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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斍斏斕血型抗原在棽棸棸棽年由国际输血协会棬斏斢灢
斅斣棭确认为独立的系统抗原棳编号为棸棽椆棳命名为
斍斏斕暎该系统只有棻个抗原棳抗原命名为斍斏斕棻棳编
号为棸棽椆棸棸棻暎至今只有很少的篇幅报道该抗原棳是
目前我们已知的棾椂个红细胞血型抗原系统暍棾棸椄个
系统抗原中认知较少的一个系统抗原暎但该抗原
却是一个可以引起输血性溶血反应和新生儿溶血

病有临床意义的抗原暎本文就该抗原的最新研究
进展棳综述如下暎
棻 基因

斍斏斕抗原的基因位点在椆号染色体长臂棳
椆斝棻棾棳棾棳有椂个外显子棳椀个内含子棬见图棻棭棳基因
名斄斞斝棾棳基因长椂棿棾棽斺旔棳基因编号棾椂棸棳基因库
注册号斘斖灢棸棸棿椆棽椀棳基因编码产物 斍斏斕抗原糖蛋
白是暟水通道蛋白棾暠棬斄斞斝棾棭棳由棽椆棽个氨基酸组
成棬见表棽棭暎抗原糖蛋白肽链有椂次穿膜结构棳其
斘端与斆端都留在膜内棬见图棽棭暎

图棻 斍斏斕抗原的外显子椈图棽 斍斏斕抗原的穿膜结构
和抗原表位

  外显子棻编码棻暙棾椂位氨基酸棳外显子棽编码
棾椃暙椃椄位氨基酸棳外显子棾编码椃椆暙棻棽椀位氨基
酸棳外显子棿编码棻棽椂暙棻椂椀位氨基酸棳外显子椀编
码棻椂椂暙棽棾椃位氨基酸棳外显子椂编码棽棾椄暙棽椆棽位
氨基酸暎在编码的起始区有棻个斣斄斣斄盒子和棽
个斢斝棻序列暡棻灢椂暢暎

斍斏斕基因有多态性棳已发现的有启动子区棽个
突变棳在外显子棻暍棽暍棿有同义突变棬见表棻棭暎
棽 分子生物学

抗原糖蛋白肽链有椂次穿膜棳肽链在膜外留下
棾个环棳斘端和斆端都留在膜内暎肽链由棽椆棽个氨
基酸组成棳分子量棿椂棸棸棸棳有棻个斘糖基化点棳有椂
个半胱氨酸残基暎斍斏斕抗原表位在膜外第棾环上暎
棬见图棽棭暎
  斍斏斕抗原是红细胞膜上的水通道蛋白棾
棬斄斞斝棾棭棳是一种膜转运蛋白暎斄斞斝棾不仅是甘
油运输通道棳还参与尿素暍水的转运棳也是疟原
虫感染受体暎此外还与膀胱癌有统计学上的意
义暎

斍斏斕抗原参与红细胞免疫机制的表达棳很可能
也是一种暟膜分化抗原棬斆斈棭暠暎现在已经知道许多
红细胞血型抗原都是暟膜分化抗原暠棳如 斖旑旙抗原
棬棸棸棽系统抗原棭是斆斈棽棾椀斸棷斺暍斕旛抗原棬棸棸椀系统抗
原棭是斆斈棽棾椆暍斔斉斕抗原棬棸棸椂系统抗原棭是斆斈棽椀椄暍
斕斿抗原棬棸棸椃系统棭是 斆斈棻椃棿暍斈旛旀旀旟抗原棬棸棸椄系
统棭是斆斈棽棾棿暍斈旈抗原棬棸棻棸系统棭是斆斈棽棾棾暍斈旓抗
原棬棸棻棿系统棭是 斆斈棽椆椃暍斍斉 抗原棬棸棽棸系统棭是
斆斈棽棾椂斆棷斈暍斆旘旓旐抗原棬棸棽棻系统棭是斆斈椀椀暍斔旑抗
原棬棸棽棽系统棭是斆斈棾椀暍斏旑抗原棬棸棽棾系统棭是斆斈棿棿暍
斚旊抗原棬棸棽棿系统棭是斆斈棻棿椃暍斠斸旔旇抗原棬棸棽椀系
统棭是斆斈棻椀棻暍斒旐旇抗原棬棸棽椂系统棭是斆斈棻棸椄等棳以
及新近确认的斕抗原棬棸棾椀系统棭是斆斈椀椆暎这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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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抗原均是暟膜分化抗原棬斆斈棭暠棳均有穿膜结构棳 与红细胞免疫有关暎

表棻 斍斏斕基因编码多态性
棻 斄斞斝棾 斄斞斝棾 参考 参考

棽 斄斞斝棾 斄斞斝棾 参考椀棫区域 参考

棾 斄斞斝棾灢棻椆斄 斄斞斝棾 棴棻椆斆椌斄 无变化

棿 斄斞斝棾灢椀棻斍 斄斞斝棾 棴椀棻斄椌斍 无变化

椀 斄斞斝棾棻棸椀斍 斄斞斝棾 棻棸椀斆椌斍 斕棾椀斕
椂 斄斞斝棾棻棽椂斣 斄斞斝棾 棻棽椂斆椌斣 斢棿棽斢
椃 斄斞斝棾棾椆棸斆 斄斞斝棾 棾椆棸斣椌斆 斮棻棾棸斮
椄 斄斞斝棾内含子棻斄 斄斞斝棾 内含子椀棻斍椌斄 外显子椀跳过椈旀旙棲提前终止

  斍斏斕基因产物是斍斏斕抗原糖蛋白棳糖蛋白编码棽椆棽个氨基酸椇
斖斍斠斞斔斉斕斨斢斠 斆斍斉斖斕斎斏斠斮斠 斕斕斠斞斄斕斄斉斆斕 斍斣斕斏斕斨斖斊斍斆 斍斢斨斄斞斨斨斕斢斠 椀棸
斍斣斎斍斍斊斕斣斏斘 斕斄斊斍斊斄斨斣斕斍 斏斕斏斄斍斞斨斢斍斄 斎斕斘斝斄斨斣斊斄斖 斆斊斕斄斠斉斝斪斏斔 棻棸棸
斕斝斏斮斣斕斄斞斣斕 斍斄斊斕斍斄斍斏斨斊 斍斕斮斮斈斄斏斪斎斊 斄斈斘斞斕斊斨斢斍斝 斘斍斣斄斍斏斊斄斣斮 棻椀棸
斝斢斍斎斕斈斖斏斘斍 斊斊斈斞斊斏斍斣斄斢 斕斏斨斆斨斕斄斏斨斈 斝斮斘斘斝斨斝斠斍斕 斉斄斊斣斨斍斕斨斨斕 棽棸棸
斨斏斍斣斢斖斍斊斘斢 斍斮斄斨斘斝斄斠斈斊 斍斝斠斕斊斣斄斕斄斍 斪斍斢斄斨斊斣斣斍斞 斎斪斪斪斨斝斏斨斢斝 棽椀棸
斕斕斍斢斏斄斍斨斊斨 斮斞斕斖斏斍斆斎斕斉 斞斝斝斝斢斘斉斉斉斘 斨斔斕斄斎斨斔斎斔斉 斞斏 棾棸棸

  斄斞斝棾不仅存在红细胞上棳还表达在肾暍肺暍皮
肤暍眼球等处棳参与其生理生化代谢暎斄斞斝棾在红
细胞上有多种寡聚体形式棳有二聚体暍三聚体暍四聚
体等暎斍斏斕抗原是抗蛋白水解酶抗体和二硫键还
原剂暎

水通道蛋白棬斄斞斝棭是一组广泛存在于原核细
胞暍真核细胞膜上的转运蛋白暎是斄旂旘斿在棻椆椄椄年
研究斠斎 抗原多肽时偶然发现的棳它是存在于细胞
膜上的一个棽椄斔旛厚的疏水性蛋白棳被称为暟形成
通道的棽椄斔旛膜整合蛋白棬斆旇斸旑旑斿旍灢旀旓旘旐旈旑旂旈旑旚斿灢
旂旘斸旍旐斿旐斺旘斸旑斿旔旘旓旚斿旈旑棽椄斔旛棳斆斎斏斝棽椄棭暠棳棽棸棸棾年
由此获诺贝尔化学奖棳后经人类基因委员会命名为
斄斞斝棻暎斄斞斝是一个大家族棳目前已经确认的
斄斞斝有棻棻个棳命名为 斄斞斝棸暙斄斞斝棻棸棳广泛存在
于人体组织各处细胞膜上棳它们都有各自的暟特殊暠
功能暎如棻棳库尔特血型抗原棬斻旓旍旚旓旑棳编号棸棻椀棭是
斄斞斝棻棳以四聚体形式在膜上形成一个沙漏状的三
维结构棳只允许单一的水分子通过暍并对甘油和尿
素等中小分子的通透性选择性控制棬详细请见斻旓旍灢
旚旓旑血型系统棭暎棽棳斄斞斝是肾脏排出水的重要跨膜
转运蛋白棳缺少了斄斞斝会导致尿崩棳在肾脏细胞膜
上有椃种 斄斞斝表达暎在近曲小管有 斄斞斝棻棳在远
曲小管和亨利氏袢支上皮细胞膜有斄斞斝棽棳在集合
管外髓细胞膜上有斄斞斝棾棳在集合管基底细胞膜上
有斄斞斝棿棳在近曲小管局部上皮细胞膜上有斄斞斝椀暍
椂暍椃表达暎棾棳在胃壁泌酸细胞基底膜上有 斄斞斝棿棳
在消化腺多处细胞膜上都有斄斞斝椄暎棿棳斄斞斝参与
呼吸道暍肺的湿化过程棳在肺泡斏型细胞暍支气管黏
膜下腺细胞暍浆液腺泡上皮细胞都有 斄斞斝椀暎椀棳

斄斞斝棿抑制剂与治疗脑损伤暍脑中卒暍脑肿瘤呈正
相关棳是目前研究治疗脑科疾病的热门课题暎

红细胞抗原的根本棳就是人体免疫机制及人体
生理生化代谢的一部分棳对于斍斏斕抗原的认知棳深
刻揭示了这一点暎许多红细胞抗原都是暟膜分化抗
原棬斆斈棭暠和暟膜转运蛋白棬斄斅斆棭暠暎棽棸棻棽棴棽棸棻棿年
国内外陆续报道了新发现的红细胞血型抗原斒旛旑旈灢
斿旘抗原棬棸棾棽系统棳斒旘抗原棭和斕斸旑旂斿旘斿旈旙抗原棬棸棾棾
系统棳斕斸旑抗原棭棳这两个系统抗原都是暟膜转运蛋
白暠棳斒旘抗原是斄斅斆斍棽棳斕斸旑抗原是斄斅斆斅椂暡棿棳椃灢棻棻暢暎
棾 免疫血型学

斍斏斕棻抗原在棻椆椄棻年被发现棳棽棸棸棽国际输血协
会棬斏斢斅斣棭确认命名暎目前斏斢斅斣确认斍斏斕系统只
有棻个抗原棳抗原命名为斍斏斕棻棳编号棸棽椆棸棸棻暎每个
红细胞上约有棽椀棸棸棸个抗原棳抗原的表位在斄斞斝棾
的膜外第棾环上暎

抗原在各人种人群分布不祥棳缺少这方面的调
查报告暎从目前已有的报道来看棳斍斏斕棻抗原是一
个频率比较高的抗原棳但不属于暟高频抗原暠棬即在
人群中分布达不到椆椆棩棭暎

频率较高的抗原棳比暟高频抗原暠更容易在人群
中碰上对应抗体棳也比暟高频抗原暠在输血上也更容
易找到相容性血液暎所以对斍斏斕血型做抗原抗体
常规检测尤为重要暎

斍斏斕棻抗原对所有常用试剂酶均不反应棬包括
木瓜酶暍菠萝蛋白酶暍链霉蛋白酶暍糜蛋白酶暍胰蛋
白酶暍唾液酸酶等棭暎

抗斍斏斕棻抗体大多数是斏旂斍棳多为免疫产生暎
是一个有临床意义的抗体棳可引起输血性溶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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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生儿溶血病棳但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这方面报
道暡棿棳棻棸灢棻棽暢暎
棿 临床意义

斍斏斕棻抗原是频率很高的抗原棳但目前已知的
调查报告认为不属于高频抗原棳这意味着有相当多
的一部分人是斍斏斕棻抗原棬一棭棳这比高频抗原更容
易产生输血性反应和新生儿溶血病暎

表达斍斏斕抗原的水通道蛋白棾棬斄斞斝棾棭是一个
与肿瘤相关的跨膜蛋白棳斄斞斝棾缺乏可能会导致膀
胱癌暎斄斞斝棾基因突变与疟疾性贫血呈正相关棳这
可能与斄斞斝棾的细胞膜对甘油和水的转运功能有
关棳基因的突变导致了红细胞在转运功能上的受
损棳也导致了红细胞膜结构的完整性暎这方面研究
表明棳斄斞斝棾低水平表达与疟疾性贫血呈正相关暎

斍斏斕抗原还广泛存在于肾髓质暍肾皮质暍肾基
底膜外侧收集小细胞棳以及肾暍脾暍结肠暍眼暍皮肤等
细胞膜上暡棻灢椀棳棻棽灢棻棿暢暎

斍斏斕抗原与斈旛旀旀旟抗原同样都参与疟疾感染棳
以往研究较多的是 斈旛旀旀旟抗原作为膜分化抗原
棬斆斈棽棾棿棭和趋化因子受体棬斈斄斠斆棭棳是间日疟原虫
侵入红细胞的直接原因棳缺少斈斄斠斆的斊旟棬斸灢斺灢棭表
型红细胞则不受间日疟原虫感染暎而斍斏斕抗原也
是疟原虫侵入红细胞的受体棳也参与疟原虫的感染
和免疫棳但目前还缺少这方面更多研究报道暡棻椀灢棽棽暢暎
椀 总结

红细胞血型抗原的研究在近棾暍棿年来进展迅
速棳新的抗原不断被发现棳目前国际输血协会棬斏斢灢
斅斣棭已经确认的红细胞血型系统有棾椂个暍系统抗
原有棾棸椄个暎大多数的系统抗原都有一定篇幅的
报道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抗原鲜有报道棳而 斍斏斕
抗原就是一个我们认知不多的系统抗原暎虽然在
棽棸棸棽年国际输血协会就已经确认斍斏斕抗原是一个
独立的系统血型抗原棳但截止到目前为止棳国内外
的研究报告不多棳也没有关于各个人群分布的调查
报告暎从目前已有的报告来看棳这是一个有临床意
义的抗原棳能引起输血性溶血和新生儿溶血病暎由
于这个抗原是一个频率较高的但又不属于高频抗

原棳所以也比较容易产生抗体和比较容易找到相匹
配的血液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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