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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人 巨细胞病毒 , 。。 株接种 细胞后三至 四天
,

可见核衣壳在核内装

配
,

通过核膜芽生
,

从核周间隙移行至胞浆的囊泡中
,

形成完整的病毒
。

感染后 四 天 核

内可见许多核衣壳与纽 网状物紧密结合形成典型的包含体
,

因此包含体可能是病毒复 制

的场所
。

此时浆 内出现 电子密度均一的物质
,

称 致密体
。

免疫 电镜显示致密体 缺 乏

核衣壳
,

但具有病毒相同的抗原性
。

它可能是装配和包裹核衣壳的结构蛋 白
。

和 致

密体在感染 细胞 中以同一方 式从 细胞 中释放
。

人 巨细胞病毒 在人类中感染较普遍
,

多数呈潜伏感染
,

常因器官移植
、

肿瘤疾患
、

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使病毒激活而表现广泛性全身播散
。

病毒可通过胎盘引

起新生儿 巨细肥包含体病
,

约有 一 有神经损伤
,

并可 留下永久性的智力减退 〔‘〕,

某些恶性肿瘤如皮肤多发性出血性 肉瘤 〔 〕也有关联
。

为开展 的预防
、

诊 断和治疗
,

有必要对 的复制过程中形态发生有所了解
。

年 〔 〕首先分离到病毒
,

该病毒有严格的种属特异性
,

只能在人纤维 母 细

胞中生长
,

并产生特征性核内大型包含体
,

本文报导 在 细胞中复制过 程 的 形

态及阐明病毒 与包含体
、

致密体的关系
。

材料与方法

病毒
, 。

株 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提供
,

滴度为
。 。

细胞 人二倍体肺细胞
,

第 代
,

营养液为 , 液
,

内含 小 牛 血

清及 青链霉素
。

细胞感染及收样 待细胞成片后 分成接种组和对照组
。

接种组接种上述毒种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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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瓶
,

对照组不接种病毒
,

置
“

孵育箱中培养
,

分别于接种前
,

接种后 四 小时
、

一天
、

二天
、

三天
、

四天
、

七天
、

十四天收祥观察
。

电镜样品制备 将瓶上细胞刮下
,

离心 分钟
,

用 缓冲液洗涤二 次
,

取沉淀
,

用 戊二醛固定二小时 以上
,

再用 写饿酸后 固定
,

酒精
、

丙酮脱水
,

环氧树脂浸透包埋
,

瑞典 超两切 片机切 片
,

醋酸铀
,

柠檬酸铅染色
,

置 日立
一

电镜下观察
。

免疫 电镜 取接神
。
程社音养二周 的病毒上清液

,

加 患 者 恢 复 期 血 清
,

℃作月」一小时后
,

离心 分钟
,

取抗原抗体复合物沉 淀
,

滴

于铜网上
,

经 磷钨酸 负染
,

电镜观察同上
。

结 果

感染组可看到有 复翻现象
,

而对照组未见异常
。

感染后 四小时 基本上与对照组无差别
,

浆内偶而司 见 一 个裸核衣壳
。

感染后 一 天 细胞变长
,

核略变大
,

浆内原有的裸核衣壳反而不 见
,

可能 由于

隐蔽期之故
,

仅在核内染色质个别区域可见到有几个类似病寿核心致密颗粒状结构
,

可

能是病毒感染有关的变化 〔‘ ’。

感染后 天 约 病变
,

核内出现少量的核衣壳
,

呈三种形态 空心衣壳
,

有点

滴穗状或园形致密的核心衣壳
,

环形核心衣壳 同图
。

核内的核衣壳经核膜芽生至

细胞浆内变成有核膜包裹的增厚的核衣壳 图
,

及囊膜包裹的病毒及少 量 致 密 体

图
。

核衣壳在核内装配
,

通过核膜芽生 图 或核膜拆叠形成包膜 图
,

通过核周 间隙移行至浆内的内质网和各种囊腔中
。

感染后 天 约 肠细胞病变
,

核内染色质呈现纽网状
,

大量核衣壳紧 密 与 其 结

合
,

核内电子密度浅区仅有少数的核衣壳
,

这种 区域
一

可特征性地与核膜隔开
,

形成典型

的大型核内包含体 图
。

浆内出现特征性的致密体
,

其具有 衣壳相同的形态结

构
,

与 一样 由浆内囊泡膜或排出胞浆时获得包膜
,

有的呈现包膜
,

有的无包膜
,

故与 有相同的膜结构
,

即透明脂漠
,

上面有突起 图
,

有时可见 与 致 密

体同存于一 个囊池中 图
,

二者均按同一方式即通过囊膜与胞膜的融合或通过芽生

排出细胞外 图
,

因此细胞内 图 八 外 图 可看到三种类型的颗粒 ①有

包膜有核心的完整病毒 ②有包膜无核心的病毒 ③有包膜无核心具有病毒衣壳蛋 白结

构的致密体
,

由于三者膜的结构相同
,

故可能有相同的抗原性
。

感染后 天 约 细胞病变
,

典型 的核内包含体形态 已不显著
,

核衣壳 图

及浆内致密体增多
,

胞外三科形式的颗粒 也增多
。

感染后 天 约 肠细胞病变
,

核内包含体全被核衣壳所 占 图
,

细胞破碎
,

上述三种颗粒大 橙流出
。

免疫电镜 在抗原抗体复合物中可看到约 了 的病毒颗粒及约 一 无 核

心的致密体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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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牙汉

图 各种形态的核衣壳 七 天
,

五 ,

图 核内核衣壳经过芽生至浆 内成为包膜增厚 衣壳
,

五 之 , 日五。 份 全五

,

图 核衣壳在囊泡中包 裹形成有包膜的完整 病毒
,

囊泡中的致密体
,

。

,

, 。 。 ,

图 核衣 壳正 树通过核膜芽生 进入核周间隙中
,

。。

五 , 万
,

图 核衣壳通过核膜折叠获得包膜
。

。, 。

垃 压 一 了 二
,

图 典型 的核包含体
,

多数核衣壳 紧密结合在 纽 网状的电子致密物质中
。 ,

。

五
一 ,

,

图 包浆 内三 种形式颗粒均 有脂质膜包 裹
。 , 。

七 亡 ,

,

图 和致密体 在同一囊泡中 右
,

囊泡中二 个均是 左
,

。 , ,

, 。。 ,

图 三 种形式的颗粒从细胞释放
。

①有包膜
,

有核心
,

②有包膜
,

无核心 ⑧有包膜的致密体
。 ,

五 , 五

, “ 石 一
,

图 与图 相 比典型包含体结构消失
,

均显示核衣壳 巧
,

。。

, 企

,

图 免疫 电镜 显 示 和致密体 均能与 抗体起反应
,

。。

一
一

,

讨 论

一
、

通过融合或吞噬二种方式穿 入细胞
,

融合占大多数
,

这两过程在 接 种 后

即开始
,

分钟后一半病毒进入浆内阁
,

有人用免疫荧光抗体研究得知 复 制 过 程

中感染后三小时病毒只能产生非结构蛋 白
,

一 小时才可产生结构蛋 白
,

故我们在

小时样品中所看到的裸核衣壳只能是感染时融合去膜进入 的病毒衣壳
,

经过 一 天 隐

蔽期后
,

第三天才出现新合成的核衣壳
,

与报道〔“ , 相符
。

二
、

从感染细胞核 内看到的各种形态的核衣壳
,

有人认为是不同的切面所致 〔 , ,

根

据大小形态较一致
,

我们认为不可能是切面的不同
,

一

可能是不同的成熟阶段
。

三
、

与包含体的关系 病毒感染后
,

可在浆内和核内出现包含体
,

但不是病毒所

特有的变化
。

细菌
、

化学也可引起
。

不同的病毒可有不同的包含体
,

如狂犬病毒有内基

氏体
,

痘苗病毒有顾氏体
,

有核内巨大包含体
。

对包含体性质看法很多
,

有 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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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病毒的代谢产物
,

也有认为是病毒晚期退行性变化
,

从我们四天可看到的典型包含体

即大量核衣壳聚集在电子密度深的纽网物中
,

而电子密度浅的区域却只有很少核衣壳
,

因此我们认为 包含体与病毒的合成密切有关
,

是病毒合成的场所
。

四
、

与致密体的关系 电镜下致密体与 的衣壳有相同的形态结构
,

也 具

有 相同的包膜结构
,

在免疫电镜 中致密体与 一样能与 抗体结合 图
,

反映 了它具有 相同的抗原性
。 〔”对致密体特性进行了研究

,

发现许多致 密 体

与 有相同大小
、

沉降系数
、

密度
。

其膜表面的糖蛋白是 基因所特定的
。

由 于

致密体缺乏 的核心成分
,

推测它既不是一种感染性的病毒颗粒
,

也不是缺 乏 核 酸

的缺损病毒
,

而单纯是 由病毒衣壳蛋 白组成的无感染性的致密体
,

因此我们 认 为

致密体可能是装配
、

包裹 衣壳的结构蛋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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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我国特色的第一本昆虫病毒学专著

《中国昆虫病毒电子显微镜图谱 》出版

“

”

《 中国昆虫病毒电子显微镜图谱 》一书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张立人主编
,

世界著名的病毒学家
、

学部委员高尚荫教授审阅
,

订于 年年初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昆虫病毒形态结构和 昆虫细胞病理等方面的专著
。

本 书 以 图 为

主
、

文字介绍为辅
。

毛书主要 阐明我国发现的农
、

林害虫和经济昆虫各类昆 虫病毒的形

态
、

超微结构
、

病毒侵染
、

形态发生
、

核酸蛋白和细胞病理等特征
。

书中图片均为我 国

科技工作者根据 自己的材料制作的样品
,

应用电子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和 现 代 电 子显

微镜拍摄而成
。

全书图片共有十个部分
,

包括导 图
、

核型多角体病毒
、

颗粒体病毒
、

质

型多角体病毒
、

昆虫痘病毒
、

非包涵体病毒
、

昆虫病毒核酸与蛋 白质
、

昆虫病毒的形态

发生
、

昆虫的细胞病理和其它等
。

此外
,

还根据文献记载介绍了我国已发现的 昆虫病毒

及其宿主名录
。

书后附有昆虫病毒 名称中外文索引和参考文献
。

对于昆虫病毒标本的采

集
,

利用病毒防治害虫和病毒 电镜样品的制作方法等都有说明
,

它对于从事有关科研
、

教学
、

植物保护
、

生物防治和 电镜技术的工作人员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参加本书编著的还有我国著 名的几位昆虫病毒学教授和专家
。

该书出版非常及时
,

这本富有我国特色的图谱
,

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出版
,

它将对我国昆虫病毒学和 电子显微

学的发展与应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

建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