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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地区常见鱼类过敏原的鉴定及其交叉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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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青岛地区喜食的阿拉斯加狭鳕&蓝点马鲛&大黄鱼&真鲷&鲑&大菱鲆&鲤 等 ? 种鱼为

研究对象!利用鱼类过敏患者血清!通过 0>0CA,a2及免疫印迹方法对每种鱼的过敏原蛋白

进行鉴定$ 利用兔抗鲅鱼小清蛋白多克隆抗体!通过间接2-/0,和抑制性2-/0,等对 ? 种鱼

的小清蛋白之间的交叉反应进行探讨$ 结果表明!青岛地区居民鱼类过敏原主要为 <N V"?&

!! V<#&%N 及 #? TH的蛋白!和传统公认的小清蛋白为主要过敏原的共识不同$ 而针对小清蛋

白的交叉反应研究也表明!不同鱼类蛋白之间存在强烈的交叉反应$ 因此!虽然鱼类过敏原可

能不同!但如果对以上 ? 种鱼中的一种鱼过敏!最好不要食用其他任何一种鱼$

关键词! 鱼% 过敏原% 鉴定% 交叉反应

中图分类号! 0=#?&&&&&&&文献标志码',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水产品以其丰

富的营养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青睐( 我国水产品

消费总量自 %$$$ 年以来保持稳步增长"%$$= 年

我国水产品消费达到 #!<#7?# 万 9"同比增长

<7=$U"人均消费量为 #$7$" TP"是 #=N" 年人均

消费量的 !7< 倍&#'

"但是鱼类也被认为是八大易

引发食物过敏症状的食物种类之一( 流行病学的

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有 <U左右的成年人受到

食物过敏的影响"其中"鱼类过敏占到了 #$U以

上&% :!'

( 特别是近年来"鱼类作为一种重要的食

品原料应用于调理食品中"不明确的标注和国际

贸易的发展使得鱼类过敏的风险大大增加"对鱼

类过敏原的鉴定及其过敏机制的探讨变得愈发重

要( 有研究报道"不同品种鱼的过敏原之间存在

严重的交叉反应&< :"'

"但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欧

美等国外消费的鱼类产品"由于地域差异"我国对

鱼类的主要消费品种同欧美地区存在着较大差

异( 目前针对我国消费量较大的鱼类过敏原的交

叉反应还鲜有报道( 本研究通过采集青岛地区鱼

类过敏患者血清"通过蛋白质电泳)免疫印迹)酶

联免疫吸附实验等方法对青岛地区常见的阿拉斯

加狭鳕 # 9$)&,2&, 5$,65%2&,--, $) 蓝点马鲛

#K5%-.)&%-&'(0"#$%0"'($)大黄鱼#?,&"-"5$6$=(

5&%5),$)真鲷 #1,2&%(%-'(-,3%&$)鲑 # K,*-%

(,*,&$) 大菱鲆 # K5%#$6$,6-'(-,>"-'($ 及鲤

#;=#&"0'(5,&#"%$等 ? 种鱼分别进行过敏原鉴定

分析"并探讨它们之间的交叉反应"为提高食品中

鱼类过敏原的检测水平"改进过敏疾病的诊断方

法提供基础数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仪器

实验材料&&阿拉斯加狭鳕#俗称鳕$)蓝点

马鲛#俗称鲅$)大黄鱼)真鲷#俗称加吉鱼$)鲑

#俗称三文鱼$)大菱鲆)鲤#购于青岛本地水产品

市场"活品或冰鲜品$%

A4>.膜#$7<"

$

D"056E\QF5 公司$%化学发光

底物#AFY\8Y23-蛋白印迹底物"OJY\D5 08FYL9F_F8

公司$%三羟甲基氨基甲烷#O\FI"青岛福林生物化

学公司$%二硫苏糖醇#>OO"056E\QF5 公司$%十二

烷基硫酸钠#0>0"山东爱博科技贸易公司$%兔抗

鲅鱼小清蛋白多克隆抗体#由本实验室自行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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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层析纯化$%1*AC羊抗兔 /Pa#北京中杉金桥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鱼过敏患者血清#青岛市过

敏疾病防治中心$%1*AC羊抗人/P2#0FPDE公司$%

其他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分析纯(

实验仪器&&组织捣碎机#>0C#"上海标本

模型厂$%离心机 #B*<F"'5HEL 公司$%电泳仪

#>ffC#%"北京六一仪器厂$%半干式碳板转印仪

# >f3AC<$3" 北 京 六 一 仪 器 厂 $% 酶 标 仪

# Ĥ9FITEL ^ !̀"OJY\D5 -EQI[I9YDI公司$%天能

凝胶成像仪#OEL5L <%$$"上海天能科技有限公

司$%电泳仪# 5̂ZY6<=# A\YR 3Y66"BF5C\EZ公司$(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O)#N#$"北京普析仪器有

限公司$%恒温振荡培养箱#j1ifC%#$%"上海智

城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鱼肉过敏原提取方法的确定

将阿拉斯加狭鳕肉等量分为 ! 组#,)B)3

组$"每组 #$$ P",)B组鱼肉分别加入 %$$ P提取

液OCa#$7# D56@-O\FI@$7" D56@-a6[ 缓冲液"

R1N7?"# DD56@->OO$"3组鱼肉加入 %$$ P 提

取液 C̀>## D56@- 3̀6"$7$"U>OO$"进行匀浆"

,)3组 < ]振荡提取 #< J"结束后 < $$$ \@DFL离

心 !$ DFL后取上清"沉淀用原方法继续提取 < J"

离心"合并上清进行透析"B组 <" ]振荡提取 #<

J"< $$$ \@DFL离心 !$ DFL后取上清"在沸水浴中

搅拌煮沸 !$ DFL"< $$$ \@DFL 离心 !$ DFL"收集

上清进行透析( 采用B*,>.(*>法&;'测定蛋白

质浓度"0>0CA,a2法确定抽提物的蛋白组分"

2-/0,法确定抽提物的免疫活性"最终确定鱼肉

蛋白质的抽提方法"其他 ; 种鱼均按照确定的方

法提取蛋白(

()>*鱼肉过敏原抽提液的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SOA'VN#

采用-,2̂ ^-/

&?'建立的不连续电泳体系"

对 ! 组阿拉斯加狭鳕蛋白提取液总蛋白组分进行

比较( 分离胶浓度为 #"U#UWF$"浓缩胶浓度为

"U#UWF$"蛋白样品稀释至 # DP@D-"用样品缓

冲液处理( 电泳结束后用考马斯亮蓝 *C%"$ 染

色"脱色后采集图像(

()?*间接酶联免疫法检测鱼肉过敏原抽提液的

免疫活性"]482:6$7Na]S'#

参考文献&N'的方法并略作改进"用 $7$"

D56@-碳酸盐缓冲液#3B0"R1=7;$将 ! 组阿拉

斯加狭鳕蛋白提取液稀释至 #$

$

P@D-"#$$

$

-@

孔于 < ]过夜"含 $7#U OGYYLC%$ 的 $7$# D56@-

磷酸盐缓冲液#AB0O$洗涤 ! 次"每次 " DFL"将孔

内剩余液体拍干"下面的洗涤方法相同"加入含

#UB0,的AB0O"!$$

$

-@孔"!? ]封闭 #7" J"洗

涤"加入用 $7$# D56@-磷酸盐缓冲液#AB0"R1

?7<"稀释液$稀释 %$ $$$ 倍的兔抗鲅鱼小清蛋白

多克隆抗体"#$$

$

-@孔"!? ]孵育 #7" J"洗涤"

再加入 1*AC羊抗兔 /Pa##s" $$$$"#$$

$

-@孔"

!? ]孵育 # J"洗涤( 加入四甲基联苯胺#Ô B$

底物溶液"#$$

$

-@孔"!? ]避光显色 %$ DFL后用

% D56@-1

%

0(

<

#"$

$

-@孔$终止反应"用酶标仪

测定 <"$ LD处的吸光值(>

<"$

( 对比 ! 组提取方

法制得的阿拉斯加狭鳕过敏原的免疫活性(

()@*免疫印迹法检测鱼过敏原抽提液对人血清

特异性]#N的结合能力"Y6<76:4O/137724##

0>0CA,a2!同上述方法%免疫印迹!电泳结

束后"采用半干式碳板转印仪"# D,@8D

%恒流转

印 ! J"将凝胶上的蛋白条带转印到 A4>.膜上"

对待测样品进行免疫检测( 首先"将膜置于 "U

脱脂奶@AB0O#封闭液$中室温下封闭 % J"然后用

AB0O洗涤 ! 次"每次 " DFL"以下洗涤方法相同(

过敏患者血清#特异性 /P2$用 "$U封闭液稀释

N$ 倍"于室温下预孵育 # J 后"室温下孵育膜过

夜"洗涤"加入用 AB0稀释 # $$$ 倍的 1*AC羊抗

人/P2"室温下孵育 # J"充分洗涤后将 A4>.膜

用23-蛋白印迹底物孵育 # DFL 后"在天能凝胶

成像仪#OEL5L <%$$$中曝光 #" DFL成像(

()M*免疫印迹法检测各种鱼过敏原抽提液与蓝

点马鲛过敏原特异性]#V的结合能力

0>0CA,a2及电转移)封闭步骤同*#7"+"一抗

为兔抗鲅鱼小清蛋白多克隆抗体##s% $$$$"室温

下孵育 # J"二抗为1*AC羊抗兔/Pa##s" $$$$"室

温下孵育 # J"加入23-蛋白印迹底物后用凝胶成

像仪中曝光 !$ DFL成像(

()U*抑制性Na]S'法检测各种鱼与蓝点马鲛过

敏原之间的交叉反应"Na]S'24C2/27234#

在 =; 孔板中加入 #

$

P@D-过敏原抽提液"

#$$

$

-@孔"< ]包被过夜"AB0O洗涤 ! 次"每次 "

DFL"将孔内剩余液体拍干"以下洗涤方法相同%加

入 #UB0,@AB0O"!$$

$

-@孔"!? ]封闭 #7" J"

洗涤%阴性组加入兔抗鲅鱼小清蛋白多克隆抗体

#一抗$)抑制组一抗中分别加入 ? 种鱼的过敏原

蛋白##$$

$

P@D-$"!? ]预孵育 # J 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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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加入 =; 孔板"!? ]孵育 #7" J"洗涤%加入

1*AC羊抗兔 /Pa"#$$

$

-@孔"!? ]孵育 # J"洗

涤( 加入 Ô B底物溶液"#$$

$

-@孔"!? ]避光

显色 %$ DFL 后用 % D56@-1

%

0(

<

#"$

$

-@孔$终

止反应"用酶标仪测定 (>

<"$

值"阴性组记做 4

$

"

抑制组记做4( 计算抑制率!抑制率#U$ n## :

4

$

W4$ g#$$

&='

(

%&结果与讨论

,)(*鱼肉过敏原提取方法的确定

! 种提取方法提取获得的阿拉斯加狭鳕过敏

原蛋白提取液浓度及免疫活性结果如表 # 所示"

各组阿拉斯加狭鳕蛋白组分 0>0CA,a2结果见

图 #( 3组鱼肉总蛋白浓度最高"反应过敏原免

疫活性的间接 2-/0,结果表明该组免疫活性较

高"但0>0CA,a2分析显示小清蛋白# V#% TH$

损失也最大"小清蛋白含量低"这可能是由于小清

蛋白等为酸性蛋白质"易溶解于稀碱性溶液中"而

C̀>提取液为中性溶液"OCa提取液为碱性溶液"

所以3组提取液对小清蛋白等酸性蛋白的提取

效果较,组更高%,)B两组总蛋白浓度相当"虽

然B提取法抽提到的小清蛋白最多"但除 #?)!;

TH左右的蛋白外"其他不耐热蛋白损失较大"且

免疫活性最低%而 ,组蛋白组分保留最好"不同

分子量的蛋白均得以较完整的保留"且具有最高

的免疫活性"故最终确定用 ,组提取方法"即用

提取液OCa< ]提取作为提取鱼肉过敏原的最佳

方法( 其他 ; 种鱼肉蛋白均用该法提取得到(

表 (*> 种提取方法获得的鳕鱼蛋白提取

液浓度及免疫活性间接Na]S'结果

-./)(*A:37624$34$647:.72343D'1.<X. 93113$X6H7:.$768

/F 82DD6:6479:3$685:6<.487C62:2;;546.$72I27F

:6<5172482$.768/F 2482:6$7Na]S'

2-/0,分组 P\5HR

, B 3

蛋白质浓度@#DP@D-$

R\59YFL 85L8YL9\E9F5L

?7?< ?7"N #$7!=

(>

<"$

#7"#! m$7$%N $7;=< m$7$;! #7#N# m$7$!?

注!,7提取液OCa"< ]提取%B7提取液 OCa"<" V#$$ ]提取%37

提取液 C̀>"< ]提取(

+59YI!,72c9\E89YZ Q[ OCaE9< ]%B72c9\E89YZ Q[ OCaE9<" ] _5\

#< J ELZ 9JYL #$$ ] _5\!$ DFL%372c9\E89YZ Q[ C̀>E9< ]7

,),*免疫印迹鉴定鱼过敏原蛋白 "Y6<76:4O

/137724##

利用0>0CA,a2对 ? 种鱼的蛋白组分进行

分析"电泳图显示"? 种鱼的蛋白提取液所含的蛋

白组分分子量从 = TH 到 #;$ TH 不等"且在 =?)

"$ V;$)!! V<#)%" V%N TH 处存在分子量极为相

近的蛋白条带"但 %% TH 以下的蛋白组分差异性

较大"小清蛋白# V#% TH$的分子量及其亚基组成

各不相同#图 %$(

图(*> 种提取方法得到的阿拉斯加狭鳕蛋白S%SOA'VN

^7蛋白分子量标准% ,7提取液OCa"< ]提取% B7提取液OC

a"<" V#$$ ]提取% 37提取液 C̀>"< ]提取(

B2#)(*S%SOA'VN3D'1.<X. 93113$X9:37624

6H7:.$768/F > ;67C38<

^7A\59YFL DE\TY\% ,72c9\E89YZ Q[ OCaE9< ]% B72c9\E89YZ Q[

OCaE9<" ] _5\#< J ELZ 9JYL #$$ ] _5\!$ DFL% 372c9\E89YZ

Q[ C̀>E9< ]7

图 ,*U 种鱼蛋白提取液的S%SOA'VN分析

^7蛋白分子量标准% #7真鲷% %7阿拉斯加狭鳕% !7鲤% <7鲑%

"7蓝点马鲛% ;7大菱鲆% ?7大黄鱼(

B2#),*S%SOA'VN3D6H7:.$7<D:3;U <96$26<3DD2<C

^7A\59YFL DE\TY\% #7*YZ 0LERRY\% %7,6EITER56658T% !73E\R%

<70E6D5L% "70RELFIJ DE8TY\Y6% ;7OH\Q59% ?7-E\PY[Y665G

8\5ETY\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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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凝胶上的蛋白条带电转移至 A4>.膜上

后"分别利用 #N 份鱼过敏患者血清对 ? 种鱼过敏

原蛋白进行免疫印迹分析"通过每种蛋白对人血

清特异性/P2的结合程度鉴定每种鱼的过敏原蛋

白#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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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U 种鱼过敏原与过敏患者血清特异性]#N免疫印迹分析

#E$真鲷)#Q$阿拉斯加狭鳕)#8$鲤)#Z$鲑)#Y$蓝点马鲛)#_$大菱鲆)#P$大黄鱼的免疫印迹结果( ^7蛋白分子量标准%')d)-)

0)B)A)1分别为以上 ? 种鱼0>0CA,a2% # V#N7#N 份阳性血清% +7阴性血清(

B2#)>*Y6<76:4O/1373DC5;.4<6:. <96$2D2$O]#N:6.$72I27F 73 .116:#64<D:3;U D2<C6<

iYI9Y\LCQ6599FLP 5_#E$*YZ 0LERRY\"# Q$,6EITER56658T"#8$3E\R"# Z$0E6D5L"#Y$0RELFIJ DE8TY\Y6"#_$OH\Q59"# P$-E\PY[Y665G

8\5ETY\\YIRY89FXY6[% ^7A\59YFL DE\TY\% '"d"-"0"B"A"170>0CA,a25_9JY? _FIJ EQ5XY7# :#N70Y\E_\5D#N _FIJCE66Y\PF8RE9FYL9I% +7

+5\DE6IY\HD7

&&对于青岛地区鱼类过敏患者而言"真鲷主要

过敏原为 !" V<%)"#)%N V%= 及 #N TH 的蛋白"少

数患者血清对 =< 及 "? TH 的蛋白有较轻的阳性

反应%阿拉斯加狭鳕主要过敏原为 <#)!;)!!)%%

及 #N TH的蛋白"其次为 "# TH 蛋白%鲤主要过敏

原为 <# 及 !; TH 的蛋白"%N V%= TH 处有极微弱

的阳性反应( 此外"#Np血清对 "$ TH 蛋白反应强

烈%鲑几乎每条蛋白都可与特异性/P2相结合"包

括 =<);$)<N)<#)!=)!?)!!)%= 及 #" TH的蛋白"其

中"!? V<# 及 %= TH的蛋白反应最为强烈%蓝点马

鲛主要过敏原为 !;)!=)<#)<=)%N 及 "N TH 的蛋

白"少数患者血清对 #" 及 =< TH 蛋白也有微弱反

应%大菱鲆主要过敏原为 <#)!=)!?)"#);$)#? 及

%= TH 的蛋白%大黄鱼主要过敏原为 <#)!?)#?)

"$)"N 及 !$ TH 蛋白"与杨睿等&#$'的研究结果较

为接近( 总的来说"对于青岛地区居民而言"与过

敏原特异性 /P2结合能力较强的是分子量为 <N

V;$)!! V<%)%= 及 #? TH 左右的蛋白"而并非国

际上普遍认为的鱼类主要过敏原小清蛋白&## :#%'

(

<# TH的蛋白作为一种鱼类主要过敏原"近年来屡

见报道( a,--,+>等&#!'报道"鳕 <# TH 蛋白是

其很重要的过敏原之一( >,0>(*20等&#<'分

析认为 <# 及 !; TH 的蛋白分别为糖基化及未糖

基化的乙醛磷酸脱氢酶#,A>1$( +,̀ ,̂ )*,

等&#"'对红点樱花钩吻鲑 #C05%&$=05$'(-,(%'

"($"E,P,)$的过敏原鉴定表明"<# TH 蛋白是该鱼

主要过敏原"通过双向电泳分离发现 <# TH 处包

括两个等电点不同的蛋白"经液相色谱@质谱@质

谱测序"分析其为果糖二磷酸醛缩酶 ,及少量快

肌原肌球蛋白( 此外"他们还发现"%; TH 蛋白也

是该鱼过敏原之一"测序结果表明其为磷酸丙糖

异构酶#OA/$( 而小清蛋白并未出现清晰条带"

这与本文结果相似( >,0>(*20等&#;'认为鳕

#+,B'(-%&$',$中 %$ V%<)!N)"$ V"# TH 蛋白分

别为小清蛋白###7" TH$的二聚体)三聚体及四聚

体( 而本实验中"阿拉斯加狭鳕)真鲷)大菱鲆及

大黄花鱼的 #? TH 蛋白对特异性 /P2结合也较

强"据.,20O2等&#?'对鳕等 %! 种鱼蛋白提取液

的免疫印迹分析发现"该条带几乎在所有的鱼中

都存在"且可与鳕鱼小清蛋白多抗结合"可能为小

清蛋白的另一种聚合物或与抗小清蛋白/Pa存在

交叉反应( (̀+>(等&#N'发现 =< TH 的蛋白在金

枪鱼及鲭等多种鱼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反应"通过

氨基酸测序初步判断其为转铁蛋白( 本研究发

现"? 种鱼之间的多条蛋白均能引发其强烈的交

叉反应"每一份鱼过敏患者血清对所有 ? 种鱼都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阳性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图

# 显示"在煮沸 !$ DFL 后"除 #?)!; TH 蛋白及小

清蛋白外的很多蛋白已被除去"但小清蛋白浓度

确明显升高( 而在高离子浓度## D56@- 3̀6溶

液$下"=<)"N)"# 及 #N TH 蛋白浓度也微乎其微(

说明在实际食用时"鱼肉蛋白组分在烹饪过程中

产生变化"有些过敏原被破坏或分解"从而未能引

发患者的过敏反应(

,)>*免疫印迹法检测蓝点马鲛过敏原 d小清蛋

白与其他鱼过敏原的交叉反应

小清蛋白存在于许多种鱼的白色肌肉组织

中"是引起鱼类交叉反应的最主要的过敏原之

一&#N'

( 故选择小清蛋白作为研究鱼类交叉反应

的主要研究对象( 利用兔抗鲅鱼小清蛋白多克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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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作为一抗的免疫印迹结果如图 < 所示"由于

兔抗是采取纯化后的鲅鱼小清蛋白制成"故对每

种鱼的小清蛋白##% TH左右$表现出极高的特异

性"而与 <# TH蛋白基本无反应"说明,A>1与小

清蛋白3E

% o结合区域同源性极低"与小清蛋白之

间不存在交叉反应&#!'

(

图 ?*U 种鱼过敏原兔抗鲅鱼小清蛋白免疫印迹

^7蛋白分子量标准% #7真鲷% %7阿拉斯加狭鳕% !7鲤% <7鲑%

"7蓝点马鲛% ;7大菱鲆% ?7大黄鱼(

B2#)?*+.//27.472O<9.42<C;.$X6:61

9.:I.1/5;24Y6<76:4O/137724#

^7A\59YFL DE\TY\% #7*YZ 0LERRY\% %7,6EITER56658T%!73E\R%

<70E6D5L% "70RELFIJ DE8TY\Y6% ;7OH\Q59% ?7-E\PY[Y665G

8\5ETY\7

&&对于可能为小清蛋白聚合体的 %<)!N)"# TH

处"出现了极微弱的阳性反应条带( 考虑到 /P2

免疫印迹结果"特异性 /P2可与这三条带结合但

未与小清蛋白产生阳性反应"而/Pa免疫印迹中"

小清蛋白多克隆抗体对这三条带也未出现较强的

阳性反应"可见小清蛋白与其交叉反应并不大"因

此认为尚不能肯定其确实为小清蛋白的聚合体"

但也可能由于聚合形式使钙结合区域与抗体之间

发生了空间位阻"影响了特异性结合( 同时"利用

阴性兔血清及兔抗虾原肌球蛋白多克隆抗体按照

相同方法做免疫印迹"结果均无阳性条带出现

#结果未展示$( 说明 ? 种鱼小清蛋白之间交叉

反应性强"小清与其他鱼肉蛋白及虾原肌球蛋白

之间几乎不存在交叉反应(

,)?*鱼过敏原的免疫活性及交叉反应性分析

/Pa间接2-/0,对 ? 种鱼过敏原蛋白的交叉

反应性的结果如图 " 所示"蓝点马鲛与大菱鲆

(>

<"$

值最高"鲤最低"其他几种鱼的(>

<"$

值相当(

抑制性2-/0,结果#图 ;$与间接2-/0,结果保持

一致"即与蓝点马鲛小清蛋白交叉反应较强的为大

菱鲆"鲤反应最弱( 说明这 ? 种鱼小清蛋白之间存

在着强交叉反应"尤以蓝点马鲛与大菱鲆之间最为

强烈( 由0>0CA,a2可知"大菱鲆的小清蛋白有

两种形态"分别为 #% 及 #$ TH"总小清蛋白含量略

高于其他鱼"可能由于此原因其阳性反应最为强

烈( 而鲤是这 ?种鱼中唯一一个淡水鱼品种"与其

他海产鱼类小清蛋白之间同源性相对较低"从而导

致其与蓝点马鲛之间交叉反应最弱(

图 @*兔抗鲅鱼间接Na]S'

#7真鲷% %7阿拉斯加狭鳕% !7鲤% <7鲑% "7蓝点马鲛% ;7大菱

鲆% ?7大黄鱼(

B2#)@*]482:6$7:.//27.472O<9.42<C;.$X6:61Na]S'

#7*YZ 0LERRY\% %7,6EITER56658T% !73E\R% <70E6D5L% "7

0RELFIJ DE8TY\Y6% ;7OH\Q59% ?7-E\PY[Y665G8\5ETY\7

图 M*U 种鱼之间交叉反应抑制性Na]S'分析

#7真鲷% %7阿拉斯加狭鳕% !7鲤% <7鲑% "7蓝点马鲛% ;7大菱

鲆% ?7大黄鱼(

B2#)M*'4.1F<2<3D$:3<<O:6.$72I27F .;34# U <96$26<3D

D2<C/F ]#VNa]S'24C2/27234

#7*YZ 0LERRY\% %7,6EITER56658T% !73E\R% <70E6D5L% "7

0RELFIJ DE8TY\Y6% ;7OH\Q59% ?7-E\PY[Y665G8\5ETY\7

&&虽然有研究报道个别鱼类过敏患者只对特定

的某种鱼产生过敏反应&%$'

"但通常绝大多数鱼类

过敏患者同时会对很多品种的鱼过敏"本实验结

果显示"实验所涉及的 ? 种鱼所含的多种蛋白都

存在着较强的交叉反应"鱼类过敏患者对鱼类的

过敏反应是普遍的(

!&结论

经鉴定"青岛地区常见的鱼类品种"如真鲷)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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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加狭鳕)鲤)鲑)蓝点马鲛)大菱鲆及大黄鱼等的

过敏原蛋白为 <N V"?)!! V<#)%N及 #? TH左右的蛋

白"而并非小清蛋白( /P2结合能力研究表明"? 种

鱼过敏原蛋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交叉反应"如 <#)!;

TH的蛋白"小清蛋白之间交叉反应也很严重( 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的抽提方法会使鱼抽提物蛋白组

分产生较大变化"这可能是目前报道的鱼类过敏原

存在很大差异的原因之一(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消

费者食用的鱼均已经过加工"患者自述的鱼类过敏

也可能是对加工后的过敏原产生的过敏反应"故对

鱼类过敏原的确认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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