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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归纳了脊椎动物中报道的所有的免疫球蛋白"GEELO5Q65VL6GO!/Q#的种类!重点阐述了

鱼类免疫球蛋白重链"SMF]K 8SFGO!1#基因及其基因座的研究进展$ 硬骨鱼类中目前已发现

有/QY%/Q>%/Q @̀/QX以及一个嵌合体 /QYD/Q !̀软骨鱼类中目前只报道了 ! 种免疫球蛋白基

因!即/QY%/Q+,*和/Q^$ 已报道的硬骨鱼类 /Q1基因座并非都是以传统的+易位子,排列

方式进行排列!一般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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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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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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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

排列!不同硬骨鱼类的/Q1基因座的结构特点%基因座中重链基因的数目以及基因座的拷贝数

都存在一定差异$ 软骨鱼类中/Q1基因座则是以+多簇,形式排列!即4

1

:>:>:'

1

:3

1

区

段或4

1

:>:>:>:'

1

:3

1

区段在基因组中作为统一体多次复制$ 在不同种类的硬骨鱼类

中!/Q表达器官或组织方面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相同!但一般在免疫器官如胸腺%头肾和脾脏

中均有表达$ 目前对鱼类免疫球蛋白的研究尚不全面!要全面阐明鱼类 C细胞个体发生%鱼

类免疫球蛋白的结构%抗体产生的规律以及这些不同抗体在免疫反应中的作用等!都需要更进

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 鱼类& 基因& 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重链基因座

中图分类号! [!<%& 0=#?&&&&&&&文献标识码',

&&免疫可以分为先天性免疫"GOOF9MGEELOM#

和适应性免疫"FNFW9G]MGEELOM#

)#*

!适应性免疫

系统只在有腭类脊椎动物中存在!它们通过免疫

球蛋白 "/EELO5Q65VL6GO!/Q#和 X细胞受体 "X

8M66RM8MW95R! X3*# 来 识 别 抗 原 " FO9GQMO!

,Q#

)# :%*

( /Q是指具有抗体活性及化学结构与抗

体相似的一类球蛋白!/Q具有分泌型"HM8RM9MN /Q!

H/Q#和膜结合型"EMEVRFOM/Q!E/Q#两种形式!前

者主要存在于血清和其他体液中!具有抗体的各

种功能'后者是C细胞表面的抗原识别受体)#*

(

与其他脊椎动物一样!鱼类也存在先天性免

疫和适应性免疫( 近几十年来!随着鱼类养殖业

的发展!渔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高密度的

养殖模式也引起鱼类病害的频繁发生( 在长期的

鱼类病害防治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通过鱼类

的适应性免疫系统进行病害免疫防治的重要性(

由于 /Q 是鱼类适应性体液免疫应答中最主要的

介质!因此!有关鱼类 /Q 的研究对鱼类病害的免

疫防治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鱼类是在进化上最

早具有 /Q 的脊椎动物!对鱼类 /Q 的研究也有助

于认识脊椎动物 /Q 的进化规律( 本文主要对鱼

类免疫球蛋白重链基因 "G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QMOM!/Q1#及其基因座的相关研究作一

综述(

#&/Q的结构

所有类型的 /Q 单体分子结构都是相似的(

/Q单体分子的典型结构是由 " 条肽链组成!其中

% 条分子量相对较高的肽链称为重链 " SMF]K

8SFGO!1链#!% 条分子量相对较低的肽链称为轻

链"6GQS98SFGO!-链#!一些类型的 /Q 还含有其他

辅助成分!分别是 '链"h5GOGOQ 8SFGO#和分泌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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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8RM95RK WGM8M#

)!*

(

/Q 单体中四条肽链两端游离的氨基或羧基

的方向是一致的!分别命名为氨基端"+端#和羧

基端"3端#( 在 /Q 分子 -链和 1链的 +端!-

链 #@% 和1链约 #@" 处区域!氨基酸的种类和排

列顺序随抗体特异性不同而有所变化!称为可变

区"]FRGFV6MRMQG5O!4区#!它赋予抗体以特异性'

在/Q分子 -链和 1链的 3端!轻链的其余 #@%

及重链的约 !@" 处!这个区的氨基酸种类和排列

顺序及含糖量都比较稳定! 故称为恒定区

"85OH9FO9RMQG5O!3区#

)"*

(

-链和1链的 4区分别称为 4

-

和 4

1

( 在

4

-

和 4

1

中各有 ! 个高变区 " SKWMR]FRGFV6M

RMQG5O!14*#!高变区中的氨基酸组成和排列顺

序比较多变!它是与抗原决定簇结合的部位!因此

也称为互补决定区"85EW6MEMO9FRG9K NM9MREGOGOQ

RMQG5O!3>*#( 在4

-

和 4

1

区其他的非 3>*区

域的氨基酸残基称为构架区"TRFEMI5RP RMQG5O!

.*#!其顺序很少变化!.*的功能为支持3>*!并

维持4区三维结构的稳定性!在4

-

和4

1

中各有

" 个.*

)!*

(

/Q分子可被木瓜蛋白酶水解!生成 % 个相同

的.FV片段和 # 个 .8片段!.FV 片段即抗原结合

片段"FO9GQMO VGONGOQ TRFQEMO9#!# 个 .FV 片段含

# 条完整的 -链和部分 1链!.FV 段仍具有抗原

结合活性!但结合能力较弱!只有一价( .8段即

可结晶片段"8RKH9F66GiFV6MTRFQEMO9#!为 % 条1链

3端剩余的部分!在一定条件下可形成结晶!无抗

原结合活性!是抗体分子与效应分子或细胞相互

作用的部分)!*

(

%&四足动物/Q1的种类

哺乳动物主要具有五种免疫球蛋白类型!即

/QU+/QY+/Q,+/Q2和/Q>五大类!重链分别为
2

+

%

+

&

+

3

和
1

( 此外!最近在比较古老的哺乳动物

鸭嘴兽"D(*)6=/(='*-=+,.*.6)*+,#中报道了一种

新的免疫球蛋白类型!即 /Q(

)<*

( 哺乳动物 /QY

均具有 " 个恒定区( 而不同哺乳动物中/Q>的恒

定区数目和结构则存在差异$鼠"C+,@+,-+9+,#

的/Q>只有 % 个恒定区和 # 个铰链区);*

'人

"</@/ ,.%)1*,#+牛"?/,7.+(+,#+羊"D4),.()1,#

和猪"5+,,-(/#.#的 /Q>都含 ! 个恒定区和 % 个

铰链区"SGOQMRMQG5O#

)?*

'人/Q>的
1

# 与
%

# 相似

性较低!而牛+羊+猪中 /Q>的
1

# 与
%

# 的相似性

很高!推测其中的
1

# 是由
%

# 复制而来的!此外!

牛的 /Q>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转录本!这个转录本

中除了含有一个与
%

# 类似的
1

# 外!还包含一个

%

#!这种在 /Q>的转录本中存在
%

# 的特征与鱼

的/Q>的转录本特征类似)? :B*

( 鸭嘴兽的/Q>与

其他哺乳动物 /Q>明显不同!它具有 #$ 个恒定

区!无铰链区!这种多恒定区的特征与鱼类+两栖

类的 /Q>类似)<*

( 哺乳动物 /Q,具有 ! 个恒定

区!无单独的外显子编码铰链区!但具有功能性的

铰链区)=*

( /QU和 /Q2分别具有 !+" 个恒定区!

其中 /QU具有由单独的外显子编码的铰链区!而

/Q2无铰链区( 有学者认为哺乳类 /QU和 /Q2是

由两栖类+鸟类中的/Qa进化形成的)#$*

( 新报道

的/Q(包含 " 个恒定区!在31% 的 <f端存在一个

功能性的铰链区!/Q(在结构上表现为 /Qa与哺

乳动物/QU的中间体形式)<*

(

鸟类中目前只报道了 ! 种免疫球蛋白!即

/QY+/Qa和/Q,( 这 ! 种免疫球蛋白均具有 " 个

恒定区)##*

( 鸡 /Qa重链基因的基因组序列中!

31# 和31% 之间没有内含子!即 " 个恒定区由 %

个内含子隔开)#%*

( 在所有的有腭类脊椎动物中

几乎都有 /Q>的存在!唯独在鸟类中尚未发现有

/Q>的存在(

爬行类中除了有 /QY外!最近几年!在豹纹

壁虎 "2+$91%=.(),@.-+9.()+,#+安乐蜥 "N*/9),

-.(/9)*1*,),#和中华鳖"319/G),-+,,)*1*,),#中分

别报道了/Q>和 /Qa的存在)#! :#<*

!此外!在豹纹

壁虎还报道了一种与 /Q,类似的免疫球蛋白!命

名为/Q,D6GPM

)#;*

( 爬行类 /QY与其他脊椎动物

/QY一样!具有 " 个恒定区( 而爬行类 /Q>在不

同种类中存在一定的差异$豹纹壁虎中具有两种

/Q>!其中一种/Q>的重链基因包含 ## 个恒定区!

另外一种 /Q>重链基因只有 ? 个恒定区!这两种

/Q>的恒定区中都不存在串联复制!而且这两种

/Q>的31# :31" 的相似性很高!推测其中一种

/Q>是由另一种 /Q>复制形成的)#<*

'中华鳖 /Q>

具有 ; 个恒定区!同样不存在串联重复)#!*

'安乐

蜥/Q>的重链基因的基因组中具有 ## 个恒定区!

但只有前 " 个恒定区被转录形成膜结合型

/Q>

)#?*

( 爬行动物的 /Qa都具有 " 个恒定区)#?*

(

豹纹壁虎/Q,D6GPM也包含 " 个恒定区!其中31#+

31% 与/Qa相似性较高!31!+31" 则与 /QY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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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源性)#;*

(

无尾两栖类具有 /QY+/QZ+/Q>+/Q.及 /Qa<

类免疫球蛋白分子!有尾两栖类中报道了 /QY+

/Qa和 /QA的存在)#B*

( 两栖类 /QY+/QZ和 /Qa

都具有 " 个恒定区!两栖类 /QZ类似于鸟类和哺

乳类中的/Q,

)#=*

( 爪蟾中首次报道了 /Q.和 /Q>

的存在!/Q.具有 % 个恒定区和 # 个由独立外显子

编码的铰链区!这是在非哺乳动物中首次报道的

含独立外显子编码的铰链区的免疫球蛋白)%$*

(

爪蟾/Q>中含 B 个恒定区!且31< :31; 与31?

:31B 相似性很高!可能存在基因内复制)%$*

( 有

尾两栖类欧非肋突螈"391+(/G191,P.969#中报道

了/QA的存在!/QA具有 " 个恒定区!/QA的 31#+

31% 与/QZ+/Qa存在相似性!31! 和 31" 与其

他/Q的恒定区无明显的相似性)#B*

(

!&鱼类/Q1的种类

硬骨鱼类中目前已发现有 /QY+/Q>+/Q @̀

/QX+/QYD/Q`及从红鳍东方"7.E)#+"+ (+$()%1,#

中报道的新型 /Q1( 软骨鱼类中目前只报道了 !

种免疫球蛋白基因!即/QY+/Q+,*和/Q^(

#%$&Y9_

/QY已先后从多种鱼类中克隆到!如软骨鱼类

中的角鲨 "<161(/G/*6+,#(.*-),-)#和猬鳐 "B.R.

1()*.-1.#

)%#*

!硬骨鱼类硬鳞总目中的弓鳍鱼"N@).

-.94.#和长吻雀鳝"F1%),/,61+,/,,1+,#

)%%*

!海鲢目

中的海鲢 "29/%,,.+(+,#+鲑形目的大西洋鲑

"5.9@/ ,.9.(#和虹鳟"D*-/(='*-=+,@'E),,#!鲤形

目的鲤"&'%()*+,-.(%)/#+斑马鱼"0.*)/ (1()/#+草

鱼"&61*/%=.('*"/G/* )G199+,#!鲶形目的斑点叉尾

"!-6.9+(+,%+*-6.6+,#!鲈形目中的斜带石斑鱼

"2%)*1%=19+,-/)/)G1,#和鳜"5)*)%1(-. -=+.6,)#!鲽

形目中的牙鲆"3.(.9)-=6=',/9)4.-1+,#!鳕形目中

的大西洋鳕":.G+,@/(=+.#等)%!*多种养殖鱼类和

具有重要进化地位的种类以及模式生物(

/QY在所有鱼类中都存在分泌型和膜结合型

两种形式( 硬骨鱼类和软骨鱼类分泌型 /QY都

由 " 个恒定区组成! 但在软骨鱼类护士鲨

":)*"9'@/,6/@. -)((.6+@# 中存在两种分泌型

/QY!一种/QY具 " 个恒定区!另外一种/QY只有

! 个恒定区!缺失了31% 恒定区)%"*

( 大多数硬骨

鱼类的分泌型 /QY以独特的四聚体形式存在!但

也有以单体形式存在的 /QY( 而软骨鱼类+肺鱼

的分泌型/QY!则与四足动物分泌型/QY一样!都

以五聚体形式存在)%<*

( 软骨鱼类的膜结合型

/QY与四足动物膜结合型 /QY类似!都是由跨膜

外显子XY# 与31" 中一个剪接供体部位拼接形

成!而大部分硬骨鱼的/QY的31" 中缺乏剪切位

点!它们的膜结合型是由 XY# 直接剪接到 31!

外显子的末端!从而剪除了整个 31"!使得膜结

合型外显子只含有 ! 个恒定区)%;*

( 原始的辐鳍

类弓鳍鱼和雀鳝不但具有上述两种剪接方式!而

且弓鳍鱼中还存在第三种剪接方式!即在31! 外

显子的中游还有另一个剪接供体部位!可产生膜

结合形式的/QY

)%;*

(

#%"&Y9@

/Q>已经在多种鱼类中报道过!如大西洋鲑+

虹鳟+斑点叉尾 +草鱼+大西洋鳕+鳜+红鳍东方

+ 牙 鲆 和 大 西 洋 庸 鲽 " <)%%/"9/,,+,

=)%%/"9/,,+,#等)%; :%=*

(

与其他脊椎动物 /Q>相比!鱼类 /Q>存在两

大特点$第一!鱼类 /Q>的转录本是嵌合体结构!

它与/QY共用
%

# 作为第一个恒定区!原因可能

是鱼类
1

# 外显子中缺乏合适的半胱氨酸介导 -

链的结合!只有通过
%

# 来形成链间二硫键!从而

实现与-链的结合)!$*

( 第二!鱼类/Q>的恒定区

数目较多!一般存在外显子的复制!并且在一些不

同的鱼类中恒定区的复制数目存在明显差异( 大

西洋鲑+斑点叉尾 +大西洋庸鲽和草鱼中/Q>的

结构形式是4>':

%

# :

1

# :"

1

% :

1

! :

1

"#

%

:

1

<

:

1

; :

1

? :XY# :XY%!都存在一次%

1

% :

1

! :

1

"&的复制)%;!%B*

'红鳍东方中则存在%

1

# :

1

;&

的复制!即 4>':

%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

1

? :XY# :XY%

)!#*

'虹鳟中缺失了%

1

< :

1

;&两个恒定区!在
1

" 后面存在一个
1

% 的复制!

其结构形式为4>':

%

# :

1

# :

1

%F:

1

!F:

1

"F:

1

%V :

1

? :XY# :XY%

)%=*

!大西洋鳕缺失
1

! :

1

;

" 个恒定区!只存在%

1

# :

1

%&的复制!且被
1

K 隔

开!其独特的形式为 4>':

%

# :

1

#,:

1

%,:

1

K

:

1

#C:

1

%C:

1

? :

1

Y# :

1

Y%!牙鲆和鳜中存在

? 个
1

外显子!外显子中不存在串联复制形式)%?*

(

除斑点叉尾 外!所有硬骨鱼类都只有膜结

合型/Q>!而在斑点叉尾 中不仅有膜结合型的

/Q>!还存在分泌型的 /Q>

)!%*

( 与鱼类分泌型和

膜结合型 /QY的形成方式不同!斑点叉尾 两种

形式的 /Q>并非是通过不同的剪接方式形成!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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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各自的基因组序列!由各自的基因组序列

直接转录形成分泌型和膜结合型/Q>

)!!*

(

#%#&Y9e&Y92&新型Y9P和Y9_IY9e

自 %$$< 年以来!在硬骨鱼类中报道了除 /QY

和/Q>以外的新的免疫球蛋白( 从斑马鱼中首次

报道了/Q`的存在!重链基因为
0

!由 " 个恒定区

组成!最近从草鱼中也报道了/Q`的存在!由 " 个

恒定区组成)%B*

( 从虹鳟中也报道的免疫球蛋白!

命名为/QX!其结构形式与 /Q`类似!也包含 " 个

恒定区)%=*

! 此外! 在 三 棘 刺 鱼 " :.,61(/,61+,

.-+91.6+,#中也报道了 /QX的存在!但三棘刺鱼

/QX只具有 ! 个恒定区)!"*

( 红鳍东方中报道了

一种新型/Q1!其重链由 % 个恒定区组成)!<*

( 鲤

中报道了一种 /QYD/Q`嵌合体!只具有 % 个恒定

区!第 # 个恒定区由鲤 /QY的 31# 构成!第二个

恒定区与斑马鱼/Q`的31" 有很高的相似性!但

没有扩增到编码 /QYD/Q`重链基因的基因组序

列!因此推测这种/Q是在转录过程中由鲤/QY和

/Q`嵌合而成)!;*

(

在斑马鱼+虹鳟+三棘刺鱼和河豚中报道的这

几种免疫球蛋白!虽然在恒定区的数目上存在差

异!但在序列上存在较高的相似性!而且其重链基

因在基因座中都是排列在
%

基因的 <f端( 在系

统进化树中!这几种免疫球蛋白以较高的支持率

聚为一枝"图 ##!因此推测这几种 /Q 应该是同一

种免疫球蛋白!即/Q (̀

/Q`存在分泌型和膜结合型两种形式!其中

膜结合型是由膜外显子 XY# 与在最后一个恒定

区外显子中的剪切位点剪接而成!与哺乳动物
%

链的剪切方式类似)%B*

(

#%1 &Y9,&Y9g&Y9ABNH和ABN

在软骨鱼类中!先后从猬鳐"B.R. 1()*.-1.#+

晶吻鳐"B.R. 1"9.*61().#+高鳍真鲨"&.(-=.(=)*+,

%9+@$1+,#和护士鲨中分别报道了 /QZ+/Q^ 和

/Q+,*3的存在!,ONMRH5O 等)!?*通过构建进化树

等方法!认为/QZ+/Q^和/Q+,*3应该属于同一

种类型的免疫球蛋白!即/Q^( 此外!硬骨鱼中肉

鳍鱼亚纲的肺鱼"3(/6/%61(+,.16=)/%)-+,#中也报

道了/Q^的存在)!B*

(

/Q^也存在分泌型和膜结合型形式( 分泌型

/Q^根据恒定区数目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为长

分泌型/Q^!这种长分泌型 /Q^在所有的软骨鱼

类中只具有 ; 个恒定区!而在肺鱼中则具有 ? 个

恒定区'另一种为短分泌型/Q^!它在软骨鱼类及

肺鱼中都只具有 % 个恒定区!这种短分泌型 /Q^

最先在斑鳐"B.R. E1*/R1)#的血清中以蛋白形式

发现!曾命名为 /Q*

)!B*

( *LETM69等)!=*首次报道

了/Q^具有两种膜结合型形式!分别具有 % 个恒

定区和 " 个恒定区( 此外!肺鱼 /Q^与爪蟾 /Q>

有很高的相似性!可能起源于同一种/Q

)%$!"$*

(

软骨 鱼 类 护 士 鲨 和 须 鲨 " D(1-6/9/$+,

@.-+9.6+,#中克隆到了一种抗原受体!命名为

+,*"OMI5ROLRHMHSFRP FO9GQMO RM8MW95R#!后来

称为/Q+,*( /Q+,*具有 < 个恒定区!后 " 个恒

定区与 /Q^ 的重链恒定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Q+,*没有相应的轻链!直接由 % 条相同的重链

分子组成!这是惟一一种不具备轻链的只有重链

分子的/Q类型)"# :"%*

( 并且!与其他/Q和X3*分

子不同的是!/Q+,*的两条重链并不形成紧密结

合的二聚体!而是以相对独立的!松散的形式存

在)"!*

( /Q+,*也具有分泌型和膜结合型两种形

式!分泌型具有 < 个恒定区!膜结合型有两种!一

种具有 < 个恒定区!另一种具有 ! 个恒定区)!=*

(

"&/Q-的种类

/Q-基因由4

-

+'

-

以及紧接其后的 3

-

基因片

段构成!根据 3

-

区氨基酸组成和结构的不同!因

而抗原性不同!可以将轻链分为不同的类型( 哺

乳动物和爬行类/Q-都存在
4

和
5

型!鸟类中只

存在
5

型轻链!两栖类中存在 ! 种/Q-!即
4

+

6

和

5

型( 硬骨鱼类中存在 " 种/Q-!即-# 型+-% 型+

-! 型和一种类似于
5

型的轻链( -# 型和 -! 型

被认为是
4

的原型!而 -% 型与两栖类的
6

型存

在同源性!与其他高等动物的 /Q-没有明显同源

性!最近在大西洋鲑和大西洋鳕中报道了一种

/Q-!与
5

型轻链具有同源性)""*

( 软骨鱼类中主

要存在四种轻链类型!即
"

型 "+0< #!

$

型

"+0!#+

*

型"+0"#和一种类似于
6

型的轻链!

"

型是软骨鱼所特有的!系统进化分析表明软骨鱼

的/型与爪蟾的
6

型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又并非

同一类!因此称为
6

D8FR9型!

$

型与
5

存在同源

性!而
*

型与
4

存在同源性!第四种轻链类型!与

爪蟾的
6

型存在同源性)"<*

(

<&脊椎动物/Q的进化关系

为了阐述硬骨鱼类各种/Q的关系!以及脊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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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于脊椎动物免疫球蛋白重链基因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采用贝叶斯法构建系统进化树!以鲤3>!为外类群!枝上数字为 # $$$次 V559H9RFW的置信度值"只显示在 <$d以上的值#( 建树所用

序列为重链基因的全部恒定区氨基酸序列"鱼类/Q>基因去除了
%

#的序列#!除三棘刺鱼的/QX#+/QX"的序列来自所发表论文的正文

外)!"*

!其余序列均来自UMOCFOP!序列的登录号见系统发育树中的括号内( 1H!人'YE!小鼠'C9!牛'(F!鸭嘴兽'UQ!鸡',W!绿头鸭'

AH!中华鳖',8!安乐蜥'Z6!非洲爪蟾'Z9!热带爪蟾',E!美西螈'AI!欧非肋突螈'2E!豹纹壁虎'AH8!红耳龟'1T!角鲨'-M!鳐'UF!三棘

刺鱼'08!鳜'XR!红鳍东方'(E!虹鳟'38!鲤'>R!斑马鱼'3G!草鱼'/W!斑点叉尾 'AF!肺鱼'U8!护士鲨'3W!沙洲鲨(

C59%$&4;D.*9()(:580(.-:5*)6;5<*75++F)*9.*3F.5);(-ED 8;-5)9()(65)E(0:(30-:(6

XSM9RMMIFHGOTMRRMN VK CFKMHGFO FWWR5F8S IG9S 85EE5O 8FRW 3>! LHMN FH9SM5L9QR5LW7CFKMHGFO W5H9MRG5RWR5VFVG6G9GMH" o<$d#FRM

HS5IO F9VRFO8S O5NMH7XSM9RMMIFH85OH9RL89MN VK LHGOQ 85EW6M9M85OH9FO9RMQG5O FEGO5 F8GN HMgLMO8MH!Mb8MW99SF9

%

# IFHO59LHMN GO

TGHS /Q>72b8MW9T5R9SM9SRMMDHWGOMN H9G8P6MVF8P TGHS /QX# FON /QX" ISG8S IMRM5V9FGOMN NGRM896K TR5E 9SMWLV6G8F9G5O

)!"*

!F6659SMR

HMgLMO8MHLHMN GO 9SMWSK65QMOM9G8FOF6KHGHIMRM9FPMO TR5E9SMUMOCFOP NF9FVFHM!IG9S 9SMGRF88MHHG5O OLEVMRHHS5IO GO WFRMO9SMHMH71H!

</@/ ,.%)1*,' YE!C+,@+,-+9+,' C9!?/,6.+(+,' (F!D(*)6=/(='*-=+,.*.6)*+,' UQ!:.99+,".99+,' ,W!N*.,%9.6'(='*-=/,' AH!

319/G),-+,,)*1*,),' ,8!N*/9),-.(/9)*1*,),' Z6!V1*/%+,9.14),' Z9!V1*/%+,6(/%)-.9),' ,E!N@$',6/@. @1>)-.*+@' AI!391+(/G191,

P.969' 2E!2+$91%=.(),@.-+9.()+,' AH8!3,1+G1@',,-()%6.' 1T!<161(/G/*6+,M(.*-),-)' -M!F1+-/(.R. 1()*.-1.' UF!:.,61(/,61+,

.-+91.6+,' 08! 5)*)%1(-. -=+.6,)' XR! 7.E)#+"+ (+$()%1,' (E! D*-/(='*-=+,@'E),,' 38! &'%()*+,-.(%)/' >R! 0.*)/ (1()/' 3G!

&61*/%=.('*"/G/* )G199+,' /W! !-6.9+(+,%+*-6.6+H' AF! 3(/6/%61(+,.16=)/%)-+,' U8! :)*"9'@/,6/@. -)((.6+@' 3W! &.(-=.(=)*+,

%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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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中/Q的进化关系!本文采用贝叶斯法对脊椎

动物的/Q恒定区氨基酸序列构建了系统进化树

"图 ##( 结果显示斑马鱼中的 /Q`先与鲤中的

/QYD/Q`聚在一起!随后与草鱼 /Q`聚在一起!这

一枝又与虹鳟+鳜和三棘刺鱼的 /QX以及红鳍东

方中的新型 /Q1聚在一起!这进一步表明硬骨

鱼类中报道的/Q +̀/QX以及红鳍东方中的新型

/Q1应该为同一类型的免疫球蛋白( 此外!所有

硬骨鱼类的 /QY以较高的支持率聚为一枝!而软

骨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的 /QY则

另聚为一枝!并且这两枝的距离较远!加上硬骨鱼

类 /QY独特的膜结合型方式也与其他脊椎动物

/QY的膜结合型方式完全不同)%;*

!这些结果表明

硬骨鱼类 /QY与其他脊椎动物 /QY并非单系起

源!而鱼类/QY和 /Q @̀X以及 /QYD/Q`和 /Q1都

聚为一枝表明 /QY 和 /Q @̀X可能具有共同的

起源(

系统进化树中"图 ##硬骨鱼类/Q>以较高的

支持率聚在一起!随后与哺乳类/Q>聚在一起!但

两栖类+爬行动物/Q>则与硬骨鱼类+哺乳类 /Q>

相距较远!这可能与不同种类的 /Q>在进化的过

程中有较大的结构变化有关( 此外!哺乳类 /Q2

与鸭嘴兽/Q(聚为一枝!接着与哺乳类 /QU聚为

一大枝!随后分别与爬行类+鸟类/Qa以及两栖类

/Qa聚类!这一结果也证实了哺乳类 /QU和 /Q2

是由两栖类+鸟类中的/Qa进化而成(

;&/Q的表达调控

/Q 的转录活性是由两个顺式作用元件即启

动子和增强子来调节的( 启动子位于每个 4基

因区段的上游!由几个保守的 >+,元件构成!在

高等脊椎动物/Q的重链和轻链中!4基因区段上

游都含有 B 个保守的核苷酸序列 ,XU3,,,X

"或它的反向序列#和一个X,X,盒!这两个元件

几乎在所有的硬骨鱼类辐鳍亚纲中的鱼类中都存

在!如红鳍东方)";*

+斑马鱼)"?*和草鱼)%B*等( 但

在硬骨鱼类总鳍亚纲的腔棘鱼 " F.6)@1().

-=.9+@*.1#中!4基因区段上游的八聚体序列为

%,XU3,,,U&!与传统保守的八聚体相比!最后

一个核苷酸序列发生了变化)"B*

( 而在软骨鱼纲

板鳃类的角鲨和鳐的 4基因区段的上游则缺乏

保守的八聚体或它的反向序列)"= :<$*

人和小鼠的重链和
4

轻链中发现有增强子!

增强子作用方式与启动子不同!呈方向非依赖方

式!即可作用于被转录基因的上游或下游( 2DV5b

是增强子的基序之一!其保守序列是 3,++XU(

哺乳类中具有多个增强子!最重要的增强子位于

'

1

:

%

31# 之间的内含子中!号 2

%

!

)<#*

( 鱼类中

在'

1

:

%

31# 之间也能找到与增强子相关的基

序!如斑点叉尾 +虹鳟+鳐等!但后来的研究表明

在斑点叉尾 /Q1基因座中!虽然能在 '

1

:

%

31# 之间的内含子找到潜在的调节基序!但这

个区域的基序似乎并不具备任何增强子的活性!

而
%

31" :

1

31# 之间的一段区域具有增强子活

性!并将这一增强子称为 2

%

!f

)<%*

( 同样地!在斑

马鱼'

1

:

%

31# 和
%

31" :

1

31# 区域也都存在

增强子基序!且斑马鱼 '

1

:

%

31# 区域也不具备

增强子活性!具有增强子活性的是
%

31" :

1

31#

区域的基序)<!*

( 与哺乳动物相比!2

%

!f和 2

%

并

没有序列相似性)<% :<!*

( 突变实验研究发现斑点

叉尾 2

%

!f的活性则主要依赖于 % 个不规范的

八聚体基序",XU9,,,X#和 # 个 2:V5b 基序

"3,UUXU#!而斑马鱼中 2

%

!f的活性主要依赖

于 % 个 2 : V5b 基 序 " 3,U,XU 和

3,UUXU#

)<! :<"*

( 在草鱼的
%

31" :

1

31# 区域

间类似2

%

!f的区域里也存在 ! 个基序!其中包含

一个2:V5b基序"3,U,XU#和一个不规范的八

聚体基序",XU9,,,X#!它们已经在斑马鱼或斑

点叉尾 中被证实能起到增强转录的作用)<% :<!*

!

因此表明草鱼中的这个区域也许就是草鱼 /Q 增

强子的核心区域!并且推测在草鱼中起转录增强

作用的是2:V5b基序"3,U,XU#和不规范的八

聚体基序 ",XU9,,,X#

)%B*

( 1GPGEF等)<%*比较

了大西洋鲑+鳕+牙鲆以及红鳍东方中
%

:

1

区

域潜在的增强子基序!没有在斑马鱼和斑点叉尾

中确认起增强作用的 2:V5b 的存在!但在大

西洋鲑和红鳍东方中各存在 # 个八聚体基序

",XU9,,,X#!这个八聚体基序是在斑点叉尾

中确认起增强作用的基序(

?&/Q1基因座

硬骨鱼类/Q1基因座是复杂的!不同硬骨鱼

类的/Q1基因座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多个 4

1

+>

和 '

1

区段依次排列在编码恒定区的基因区段的

<f端!这种基因组织形式称为%易位子&排列!即

"4

1

#O :"># O :"'

1

# O :"3

1

# O( 直到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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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硬骨鱼类的 /Q1基因座

都是采取哺乳类中典型的%易位子&排列)<<*

!如斑

点叉尾 /Q1基因座是%易位子&排列!并且存在

! 个3

%

基因或假基因和 ! 个 3

1

基因)<;*

( 但随

后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硬骨鱼类的/Q1基因座并非

是以传统的%易位子&方式进行排列!如斑马鱼+

红鳍东方和草鱼 /Q1基因座都是以"4

1

# O :

">#O :"'

1

#O :"3

0

# :">#O :"'

1

#O :"3

%

# :

"3

1

#的形式排列)%B!!"*

'虹鳟/Q1基因座的排列方

式与上述斑马鱼等硬骨鱼类 /Q1基因座类似!但

在虹鳟 /Q1基因座中!3

0

后面还有两个额外的

4

1

基因区段'三棘刺鱼 /Q1基因座也与斑马鱼

/Q1基因座类似!但三棘刺鱼 /Q1基因座含有 "

个区域!前三个区域都包含3

0

+3

%

和3

1

!第四个

区域只包含3

1

)!"*

(

不同硬骨鱼类的/Q1基因座中重链基因的数

目以及/Q1基因座的拷贝数都存在一定差异( 在

斑点叉尾 的同一/Q1基因座中存在 ! 个 3

%

基

因和 ! 个 3

1

基因)<;*

!在三棘刺鱼的同一 /Q1基

因座中!存在 ! 个 3

%

基因+! 个 3

1

基因和 " 个

3

0

基因)!"*

!这种情形可能是由于大量的复制所

引起( 此外!虹鳟中可能至少存在具有 % 个 /Q1

的基因座)%=*

( 大西洋鲑具有两个同种型 /QY基

因!而且在每个
%

基因的下游都存在
1

基因!推

测这也是存在两个/Q1基因座的原因引起的)<?*

(

鲤中存在 ! 个 /QY同种型基因)<B*

!同样地!在褐

褐鳟" 5.9@/ 6(+66.#中也存在两个不同的 /QY

8>+,序列)<?*

( 这说明有些硬骨鱼类具有至少 %

个/Q1基因座(

软骨鱼类中 /Q1基因座则是以%多簇&形式

排列!即 4

1

:>:>:'

1

:3

1

区段"/QY@̂ #或

4

1

:>:>:>:'

1

:3

1

"/Q+,*#区段在基因组

中作为统一体多次复制)%#*

( 此外!总鳍亚纲中的

腔棘鱼"F.6)@1(). @1*.G/1*,),#中!4

1

:>区段

也以聚簇形式存在!但 '

1

和 3的定位尚不

明确)"B*

(

胚系/Q1基因座中众多的4

1

+>和'

1

基因区

段是引起鱼类免疫球蛋白多样性的主要原因!鱼

类中4

1

基因家族的数目及多样性与哺乳动物基

本相当!但在不同种类中存在着显著差异( 4

1

基

因区段根据其序列的相似性划分为不同的家族!

核苷酸序列同一性大于 B$d的划为同一家族!不

同家族之间的 4

1

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同一性 l

?$d( 斑点叉尾 中至少有 #! 个 4

1

基因家族!

包含大约 %$$ 个 4

1

基因片段!以及至少 ! 个 >

基因片段!## 个 '

1

基因片段)<;*

( 斑马鱼中则含

#" 个4

1

基因家族!? 个 >基因片段和 ? 个 '

1

基

因片段)"?*

( 虹鳟中有 #! 个 4

1

基因家族)<=*

!与

虹鳟亲缘关系较近的北极鲑"5.9419)*+,.9%)*+,#

和大西洋鲑中分别有 B+= 个 4

1

基因家族!其中

大西洋鲑中的 ? 个 4

1

基因家族与虹鳟!北极鲑

的 4

1

基因家族同源性较高);$ :;#*

( 西伯利亚鲟

"N-)%1*,1($.1()#中有 ! 个4

1

基因家族);%*

(

B&/Q的转录表达

关于/Q的转录表达!已经在多种鱼类中开展

了研究!如斑马鱼+红鳍东方+鳜和草鱼等( 在

不同鱼类中!/Q 表达的器官或组织并不完全相

同!但一般在免疫器官胸腺+头肾和脾脏中均有表

达( *X:A3*检测结果表明!在斑马鱼中!/QY

在胸腺+肾脏+脾脏和肠等组织中均有表达!而

/Q`几乎只在头肾+肾脏和胸腺中有表达!在脾脏

中没有表达)"?*

( 通过+5R9SMRO 印迹法检测!红鳍

东方 /QY在免疫器官胸腺+肾脏和脾脏中的表

达量最高!且在皮肤+鳃中有较低的表达);!*

!*X

:A3*结果表明!红鳍东方中 /Q1在所检测的

脾脏+肾脏+肝+肠和鳃中均有表达)!<*

( 而在草鱼

中!应用*X:A3*的方法检测到草鱼/QY和/Q`

在头肾+肾脏+脾脏+鳃+肠和肝脏中均有表达!而

/Q>主要在头肾+肾脏和脾脏中表达)%B*

(

在软骨鱼类中!+5R9SMRO 分析结果表明!护士

鲨中/QY+/Q^和/Q+,*膜结合型比分泌型的转

录表达量要低)!=*

!具体地讲!E/Q^ 的长型和短

型都主要在脾脏+胰腺+外周血淋巴细胞中表达!

在性腺中有少量表达'H/Q^的长型在脾脏+性腺

上器官和精巢中有大量表达!H/Q^的短型在胰腺

中有大量表达!在肝脏+鳃+肾脏+食道+精巢中有

少量表达'H/Q+,*和 H/QY几乎在所检测的组织

中都有表达!如脾脏+胰腺+肝脏+鳃+肾脏+性腺上

器官+外周血淋巴细胞+食道+精巢和嗅球'

E/Q+,*在脾脏和外周血淋巴细胞中表达'E/QY

在胸腺和外周血淋巴细胞中表达)!=*

(

=&结语

研究鱼类/Q的组成及其产生规律!对认识具

有丰富物种多样性的不同鱼类的免疫系统!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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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鱼类的获得性免疫进行免疫保护!选择和改

进养殖鱼类免疫接种方法具有实际意义( 要揭示

一种鱼类的免疫球蛋白基因的组成!可以采用同

源克隆!或者筛选基因组文库的方法!也可以采用

从血清或者从其它体液中分离抗体方法!从而在

基因或者蛋白水平认识鱼类的获得性免疫系统(

研究表明经口腔和腹腔免疫可明显刺激系统免疫

应答!而经浸泡免疫更适宜于诱导机体的黏膜免

疫反应( 另外!佐剂也可增强鱼体抗疾病的免疫

反应( 此外!随着鱼类年龄的增长!对胸腺依赖性

抗原的体液免疫应答水平可能有所下降( 环境!

包括季节+温度胁迫等也会对鱼体内/Q 的产生有

一定的影响'一般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温度越高!生

成/Q的效价越高!产生应答的速度越快);"*

(

近几年来!免疫球蛋白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

进展!在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中相继报

道了一些新的免疫球蛋白的存在( 其中!在几种

硬骨鱼类中都报道了 /Q @̀/QX的存在!其 /Q1基

因座也逐步得到阐明!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

鱼类免疫球蛋白的内容!奠定了鱼类病害免疫防

治的基础!而且为揭示脊椎动物/Q 的进化提供了

基础( 已有的研究表明!硬骨鱼类的 /Q1基因座

中重链基因的数目以及/Q1基因座的拷贝数都存

在一定差异!且大部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鱼类

的/Q1基因座尚未被阐明!这些都有待更进一步

的研究( 此外!关于鱼类 C细胞的个体发生方面

的研究!已在一些鱼类中得以开展!但由于不同鱼

类在孵化时和淋巴器官发育方面有可能存在差

异!要总结出 C细胞个体发生规律!还需要对多

种鱼类的 C细胞个体发生进行进一步研究( 最

近! S̀FOQ等);<*研究表明虹鳟 /QX的功能与哺乳

类/Q,一样!主要是粘膜免疫的作用( 但目前对

有关鱼类粘膜免疫的理化特性+免疫特性及和血

清/Q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全

面认识鱼类的获得性免疫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尚

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 # *&'FOMIFK 3,! AFL6 X! ^F6W5R9 Y! 16.97

/EELO5VG565QK$9SM/EELOM0KH9ME GO 1MF69S FON

>GHMFHM ) Y *7 +MI a5RP$ 3LRRMO9 CG565QK

ALV6G8F9G5OH@UFR6FON ALV6GHSMRH!%$$#7

) % *&.6FhOGP Y.735EWFRF9G]MFOF6KHMH5TGEELO5Q65VL6GO

QMOMH$HLRWRGHMHFON W5R9MO9H)'*7+F9LRM*M]GMIH

/EELO565QK!%$$%!%"=#$;BB :;=B7

) ! *&周光炎7免疫学原理)Y*7% 版7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7

) " *&杨汉春7动物免疫学)Y*7% 版7北京$中国农业大

学出版社!%$$!7

) < *& S̀F5 a.! 3LG1 X! ^SG99GOQ95O 3 Y! 16.97

D(*)6=/(='*-=+, .*.6)*+," A6F9KWLH# 6GOPH 9SM

M]56L9G5O 5TGEELO5Q65VL6GO QMOMHGO ML9SMRGFO

EFEEF6HFON O5OEFEEF6GFO 9M9RFW5NH)'*7'5LROF6

5T/EELO565QK!%$$=!#B!$!%B< :!%=!7

) ; *& S̀F5 a.!1FEEFRH9RyE-7365OGOQ 5T9SM85EW6M9M

RF9GEELO5Q65VL6GO

1

QMOM$M]56L9G5OFRK GEW6G8F9G5OH

)'*7/EELO565QK!%$$!!#$B"!#$%BB :%=<7

) ? *& S̀F5 a.!_F8HP5]G8H/! AFO [! 16.97,R9G5NF89K6

/Q>$9SMEGHHGOQ 6GOP)'*7'5LROF65T/EELO565QK!

%$$%!#;="B#$""$B :""#;7

) B *& S̀F5 a.!AFOD1FEEFRH9RyE[!_F8HP5]G8H/!16.97

XSMW5R8GOM/Q

1

QMOM$LOGgLM8SGEMRG8HW6G8GOQ 5T

9SMTGRH985OH9FO9RMQG5O N5EFGO GO G9HSMF]K 8SFGO

9RFOH8RGW9H)'*7'5LROF65T/EELO565QK! %$$!! #?#

"!#$#!#% :#!#B7

) = *&0MOG5RC^!^55T'Y7XSMGOT6LMO8MH5TSGOQM

6MOQ9S FON 85EW5HG9G5O 5O 9SM HLH8MW9GVG6G9K 5T

SLEFO /Q, 95 86MF]FQMVK NG]MRHMVF89MRGF6/Q,#

WR59MFHMH) '*7'5LROF65T/EELO565QK! %$$<! #?"

"#%#$??=% :??==7

)#$*&^FRRU^!YFQ5R_2!1GQQGOH>,7/Qa$86LMH95

9SM5RGQGOH5TE5NMRO FO9GV5NGMH)'*7/EELO565QK

X5NFK!#==<!#;"B#$!=% :!=B7

)##*&-LONg]GH9Y-!YGNN6M95O >-!1FiFRN 0!16.97XSM

G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658LH5T9SMNL8P$

QMOM9G85RQFOGiF9G5O FON MbWRMHHG5O 5T>!'!FON 3

RMQG5O QMOMH)'*7'5LROF65TCG565QG8F63SMEGH9RK!

%$$#!%?;"<$#$";?%= :";?!;7

)#%*& S̀F5 a!*FVVFOG1!0SGEGiL ,!16.97YFWWGOQ 5T

9SM8SG8PMO GEELO5Q65VL6GO SMF]KD8SFGO 85OH9FO9

RMQG5O QMOM 658LHRM]MF6H FO GO]MR9MN

&

QMOM

LWH9RMFE5TF85ONMOHMN

7

QMOM)'*7/EELO565QK!

%$$$!#$#"!#$!"B :!<!7

)#!*&ZL !̀^FOQ U-!+GMA7/QY!/Q>FON /QaFON 9SMGR

MbWRMHHG5O WF99MRO GO 9SM3SGOMHMH5T9DHSM66MN 9LR96M

319/G),-+,,)*1*,),) '*7Y56M8L6FR/EELO565QK!

%$$=!";"#$#$%#%" :%#!%7

)#"*&>MiF.U! 2HWGOM6 3 0! Y5EWq 0 Y7XSM

G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658LHGO 9SMRMW9G6M

N*/9),-.(/9)*1*,),) '*7Y56M8L6FR/EELO565QK!

%$$=!";"B :=#$#;?= :#;B?7

)#<*&UFEVqOD>MiF.! 2HWGOM63 07/Q> GO 9SMRMW9G6M

#%($



#$ 期 肖凡书!等$鱼类免疫球蛋白重链基因与基因座的研究进展 &&

6M5WFRN QM8P5)'*7Y56M8L6FR/EELO565QK!%$$B!"<

"#%#$!"?$ :!"?;7

)#;*&UFEVqO >MiF.! 0zO8SMi 2HWGOM6 3! 4F6NLMiF

CMOMG9Mi'7,O5]M6/Q,D6GPMGEELO5Q65VL6GO GO 9SM

RMW9G6M2+$91%=.(),@.-+9.()+,)'*7>M]M65WEMO9F6

FON 35EWFRF9G]M /EELO565QK! %$$?! !# " ; #$

<=; :;$<7

)#?*&^MG̀ U!^L [! *MO - Y! 16.972bWRMHHG5O 5T

/QY!/Q>!FON /QaGO FRMW9G6M!N*/9),-.(/9)*1*,),

)'*7'5LROF65T/EELO565QK! %$$=! #B! " ; #$

!B<B :!B;"7

)#B*&08SFMR6GOQMRC!CFH85]MY! .RGWWGF9'A7, OMI

GH59KWM 5TG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GO 9SM

LR5NM6MFEWSGVGFO 391+(/G191,P.969WRMN5EGOFO96K

MbWRMHHMN GO 6FR]FM) '*7Y56M8L6FR/EELO565QK!

%$$B!"<"!#$??; :?B;7

)#=*&YL{EFOO *!>L AFHgLGMR-!1HL 27/HV1*/%+,/QZ

FO FOF65Q 5T/Q,@ ) '*72LR5WMFO '5LROF65T

/EELO565QK!#==;!%;"#%#$%B%! :%B!$7

)%$*& S̀F5 a.! AFOD1FEEFRH9RyE [! aL 0a! 16.97

/NMO9GTG8F9G5O 5T/Q.! FSGOQMDRMQG5OD85O9FGOGOQ /Q

86FHH!FON /Q>GO V1*/%+,6(/%)-.9),)'*7AR58MMNGOQH

5T9SM+F9G5OF6,8FNMEK 5T08GMO8MH5T9SM)OG9MN

09F9MH5T,EMRG8F!%$$;!#$!"!%#$#%$B? :#%$=%7

)%#*&>556MK 1! .6FhOGP Y .7 ,O9GV5NK RMWMR95GRM

NM]M65WEMO9GO 8FR9G6FQGO5LHTGHS)'*7>M]M65WEMO9F6

FON 35EWFRF9G]M/EELO565QK! %$$;! !$ " # :% #$

"! :<;7

)%%*&^G6H5O Y*!]FO *F]MOH9MGO 2!YG66MR+^!16.97

8>+, HMgLMO8MHFON 5RQFOGiF9G5O 5T/QY SMF]K

8SFGO QMOMHGO 9I5 S565H9MFO TGHS)'*7>M]M65WEMO9F6

FON 35EWFRF9G]M /EELO565QK! #==<! #= " % #$

#<! :#;"7

)%!*&^FOQ ZZ! 0LO C '! 3SFOQ Y Z! 16.97XSM

HMgLMO8MFON MbWRMHHG5O 5T9SMGEELO5Q65VL6GO Y

SMF]K 8SFGO 8>+,5T&61*/%=.('*"/G/* )G199+,)'*7

'5LROF65T.GHSMRGMH5T3SGOF!%$$B!!%"##$#! :%$7

)%"*&*LETM69--! ,]G6F>! >GFiY! 16.97, HSFRP

FO9GV5NK SMF]K 8SFGO MO85NMN VK FO5OH5EF9G8F66K

RMFRRFOQMN 4>'GHWRMTMRMO9GF66K MbWRMHHMN GO MFR6K

NM]M65WEMO9FON GH85O]MRQMO9IG9S EFEEF6GFO /QU

)'*7AR58MMNGOQH 5T9SM +F9G5OF6,8FNMEK 5T

08GMO8MH5T9SM)OG9MN 09F9MH5T,EMRG8F!%$$#!=B

""#$#??< :#?B$7

)%<*&^G6H5O Y*!^FRRU^7.GHS GEELO5Q65VL6GOHFON

9SMQMOMH9SF9MO85NM9SME)'*7,OOLF6*M]GMI5T

.GHS >GHMFHMH!#==%!%$%$# :%%#7

)%;*&056ME0X! 09MO]GP '7 ,O9GV5NK RMWMR95GRM

NM]M65WEMO9GO 9M6M5H9H,FRM]GMIIG9S MEWSFHGH5O

HF6E5OGNHFON :.G+,@/(=+. -)'*7>M]M65WEMO9F6

FON 35EWFRF9G]M/EELO565QK! %$$;! !$ " # :% #$

<? :?;7

)%?*&王改玲!骆彦萍!孙宝剑!等7鳜免疫球蛋白>重链

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7中国水产科学!%$#$!

#?"##$## :%$7

)%B*&ZGF5 .0!^FOQ aA!aFO ^!16.97/Q SMF]K 8SFGO

QMOMHFON 9SMGR658LHGO QRFHH8FRW &61*/%=.('*"/G/*

)G199.)'*7.GHS s0SM66TGHS /EELO565QK!%$#$!%=

""#$<=" :<==7

)%=*&1FOHMO '>!-FONGH2>!ASG66GWH*C7>GH85]MRK 5T

FLOGgLM/Q SMF]KD8SFGO GH59KWM"/QX# GO RFGOV5I

9R5L9$ GEW6G8F9G5OH T5R F NGH9GO89G]M C 8M66

NM]M65WEMO9F6 WF9SIFK GO 9M6M5H9 TGHS ) '*7

AR58MMNGOQH5T9SM+F9G5OF6,8FNMEK 5T08GMO8MH5T

9SM)OG9MN 09F9MH5T,EMRG8F! %$$<! #$% " #= #$

;=#= :;=%"7

)!$*&^G6H5O Y!CMOQ9|O 2!YG66MR+ ^!16.97, O5]M6

8SGEMRG8/Q SMF]K 8SFGO TR5E F9M6M5H9TGHS HSFRMH

HGEG6FRG9GMH95 /Q>)'*7AR58MMNGOQH5T9SM+F9G5OF6

,8FNMEK 5T08GMO8MH 5T9SM )OG9MN 09F9MH 5T

,EMRG8F!#==?!=""=#$"<=! :"<=?7

)!#*&0FSF+*! 0LM9FPM 1! _GPL8SG_! 16.97.LQL

GEELO5Q65VL6GO >$ F SGQS6K LOLHLF6QMOMIG9S

LOWRM8MNMO9MN NLW6G8F9G5OHGO G9H85OH9FO9RMQG5O)'*7

/EELO5QMOM9G8H!%$$"!<;";#$"!B :""?7

)!%*&CMOQ9|O 2![LGOG5L 0Y ,!09LQMXC!16.97XSM

/Q1658LH5T9SM8SFOOM68F9TGHS!!-6.9+(+,%+*-6.6+,!

85O9FGOHEL69GW6M85OH9FO9RMQG5O QMOMHMgLMO8MH$

NGTTMRMO9QMOMHMO85NMSMF]K 8SFGOH5TEMEVRFOM

FON HM8RM9MN /Q>)'*7'5LROF65T/EELO565QK!%$$%!

#;="<#$%"BB :%"=?7

)!!*&CMOQ9|O 2![LGOG5L 0!1GPGEF'!16.9709RL89LRM5T

9SM8F9TGHS /U1658LH$FOF6KHGH5T9SMRMQG5O GO86LNGOQ

9SM HGOQ6M TLO89G5OF6 /U1Y QMOM ) '*7

/EELO5QMOM9G8H!%$$;!<B"#$#$B!# :B""7

)!"*&UFEVqOD>MiF.! 0zO8SMiD2HWGOM6 3! YFQFNzOD

Y5EWq 07ARMHMO8M5TFO LOGgLM/QX5O 9SM/U1

658LHGO 9SRMMDHWGOMN H9G8P6MVF8P TGHS ":.,61(/,61+,

.-+91.6+,# FON 9SM ]MRK RM8MO9QMOMRF9G5O 5TF

RMWMR95GRM5T41 QMOMH) '*7>M]M65WEMO9F6s

35EWFRF9G]M/EELO565QK!%$#$!!""%#$##" :#%%7

)!<*&0F]FO *!,EFO ,!0F95 _!16.97>GH85]MRK 5TFOMI

86FHH5TG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TR5ETLQL)'*7

2LR5WMFO '5LROF65T/EELO565QK! %$$<! !< " ## #$

!!%$ :!!!#7

)!;*&0F]FO *!,EFO ,!+FPF5 Y!16.97>GH85]MRK 5TF

'%($



&&& 水&产&学&报 !" 卷

O5]M6G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QMOM8SGEMRF

TR5E 85EE5O 8FRW " &'%()*+,-.(%)/ -7# ) '*7

/EELO5QMOM9G8H!%$$<!<?";#$"<B :";!7

)!?*&,ONMRH5O Y_!09R5OQ 0'!-G9EFO * X!16.97,

65OQ T5RE 5T9SMHPF9M/QZQMOMMbSGVG9HFH9RGPGOQ

RMHMEV6FO8M95 9SMOMI HSFRP /Q^ FON /Q+,*3

QMOMH)'*7/EELO5QMOM9G8H!#===!"="##$<; :;?7

)!B*&(9FX! *FH9'A! -G9EFO U ^! 16.97-GOMFQMD

RMH9RG89MN RM9MO9G5O 5TFWRGEG9G]MG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GH59KWMIG9SGO 9SM>GWO5GRM]MF6HFO

M]56L9G5OFRK WFRFN5b)'*7AR58MMNGOQH5T9SM+F9G5OF6

,8FNMEK 5T08GMO8MH 5T9SM )OG9MN 09F9MH 5T

,EMRG8F!%$$!!#$$"<#$%<$# :%<$;7

)!=*&*LETM69--! >GFi Y! -5SR * -! 16.97

)OWRM8MNMO9MN EL69GW6G8G9K 5T/Q 9RFOHEMEVRFOMFON

HM8RM95RK E*+,T5REHGO 9SM8FR9G6FQGO5LHTGHS)'*7

'5LROF65T/EELO565QK!%$$"!#?!"%#$##%= :##!=7

)"$*&(S9Fa!.6FhOGP Y7/Q>!6GPM/QY!GHFWRGE5RNGF6

GEELO5Q65VL6GO 86FHHWMRWM9LF9MN GO E5H9hFIMN

]MR9MVRF9MH)'*7AR58MMNGOQH5T9SM+F9G5OF6,8FNMEK

5T08GMO8MH5T9SM)OG9MN 09F9MH5T,EMRG8F!%$$;!

#$!"%B#$#$?%! :#$?%B7

)"#*&+L99F660>! _RGHSOFO ) 4! 1F99FRPGY! 16.97

/H56F9G5O 5T 9SM OMI FO9GQMO RM8MW95R TR5E

I5VVMQ5OQ HSFRPH! FON LHMFHFH8FTT56N T5R9SM

NGHW6FK 5TWR59MGO 655W 6GVRFRGMH) '*7Y56M8L6FR

/EELO565QK!%$$#!!B""#$!#! :!%;7

)"%*&URMMOVMRQ ,0!,]G6F>!1LQSMHY!16.97, OMI

FO9GQMO RM8MW95R QMOM TFEG6K 9SF9 LONMRQ5MH

RMFRRFOQMEMO9FON Mb9MOHG]MH5EF9G8NG]MRHGTG8F9G5O

GO HSFRPH)'*7+F9LRM!#==<!!?"";<#B#$#;B :#?!7

)"!*&*5Lb _1! URMMOVMRQ , 0! URMMOM -! 16.97

09RL89LRF6FOF6KHGH5T9SMOLRHMHSFRP" OMI#FO9GQMO

RM8MW95R"+,*#$Y56M8L6FR85O]MRQMO8M5T+,*FON

LOLHLF6 EFEEF6GFO GEEOO5Q65VL6GOH ) '*7

AR58MMNGOQH5T9SM+F9G5OF6,8FNMEK 5T08GMO8MH5T

9SM)OG9MN 09F9MH5T,EMRG8F!#==B!=<"%$#$##B$"

:##B$=7

)""*&2NS56E20! ^G6H5O Y! 0FS55 Y! 16.97

/NMO9GTG8F9G5O 5T/Q

6

FON /Q

5

GO 8SFOOM68F9TGHS!

!-6.9+(+,%+*-6.6+,!FON /Q

5

GO ,96FO9G885N!:.G+,

@/(=+. ) '*7/EELO5QMOM9G8H! %$$=! ;# " < #$

!<! :!?$7

)"<*&^L [!^MG̀ !aFOQ !̀16.97ASK65QMOK! QMO5EG8

5RQFOGiF9G5O FON MbWRMHHG5O 5T

5

FON

4

GEELO5Q65VL6GO 6GQS98SFGO QMOMHGO FRMW9G6M!N*/9),

-.(/9)*1*,),) '*7>M]M65WEMO9F6s 35EWFRF9G]M

/EELO565QK!%$#$!!""<#$<?= :<B=7

)";*&AMGb595 C*! CRMOOMR 07 3SFRF89MRGiF9G5O 5T

FWWR5bGEF9M6K <$ PV 5T9SMGEELO5Q65VL6GO L<658LH

5T9SM'FWFOMHM WLTTMRTGHS! M+"+ (+$()%1,) '*7

/EELO5QMOM9G8H!%$$$!<#";#$""! :"<#7

)"?*&>FOG65]F+! CLHHEFOO '! 'MP5H8S _! 16.97XSM

GEELO5Q65VL6GO SMF]KD8SFGO 658LHGO iMVRFTGHS$

GNMO9GTG8F9G5O FON MbWRMHHG5O 5TFWRM]G5LH6K LOPO5IO

GH59KWM!GEELO5Q65VL6GO )̀'*7+F9LRM/EELO565QK!

%$$<!;"!#$%=< :!$%7

)"B*&,EMEGKF3X!(S9Fa!-G9EFO *X!16.9741QMOM

5RQFOGiF9G5O GO F RM6G89HWM8GMH! 9SM 85M6F8FO9S

F.6)@1(). -=.9+@*.1$M]56L9G5OFRK GEW6G8F9G5OH)'*7

AR58MMNGOQH5T9SM+F9G5OF6,8FNMEK 5T08GMO8MH5T

9SM)OG9MN 09F9MH5T,EMRG8F! #==!! =$ " #" #$

;;;# :;;;<7

)"=*&1FRNGOQ .,! 35SMO +! -G9EFO U ^7

/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QMOM5RQFOGiF9G5O FON

85EW6MbG9K GO 9SMHPF9M!B.R. 1()*.-1.)'*7+L86MG8

,8GNH*MHMFR8S!#==$!#B""#$#$#< :#$%$7

)<$*&_5PLVL .!-G9EFO *!0SFEV6599Y '!16.97>G]MRHM

5RQFOGiF9G5O 5TGEELO5Q65VL6GO 41 QMOM658GGO F

WRGEG9G]M]MR9MVRF9M) '*72YC( '5LROF6! #=BB! ?

"###$!"#! :!"%%7

)<#*&YFQ5RCU! *5HH > ,! AG6H9RyE -! 16.97

XRFOH8RGW9G5OF6MOSFO8MRHFON 9SMM]56L9G5O 5T9SM

/Q1658LH)'*7/EELO565QK X5NFK!#===!%$ "##$

#! :#?7

)<%*&1GPGEF'/! -MOOFRN Y -! ^G6H5O Y *! 16.97

35OHMR]F9G5O FON NG]MRQMO8M5T9SM2

%

!fMOSFO8MRGO

9SM!:<658LH5T9M6M5H9H)'*7/EELO5QMOM9G8H!%$$;!

<B"%#$%%; :%!"7

)<!*&266MH9FN __! YFQ5R C U7 2]56L9G5O 5T

9RFOH8RGW9G5OF6MOSFO8MRH GO 9SM GEELO5Q65VL6GO

SMF]KD8SFGO QMOM$ TLO89G5OF68SFRF89MRGH9G8H5T9SM

iMVRFTGHS 2

%

!fMOSFO8MR)'*7/EELO5QMOM9G8H!%$$<!

<?"##$#%= :#!=7

)<"*&1HL 2!AL6SFE+!*LETM69--!16.97XSMW6FH9G8G9K

5TGEELO5Q65VL6GO QMOMHKH9MEHGO M]56L9G5O )'*7

/EELO565QG8F6*M]GMIH!%$$;!%#$"##$B :%;7

)<<*&^FRRU^7XSMGEELO5Q65VL6GO QMOMH5TTGHS)'*7

>M]M65WEMO9F6FON 35EWFRF9G]M/EELO565QK!#==<!

#="##$# :#%7

)<;*&CMOQ9|O 2!36ME -^!YG66MR+^!16.973SFOOM6

8F9TGHS GEELO5Q65VL6GOH$ RMWMR95GRMFON MbWRMHHG5O

)'*7>M]M65WEMO9F6FON 35EWFRF9G]M/EELO565QK!

%$$;!!$"# :%#$?? :=%7

)<?*&15RN]GP /!CMR]MO .0!056ME0X!16.97,OF6KHGH5T

9I5 /QYGH59KWMHGO ,96FO9G8HF6E5O FON VR5IO 9R5L9

(%($



#$ 期 肖凡书!等$鱼类免疫球蛋白重链基因与基因座的研究进展 &&

)'*7Y56M8L6FR/EELO565QK! %$$%! != " < :; #$

!#! :!%#7

)<B*&+FPF5 Y!Y5RG95E5 X!X5EFOFY!16.97/H56F9G5O

5T8>+, MO85NGOQ 9SM 85OH9FO9RMQG5O 5T9SM

GEEL5Q65VL6GO SMF]KD8SFGO TR5E 85EE5O 8FRW

"&'%()*+, -.(%)/ -7# ) '*7.GHS s 0SM66TGHS

/EELO565QK!#==B!B";#$"%< :"!"7

)<=*&CR5IO U>!_FF99FRG/Y!_FF99FRG0-7XI5 OMI!"

L< QMOMTFEG6GMHGO D*-/(='*-=+,@'E),,) '*7

/EELO5QMOM9G8H!%$$;!<B"###$=!! :=!;7

);$*&056ME0X!15RN]GP /!_G66GM'D2,!16.97>G]MRHG9K

5T9SMG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GO 9SM,96FO9G8

HF6E5O " 5.9@/ ,.9.(-7# GH85O9RGVL9MN VK QMOMH

TR5E9I5 WFRF66M6/Q1GH5658G)'*7>M]M65WEMO9F6FON

35EWFRF9G]M/EELO565QK! %$$#! %< " < : ; #$

"$! :"#?7

);#*&,ONMRHH5O 2!YF9HLOFQFX72]56L9G5OFRK H9FVG6G9K 5T

9SMGEELO5Q65VL6GO SMF]K 8SFGO ]FRGFV6MRMQG5O QMOM

TFEG6GMHGO 9M6M5H9)'*7/EELO5QMOM9G8H! #==B! "?

"!#$%?% :%??7

);%*&-LONg]GH9Y-!09RyEVMRQ 0!AG6H9RyE -7/Q SMF]K

8SFGO 5T 9SM H9LRQM5O N-)%1*,1( $.1()$ 8>+,

HMgLMO8MFON NG]MRHG9K)'*7/EELO5QMOM9G8H!#==B!"B

";#$!?% :!B%7

);!*&0FSF+*! 0LM9FPM 1! 0LiLPGa7,OF6KHGHFON

8SFRF89MRGiF9G5O 5T9SMMbWRMHHG5O 5T9SMHM8RM95RK FON

EMEVRFOMT5REH 5T/QY SMF]K 8SFGOH GO 9SM

WLTTMRTGHS! 7.E)#+"+ (+$()%1, ) '*7 Y56M8L6FR

/EELO565QK!%$$<!"%"##$##! :#%"7

);"*&张立颖!赵萌7鱼类免疫球蛋白的研究进展)'*7水

产科学!%$$=!%B"###$?$# :?$<7

);<*& S̀FOQ a,!0F6GOFH/!-G'!16.97/QX!FWRGEG9G]M

GEELO5Q65VL6GO 86FHH HWM8GF6GiMN GO EL85HF6

GEELOG9K ) '*7+F9LRM/EELO565QK! %$#$ " ## #$

B%? :B!<7

"%($



&&& 水&产&学&报 !" 卷

Y++F)*9.*3F.5);(-ED 8;-5)9()(6-)=:;(50.*855)756;$

<0*90(66-)=<(06<(8:5E(6

Z/,(.FODHSL! +/2AGO

!

""#$#%&%'($)*+$#*+'*,I+%3BJ$#%+7/*1*;'$09 -.*#%/B0*1*;'!203#.#4#%*,E'9+*).*1*;'!

CB.0%3%5/$9%8'*,"/.%0/%3!K4B$0&"!$$?%!CB.0$#

B36:0-8:$ /EELO5Q65VL6GOH"/QH#!ISG8S VGON FO9GQMOHIG9S SGQS HWM8GTG8G9K!FRMGEW5R9FO9E56M8L6MHGO

FNFW9G]MGEELOMHKH9ME5ThFIMN ]MR9MVRF9MH7XSGHFR9G86MHLEEFRGiMHF66GEELO5Q65VL6GO GH59KWMHRMW5R9MN

GO F66]MR9MVRF9MHWM8GMH!FON T58LHMN 5O 9SM8LRRMO9PO5I6MNQMRMQFRNGOQ GH59KWMHFON 9SMGR658GGO TGHS7

XM6M5H9TGHSMHFRMT5LON 95 MbWRMHH9SMGH59KWMH5T/QY! /Q>! /Q @̀/QX FON F8SGEMRF/QYD/Q 7̀/O

8FR9G6FQGO5LHTGHS!9SRMMGEELO5Q65VL6GO GH59KWMH!/QY!/Q^ FON /Q+,*SF]MVMMO GNMO9GTGMN!FON /Q^ IFH

RMW5R9MN F6H5 GO 6LOQTGHS7.LR9SMRE5RM!9SMQMO5EG85RQFOGiF9G5O 5T/Q1658LHSFHVMMO RM]MF6MN GO HM]MRF6

HWM8GMH5T9M6M5H9TGHS7XSMQMO5EM5RQFOGiF9G5O 5T/Q1658LHGO 8SFOOM68F9TGHS GHF9RFOH6585O FRRFOQMEMO9!

IG9S 9SRMM

1

QMOMH6GOPMN 95 F

%

QMOM5RWHMLN5QMOM!FON 9SM658GGO iMVRFTGHS!TLQL FON QRFHH8FRW T5665I9SM

WF99MRO 5TQMO5EG85RQFOGiF9G5O$4O :>O :'O :3

0

:>O :'O :3

%

:3

1

7XSM5RQFOGiF9G5O 5T9SM/Q1658LH

GO RFGOV5I9R5L9GH!GO QMOMRF6!HGEG6FR95 9SF95TiMVRFTGHS!TLQL FON QRFHH8FRW!Mb8MW99SF99I5 4

1

QMOMHFRM

T5LON N5IOH9RMFE 5T9SM3

0

7XSM/Q1 658G5RQFOGiF9G5O GO 8FR9G6FQGO5LHTGHSMHFRMEL69GD86LH9MRH!MF8S

85OHGH9GOQ 5TFTMIQMOMHMQEMO9H"4

1

:>:>:'

1

:3

1

# 5R"4

1

:>:>:>:'

1

:3

1

#7/O NGTTMRMO9

HWM8GMH5T9M6M5H9TGHS!G9GHF96MFH995 H5EMMb9MO9NGTTG8L695RWR5VFV6K GEW5HHGV6M95 HLEEFRGiMFWF99MRO GO

9SMMbWRMHHG5O 5TNGTTMRMO9/Q GH59KWMH7(]MRF66!9SMHM/Q GH59KWMHFRMGO QMOMRF6MbWRMHHMN GO GEELOM5RQFOH!

HL8S FH9SKELH!SMFN PGNOMK FON HW6MMO7>MHWG9M9SMRM8MO9WR5QRMHH5O 9SM/Q QMOMHFON 9SMGR658GGO HM]MRF6

HWM8GMH5T9M6M5H9TGHS!EFOK FHWM89HHL8S FH9SM5O95QMOK 5TC6KEWS58K9MH!9SMWF99MRO 5TFO9GV5NK RMHW5OHMH

FON 9SMR56M5T9SMHMNGTTMRMO9FO9GV5NGMH!FON M]MO 9SMMbF89/Q QMOM85EW5HG9G5O FON 9SMGR658GEFK OMMN 95

VMTLR9SMRGO]MH9GQF9MN MG9SMRGO NGTTMRMO9HWM8GMH5RGO QRMF9MRNM9FG67

K(D J*0=6$ TGHS' QMOM' GEELO5Q65VL6GO"/Q#' /Q1658LH

H*00(6<*)=5)9 -F:;*0$ +/2AGO72DEFG6$WGOOGMJGSV7F878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