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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布鲁氏菌病疫苗应用现状及研究进展
丁家波，冯忠武*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布鲁氏菌病（布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一种重要的人兽共患病，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呈反弹趋势，

我国尤其严重，该病对畜牧业和人类健康均构成严重威胁。疫苗免疫是预防和控制布病的重要措施之一，

选择和使用有效的布病疫苗关系到布病防控的成效。迄今国内外已有多个弱毒活疫苗在使用，其中使用最

为广泛的有光滑型牛种 S19 株、羊种 Rev.1 株、猪种 S2 株，以及粗糙型牛种 RB51 株。不同疫苗各有其优

缺点，科学家们正试图研发更理想的布病疫苗。目前人们正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构建重组弱毒疫苗、分子标

记疫苗、DNA 疫苗以及亚单位疫苗。对布病疫苗的应用及新型疫苗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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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application of brucellosis vaccines and its research advances
DING Jia-Bo, FENG Zhong-Wu* 

(China Institute of Veterinary Drug Control,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rucellosis is a crucial zoonosis caused by Brucella, which has some traits of wide hosts, great 
infectivity, serious damage and difficulty in cure. In recent years, brucellosis rebounds worldwidely, and it is 
especially serious in China. It causes great losses to farming and people’s health. Vaccin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s used to control the diseas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ppropriate vaccine decides the brucellosis 
controlling effect. Up to now, therer are several attenuated vaccines used in domestic and abroad, in which the most 
widely used vaccines were B. abortus strain 19 (S19), B. melitensis Rev.1 (Rev.1), B. suis strain 2 (S2), and rough 
strain B. abortus 51 (RB51), and each vaccine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cientists are now trying to 
develop more effective vaccines to deal with increasingly serious brucellosis epidemic situation. They are now 
constructing recombinant and molecular marker strains, DNA vaccines and subunit vaccines. Some conventional 
and new-style vaccines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brucellosis; recombinant vaccine; subunit vaccine

布鲁氏菌 (Brucella) 是革兰氏阴性、兼性胞内

寄生菌，能感染牛、羊、猪，引起家畜的流产、高

热等，给畜牧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绝大多数布

鲁氏菌都可以感染人，并引起严重的疾病，需要长

时间的抗生素治疗，而且往往会留下严重的后遗

症 [1]。因此 , 在布鲁氏菌病 ( 布病 ) 流行的国家，消

除布病一直是公共健康计划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2]。

最近 , 我国也有几起布鲁氏菌感染人的事件发生，

根据卫生部网站上公布的布病疫情，2011 年我国布

病发病人数为 38 151 人，为历年新高。

根据布鲁氏菌流行病学特点、宿主偏嗜性以及

基因组结构上的差异，通常可将布鲁氏菌分为 6 个不

同的种，包括羊种布鲁氏菌 (Brucella. abortus)、牛

种布鲁氏菌 (B. abortus)、猪种布鲁氏菌 (B. suis)、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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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布鲁氏菌 (B. ovis)、沙林鼠种布鲁氏菌 (B. neotomae)
和犬种布鲁氏菌 (B. canis)[2-3]。20 世纪 90 年代，就

有关于海洋哺乳动物感染一种新型布鲁氏菌的报

道 [4-5]，但其分类尚未最终确定，可能会被划分为

鲸种 (B. ceti) 或鳍种 (B. pinnipedialis) ；2008 年 , 又
从中欧地区常见的野鼠体内分离到一种田鼠布鲁氏

菌 (B. microti)[6-7]。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发病的主

要是牛种布鲁氏菌 (B. abortus)、羊种布鲁氏菌 (B. 
melitensis) 和猪种布鲁氏菌 (B. suis)。

根据形态差异，布鲁氏菌可分为粗糙型 (rough, 
R) 和光滑型 (smooth, S) 两种。S 型细菌细胞壁具有

完整的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 LPS) ；而 R 型布

鲁氏菌的 LPS 中的 O- 侧链缺失。山羊种、牛种和

猪种布鲁氏菌常见光滑型，偶见粗糙型菌株，绵羊

种和犬种布鲁氏菌则是天然的粗糙型，而沙林鼠种

目前只有光滑型菌株的报道 [8]。在一定条件下，光

滑型表型可以和粗糙型表型相互转换，这主要是由

于参与 LPS 合成的基因发生突变或缺失造成的 [9]。

光滑型菌株的 LPS 参与抑制宿主细胞凋亡，利于细

菌在宿主细胞内生存，逃避宿主免疫系统，因此， 
在通常情况下，光滑型菌株突变为粗糙型菌株意味

着毒力的下降 [10-12]。当机体感染光滑型布鲁氏菌后，

主要产生针对 O- 侧链的抗体，因此，布病的血清学

检测也主要是针对 O- 侧链的抗体。R 型突变菌株

既不会刺激机体产生针对 O- 侧链的抗体，也不会

和这些抗体发生特异性反应。因此，S 型和 R 型布

鲁氏菌在常规血清学诊断上不会相互干扰。

由于布病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对人类健康的

威胁，研发具有良好安全性和保护性的疫苗已成为

科学家的共识。布病疫苗的研发也已由最初的基于

以往其他疫病疫苗研发的经验转向追求更为合理的

设计。由于目前对布鲁氏菌的致病机制及保护性抗

原的了解并不完全，阻碍了新型疫苗的研发进展。

作为细胞内寄生的布鲁氏菌，当其感染宿主后，会

引起宿主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而后者对于细胞中

细菌的清除起着主要作用，不同抗原在激活这一系

列反应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13]。脂多糖 (LPS) 是激活

抗体反应的主要抗原，虽然 O- 侧链激活的抗体可

以促进循环中细菌的清除，但其对机体的保护是非

常有限的，不能激活有效的细胞免疫 [3, 13-14]。细胞

免疫最好由活疫苗或者是多种可能的保护性抗原与

佐剂联合应用来激活。目前研究认为，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使用活疫苗是控制动物布病的有效方法。

本文对布鲁氏菌病疫苗研究和应用现状做一介绍。

1　常规光滑型布病疫苗

由于活疫苗可以激起有效的细胞免疫，产生良

好的保护效果，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成功应用的疫

苗都是弱毒疫苗。光滑型布鲁氏菌疫苗株由于其结

构中存在 LPS，能激活机体产生良好的体液免疫和

细胞免疫反应效果，目前仍是被广泛使用的疫苗。

1.1　牛种布鲁氏菌19 (B. abortus strain 19, S19)疫苗

S19 疫苗是世界上第一个最有效、被广泛使用

的疫苗株。该疫苗菌株最初是 1923 年从新泽西一

牛场中分离的毒力菌株，经实验室传代一年以上，

使其毒力变弱而获得 [15-16]。早期使用的 S19 疫苗尽

管对牛的毒力非常低，但仍然可以引起 1%~2.5%
的怀孕母牛流产 [3, 15-17]，并能够传染人。因此，该

株疫苗在公畜中被限制使用，由于其安全性遭受质

疑而被美国农业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
culture, USDA) 禁止使用。随后美国科学家筛选了

一株对赤藓糖醇敏感的 S19，并证实该菌株基因组

中编码赤藓糖醇代谢的 eryABCD 4 个阅读框 (open 
reading frame, ORF) 中有一个 702 bp 的缺失，从而

导致 eryC 和 eryD 基因被破坏。1956 年，USDA 开

始使用安全性更高的 S19 疫苗株，并将其改名为

US19 或 S19[18-20]，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使用的 S19 疫

苗株均为 ery 基因缺失株。作者曾对我国保存的不

同时期、不同国家来源 S19 菌株 ( 即《中国兽药典》

中的 A19 株 ) 进行过鉴定，均未检测到 ery 基因的

缺失。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当时未及时引进

ery 基因缺失的 S19 株，目前实际使用的 A19 株应

该是 1956 年前被广泛使用的 S19。作者所在实验室

曾在小鼠和豚鼠中对 A19 株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毒力

测定，并未发现其毒力返强。S19 疫苗可以为牛提

供较好的保护力，但其保护效果与接种年龄、剂量、

免疫途径、牛场动物群体免疫情况等有关 [25]。另外，

该菌株是光滑型，其 LPS 含有 O- 侧链，能持续刺

激机体产生抗体，对牛有一定的保护力，但这也使

得常规血清学检测方法无法区分免疫动物和自然感

染动物 [16, 20]。到目前为止，该 S19 仍为各布病疫苗

的参考疫苗。

1.2　羊种布鲁氏菌Rev.1(B. melitensis Rev.1)疫苗

Rev.1 来源于 B. melitensis 分离株，具有链霉

素抗性 [21]。对牛、羊布鲁氏菌均具有免疫保护力，

但此菌株作为疫苗仍具有一定的毒力 [16, 22]，并且在

适当的条件下，毒力可以完全恢复 [16, 23-24]。由 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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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流产率比 S19 高，而对于某些毒力变异株，

其致流产率可能更高 [1] ；另有一些研究数据表明，

Rev.1 对预防牛感染羊种布鲁氏菌具有比 S19 更好

的保护力 [16, 25-26]。Rev.1 对链霉素具有抗性，临床

上常将链霉素和四环素配合使用来治疗布病，因此，

由 Rev.1 引起的人的感染往往治疗效果较差。虽然

以 Rev.1 作为疫苗，还需要更多的数据证实其安全

性和效率问题，但作为羊种布病疫苗株的代表，

Rev.1 目前仍被不少亚洲国家用于预防羊种布鲁氏

菌。Rev.1 同样属于光滑型菌株，其诱导机体产生

的抗体也会干扰后期的血清学检测。 
1.3　猪种布鲁氏菌S2疫苗(B. suis strain 2, S2)

猪种 S2 疫苗株是我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于 1952
年从猪的流产胎儿中分离到的，从 20 世纪 60 年代

末进行小规模临床实验，70 年代开始用于山羊和绵

羊的免疫，80 年代中期，该疫苗被引入其他国家和

地区，如西班牙、土耳其、利比亚、英国、法国、

德国和赞比亚 [27]。小鼠、豚鼠、山羊、绵羊通过口

服或结膜免疫与 Rev.1 和 H38 灭活疫苗的免疫效果

进行比对，结果表明，结膜免疫时 S2 可以提供与

Rev.1 相当的免疫保护力，对于 B. ovis 的感染，S2
则提供更好的保护力 [28-30]。该疫苗毒力比 S19 和

Rev.1 弱，对猪、牛、羊均能产生良好的免疫，其

突出的优点还在于通过口服方式免疫怀孕母畜不会

引起流产。该疫苗可以投入饮水中给药，1×109 

CFU 的免疫剂量对山羊和绵羊可以提供 2~3 年的保

护。近几年作者用试验动物 ( 小鼠和豚鼠 ) 系统比

较了 S2、M5 和 A19 三种疫苗株的安全性和免疫保

护效果，结果 1×105 CFU/ 只剂量免疫 18~20 g 的

Balb/c 小鼠后，S2 株在小鼠体内存活时间为 6 周，

A19 为 14 周，M5 超过 35 周。S2 和 A19 两种疫苗

免疫小鼠 6 个月后，对同等剂量 (1×105 CFU/ 只 )
强毒 2308 株的攻击均能提供 90% 以上的保护；以

1×109 CFU/ 只剂量免疫 350~400 g 的豚鼠，15 d 后

S2 免疫组在豚鼠脾脏中的含菌量明显低于 A19 和

M5 试验组。研究结果证实了 S2 疫苗具有良好的免

疫保护效果和优越的安全性。

1.4　羊种布鲁氏菌M5疫苗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于 1962 年将 B. melitensis 强
毒株 M28 传代致弱为 M5 疫苗株。5×109 CFU/mL
气雾免疫是其最佳的免疫方式，可以提供一年的保

护，目前仍用于山羊的免疫。该疫苗最大的弱点是

菌株不稳定，经常会出现从 S 型到 R 型的变异，菌

落大小也不均匀，它是我国目前使用的疫苗中毒力

最强的菌株。

2　粗糙型布病疫苗的研究现状

由于粗糙型布鲁氏菌毒力较弱，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提供对光滑型布鲁氏菌的免疫保护，而又不干

扰临床检测，因此，人们尝试通过体外或体内连续

传代，得到粗糙型的变异菌株，B. abortus 45/20 和

RB51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人们还通过分子

生物学的方法突变或删除与 S-LPS 合成相关的基因

来获得粗糙型突变株。S-LPS 主要由三部分构成：O-
侧链多糖、核心多糖和类脂 A。O- 侧链是主要的抗

原成分，它在细胞质中被单独合成好后，由 ABC
转运蛋白将其转移到周质空间，连接酶将 O- 侧链

多糖连接到类脂 A- 核心多糖上。因此，如果核心

多糖的合成被阻断，合成的 O- 侧链将不能被添加

到 LPS 表面，此外还有一些与糖苷前体合成通路相

关的蛋白 / 酶也会影响 LPS 的合成。目前布鲁氏菌

LPS 的合成过程还不完全清楚 [31-32]，但是基因方面

的证据表明其合成过程应该与革兰氏阴性菌相类

似 [1]。通常认为有四类基因参与了 LPS 的合成 [33] ：

(1) lpx* 基因主要参与类脂 A 的早期合成；(2) wa**
参与类脂 A 的后期合成；(3) wb** 基因参与 O- 侧
链的合成；(4) wz** 基因参与 O 侧链的加工 ( 例如

wzm/wzt 基因负责编码将 O- 侧链展示到布鲁氏菌表

面的 ABC 转运蛋白 )[1]。目前文献报道的 B. men-
litensis、B. abortus、B. suis 的粗糙型突变菌株，与

部分 wa** 基因、wb** 基因、wzm/wzt 基因以及一

些与核心多糖、O- 侧链多糖前体合成通路相关的基

因 ( 例如 manBcore 和 per 基因 ) 发生突变有关系。

O-侧链的缺失原因不同，导致LPS剩余结构也不

相同，因此，粗糙型菌株可以大致分为三种 [1, 9, 11, 34-35] ：

第一种粗糙型菌株具有完整的类脂 A，其细胞质也

含有 O- 侧链，但是 O- 侧链和核心多糖之间的连接

被阻断 ( 例如 wzm /wzt 基因和 waaL 基因突变 )，其

O- 侧链不能展示在 LPS 上；第二种粗糙型菌株具

有完整的类脂A，但是没有O-侧链 (例如wb**基因、

wecA 基因以及 manBOAg、gmd 基因突变 ) ；第三

种粗糙型菌株的核心多糖存在缺陷，其细胞中有或

无 O- 侧链 ( 例如 wa* 基因和 manBcore 基因突变 )。
这三种粗糙型菌株的减毒水平及其免疫保护力是否

一样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1　牛种布鲁氏菌45/20(B. abortus strain 45/20)疫
苗

该疫苗制造用的菌株 B. abortus strain 45/2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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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从病牛体内分离，后经豚鼠 20 次传代后获

得的粗糙型的减毒株，并命名为 45/20。该疫苗可

以对豚鼠和牛提供较好的保护力 [1, 16] ，其优点是

LPS 结构中无 O- 侧链，因此，免疫动物后，在其

体内检测不到针对 O- 侧链的抗体，从而可以避免

干扰血清学诊断，另外，该菌株不会引起怀孕母畜

的流产。45/20 株基因缺陷和其作为疫苗的免疫机

制仍不清楚，推断认为 LPS 中残留的小量 O- 侧链

在起作用 [36-37]，也有人认为菌体的一些其他有效蛋

白刺激了机体的细胞免疫，但是这些猜测都缺乏直

接的试验证据。粗糙型的 45/20 疫苗株最严重的问

题是该菌株极不稳定，经常会出现从 R 型到 S 型的

变异，恢复为强毒 [16]，不同批次之间的疫苗也存在

变异，Alton 等
[22]

报道不同来源 45/20 原始菌株在

豚鼠上连续传代后，不同来源的菌株会出现半光滑

型和粗糙型表型，这表明原始菌种可能含有半光滑

型克隆。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控制其变异，因此其

作为疫苗的安全性存在争议，目前市场上没有该疫

苗产品 [1]。

2.2　粗糙型牛种布鲁氏菌株51(rough strain B. abortus 
51, RB51)疫苗

RB51 疫苗株最初由光滑型牛布鲁氏菌 2308 株

经体外反复传代，并经利福平和青霉素的筛选获得，

大量实验表明，RB51 是非常稳定的 R 型菌株 [38]。

具有利福平抗性的 RB51 是当前北美应用最为广泛

的疫苗，已被美国、墨西哥、智利等国家作为替代

S19 的官方疫苗，使用于野生动物。RB51 的安全性

与剂量和免疫途径相关，以全剂量 (1×1010~3.4×1010 

CFU) RB51 静脉注射试验牛，会导致严重的胎盘感

染，引发胎盘炎，并能从牛奶中分离到免疫菌；免

疫怀孕奶牛，会导致部分牛流产 [39]。但皮下免疫低剂

量 (1×109 CFU)RB51对怀孕后期的母牛是安全的 [40]。

随后有更多试验证实了 RB51 的不同免疫方式对野

牛和奶牛的安全性和保护效果 , 并且认为该疫苗免

疫后能产生良好的粗糙型抗体和较高水平的 γ 干扰

素 [41-43]，也有研究表明，RB51 不能有效预防羊种

和猪种布鲁氏菌的传染 [44-45]。动物模型研究表明，

RB51 所引起的主要是 B 细胞介导的体液免疫，所

产生的抗体虽不能直接杀死病菌，但机体产生的各

种细胞因子却具有这样的功能，良好的抗体水平能

有效地抵制野毒的感染。基因水平研究发现，相对

于 2308 株，RB51 在其基因组 wboA 基因 ( 编码糖

基转移酶 ) 中插入了一段 IS711 序列 [46]( 大小为 842 bp
的插入序列，该序列比较保守，经常出现在布鲁氏

菌基因组中，具体功能未知 )。在 2308 株 wboA 基

因中插入其他转座基因获得光滑型突变株，能够提

供比RB51更好的免疫保护效果，但毒力比RB51强，

当 RB51 菌株加入 wboA 基因后，O- 侧链的表达水

平会增加，但菌株并未回变为光滑型 [8]，这表明

RB51 菌株还存在除 wboA 基因外其他的基因变异。

在目前公布的 B. melitensis、B. suis 和 B. abortus 的
全基因序列中，wboA 基因位于 wbk* 基因群外侧 [1]，

RB51 菌株可以产生少量 M 样的 O- 侧链，但不会

刺激机体产生能够达到血清学检测水平的 O- 侧链

抗体 [47]。该疫苗可以提供与 S19相当的保护力 [48-50]，

相比之下，又可鉴别免疫牛和自然感染牛，但其对

羊的免疫保护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51]。美国学者

Vemulapalli 等 [52] 构建了超量表达 Cu/Zn 超氧化物

歧化酶的重组布鲁氏菌 RB51 SOD 株，结果显示其

比 RB51 更好的免疫保护能力。由于知识产权等方面

的原因，至今为止我国尚未成功引进 RB51 疫苗株。

2.3　其他粗糙型突变疫苗株

目前报道的利用 wboA 基因突变获得的粗糙型

菌株还有源于 B. melitensis 16M 和 B. suis 2579 的

VTRM1 和 VTRS1 菌株。这两个突变株具有卡那霉

素抗性，都插入了 Tn5 元件。VTRM1 和 VTRS1 突

变株在小鼠上非常稳定，但是并不清楚其细胞质中

是否有 O- 侧链。小鼠实验表明，这两个突变株对

小鼠的保护力低于 S19，与 RB51 相当 [53]。此外人们

还针对 wbk 基因区构建了 B. abortus 2.17 和 B. abortus 
9.49 突变株，分别在 wbkA 和 per 基因插入了 Tn5
元件，它们都不表达 O- 侧链 [32]。B. abortus B2211 
pgm源于B. abortus 2308菌株，具有庆大霉素抗性 [34]。

还有基于 wa** 基因构建的 B. abortus 80.16 菌株和

基于 manBcore 基因构建的 55.30 菌株，其疫苗保护

效果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5]。

我国学者在粗糙型布鲁氏菌疫苗株方面的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作者所在实验室以氯霉素抗

性基因替代 WbkC 基因和 WboA 基因，分别获得了

粗糙型布鲁氏菌 rS2-WbkC 和 rS2-WboA 株，并显

示其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保护性 [54-55]。随后，该实

验室又通过自杀性质粒介导的非抗性筛选技术，构

建获得了 WboA 基因缺失的 rS2-ΔwboA 粗糙型重组

菌，并成功将口蹄疫病毒 (FMDV)vp1 基因替换了

S2 基因组中的 WboA 基因，获得了能表达 AsiaI 型
FMDV vp1 基因的 rS2-JS 株，以及能表达 O 型

FMDV vp1 基因的 rS2-Mya 株，以上 3 个粗糙型菌

株均已获得专利保护，并有望开发成为口蹄疫 -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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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重组疫苗。王真等 [56] 也筛选到了 WboA 基因缺

失的 RB6 株粗糙型流产布鲁氏菌疫苗株，在小鼠

上能提供与 A19 疫苗相似的保护效果。

当然，粗糙型疫苗株也有一些缺陷，一般粗糙

型布鲁氏菌可能过度弱化，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另外，有些粗糙型疫苗株免疫动物后，仍能产生微

弱地针对 O- 侧链的抗体，从而干扰用 ELISA 方法

对布病的检测，使粗糙型布病的实际应用价值遭

受质疑 [57-58]。随着布鲁氏菌全基因序列测序的完成，

越来越多的基因功能将被发现，将会有更多可以修

饰或改造的基因被利用，为构建具有应用前景的重

组布鲁氏菌株提供了更广泛的资源。

3　布鲁氏菌分子标记疫苗的研究

由于粗糙型布鲁氏菌疫苗单次免疫往往不能提

供理想的保护效果，为了研制安全有效又能与临床

感染相区分的布鲁氏菌疫苗株，科学家们试图构建

分子标记疫苗，其最常采用的方法是缺失与布病毒

力相关的基因。Grillo 等 [59] 为了解决 Rev.1 疫苗株免

疫后干扰后期血清学检测的问题，在 B. melitensis 
Rev.1 疫苗株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删除 bp26 基因的

CGV26 菌株和删除 bp26 与 Omp31 基因的 CGV2631

表1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广泛使用的疫苗(主要优缺点)
疫苗名称                       S19                  Rev.1                RB51                   S2
优点 Ery-，安全性提高，免疫力 可用于牛和羊，对羊 具有与S19相似的保护 安全性高。可用于猪、

 　持久，免疫效果好。是 　种布病免疫效果好。 　效果。 　牛和羊，口服免疫可

 　OIE认可的布病参考疫苗。   　用于怀孕母畜和种公

    　畜。

缺点 毒力稍偏强，种公畜慎用。 毒力偏强，安全性和 安全性有争议。粗糙 免疫原性相对偏弱。口服

 　光滑型，干扰临床诊断。 　免疫效果有争议。 　型，不干扰临床诊     免疫操作相对繁琐。

  　光滑型，干扰临床 　断。

  　诊断。 
使用国家/ 中国、印度、巴西等 希腊、约旦、塔吉克 美国、墨西哥、智利等 中国、苏丹、赞比亚等

地区  　斯坦等

菌株，其结果 CGV26 与 Rev.1 的免疫保护力相当，

并且显著高于 CGV2631。我国学者胡森、汪舟佳

等均成功构建了 bp26 基因缺失的 M5 疫苗株，该菌

株免疫动物后产生的抗体中不含有 bp26 蛋白的抗

体，从而可以与自然感染相区分 [60-61]。刘文兴 [62]

的研究证实了 bp26 基因缺失的重组菌具有良好免

疫原性，但是发现布鲁氏菌 bp26 蛋白作为诊断抗

原存在假阳性现象 , 因此，bp26 蛋白作为诊断用抗

原的抗原特异性有待提高；另外 , 不同宿主动物对

不同毒力菌株 bp26 基因编码蛋白的免疫原性差异 , 
也会影响该蛋白作为鉴别诊断用抗原的实际应用效

果。段小宇 [63] 构建了细胞周质蛋白 p39 缺失的重

组布鲁氏菌疫苗株，通过建立针对 p39 的 ELISA
检测方法，也能实现疫苗免疫与自然感染相区分。

4　DNA疫苗的研究现状

考虑到人畜共患病活疫苗在运输、存储及使用

安全性等方面的因素，以及可能出现的毒力返强等

弱点，开发 DNA 疫苗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

径 [64]。由于机体的细胞免疫是控制布鲁氏菌感染的

关键，因此，作为研究布鲁氏菌 DNA 疫苗的候选

分子主要集中在刺激 T 细胞引起的细胞免疫的几个

分子：L7/L12 核糖体蛋白 [65]、细胞周质蛋白 p39[66]、

Cu-Zn 超氧化物歧化酶 [67]、热休克蛋白 GroEL[68]、外

膜蛋白 Omp31(outer membrane protein 31)[69]、Omp25[70-71] 

等。这些蛋白都可以激活 T 细胞反应，包括活化巨

噬细胞和 CD8 细胞毒性 T 细胞。虽然清除细胞内

布鲁氏菌的具体机制仍然不是很清楚，但是穿孔素、

IFN-γ、TNF-α 起着重要的作用 [13-14]，因此，有效

的疫苗株也必须激活这些因子 [16]。

4.1　p39 (periplasmic binding protein)
p39 是一种良好的 T 细胞抗原，主要诱导 Th1

型细胞免疫 [66]，在动物体内能诱发强烈的迟发型超

敏反应，并产生大量的 IFN-γ，但对动物的保护效

果远低于 S19 疫苗。p39 基因单独免疫，用野生型

菌株 B. abortus 544 攻毒时，可以产生中等程度保

护效果，但是如果在 p39 DNA 疫苗中加入佐剂

CpG，则其免疫原性和保护性均显著提高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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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7/L12
L7/L12 是布鲁氏菌重要免疫优势抗原，以其

为基础构建的 DNA 疫苗对布鲁氏菌感染具有最显

著的抵抗作用 [73]。1996 年，Oliveira 等 [74] 研究发现，

从布鲁氏菌提取的 L7/L12 蛋白能特异性地刺激感

染动物的单核细胞，并上调 IFN-γ 的转录和表达，

从而起保护作用。1997 年，美国学者 Kurar 和
Splitter[75] 首次将 L7/L12 克隆进 pcDNA3 和 p6 载体

中制备成 DNA 疫苗，小鼠试验表明，两种 DNA
疫苗都可以刺激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小鼠实验表

明只有 pCDNA3-L7/L12 可以引起高水平的针对 L7/
L12 蛋白的抗体，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然而抗体

的维持时间非常短 ( 大约 4 周 )。
4.3　Omp31

根据相对分子质量大小，布鲁氏菌外膜蛋白可

分为 3 个组，Omp31 属于 31 000~34 000 组成员，

被认为是粗糙型布鲁氏菌最重要的保护性抗原蛋

白 [76-77]。2007 年，Gupta 等 [78] 构建了表达 Omp31
蛋白的真核表达载体 pTargeTomp31，将重组质粒肌

肉注射免疫 6 周龄小鼠，每隔 3 周免疫一次。实验

发现该重组质粒可以刺激机体产生针对 Omp31 蛋

白的抗体，并且刺激 T 细胞增殖，当用 Omp31 蛋

白或 B. melitensis 16M 提取物再刺激时，可以释放

大量的 IFN-γ。另外，该质粒可以刺激机体产生良好、

持久的免疫记忆，通过 IgG 亚型分析，发现该质粒

主要激起 Th1 型免疫反应，且在攻毒时有一定的保

护作用。最近，Gupta 等 [79]
将 Omp31 克隆进大肠

杆菌载体中构成的质粒免疫小鼠后，能抵抗羊种强

毒布鲁氏菌的攻击，显示了其良好的应用前景。

另外，还有 GroES、YajC、UvrA、BA14 等基

因编码的蛋白都具有良好的刺激 T 细胞，具有激发

细胞免疫活性的能力，这些基因也都是用作布鲁氏

菌 DNA 疫苗的候选基因。DNA 疫苗研究虽然取得

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至今尚未发现一种 DNA
疫苗能完全替代灭活疫苗或弱毒疫苗。另外，不同

DNA 疫苗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免疫途径才能获得

理想的效果。目前通过 DNA 疫苗控制布病仍有很

多复杂的工作有待完成。

5　布鲁氏菌重组亚单位疫苗的研究

由于重组亚单位疫苗一般以体液免疫为主，对

于细胞内感染为主的布鲁氏菌，其是否能达到的

保护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目前有少量的这方

面的研究，上述以 Omp31 重组蛋白、Cu-Zn 超氧

化物歧化酶、L7/L12、p39 等蛋白免疫小鼠，均有

一定的免疫原性和保护力，但其仍停留在实验室阶

段 [65, 67, 72, 76, 80]。

6　展望

就全球范围而言，布病疫情呈反弹趋势，而我

国情况尤为严重。在布病的综合防控措施中，疫苗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我国牛、羊养殖情况及

布病流行特点，逐步建立无布病的种群对布病的防

控和净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疫苗在这一过程

中也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现有疫苗都各有缺

陷，难以有效地控制疫病的发生，并且部分广泛使

用的疫苗会干扰后期的诊断，给疫病防控带来困难。

在对布鲁氏菌致病性及免疫原性相关的分子生物学

机制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研发安全性更

高、更稳定、保护性免疫活性更好的新型疫苗，特

别是研发有助于建立无布鲁氏菌病种畜场的净化规

划实施的标记疫苗，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信

不久的将来，新一代布病疫苗将会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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