性 

无胸腺的免疫缺陷自发突变小鼠。在遗传上是 

由于染色体第 VII连锁群内裸体位点的等位基 

因发生突变而形成的突变小鼠新品系。裸鼠的 

唯一特性是胸腺缺陷表现型(Thymus<leficieat 

phenotype)。 现代免疫学的发展揭示了胸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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