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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斨斉斕血型系统抗原是国际输血协会棬斏斢斅斣棭于
棽棸棻棿年确认为独立的系统抗原暎系统编号椇棸棾棿棳系
统命名椇斨斉斕暎目前已经确认该系统有棽个抗原棳分
别命名为椇斨斿旍棻棳编号棸棾棿棸棸棻椈斨斿旍棽棳编号棸棾棿棸棸棽暎

斨斉斕抗原是原来的暟系列暠抗原中的高频抗
原棳是棻椆椀棽年斢旛旙旙旐斸旑和斖旈旍旍斿旘发现的棳当时划入
暟系列暠抗原暎棽棸棻棿年发现该抗原属于独立的暟系
统暠抗原棳之后斏斢斅斣将该抗原由原来的暟系列暠抗原
重新划入暟系统暠抗原暎

红细胞抗原的研究棳自棽棸棻棸年之后有了很大
的进展棳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的暟系统暠抗原暎棽棸棻棽年
发现了斊旓旘旙旙旐斸旑抗原棬棸棾棻血型系统棭和斒旛旑旈斿旘抗
原棬棸棾棽血型系统棭暎棽棸棻棾年发现了斕斸旑旂斿旘斿旈旙抗原
棬棸棾棾血型系统棭暎棽棸棻棿年发现了 斨斉斕抗原棬棸棾棿
血型系统棭棳棽棸棻椀年发现了斕抗原棬即斆斈椀椆棳棸棾椀血
型系统棭暎棽棸棻椂年发现了 斄旛旂旛旙旚旈旑斿抗原棬棸棾椂血
型系统棭暎

由于基因测序技术的进展和基因试剂盒的广

泛应用棳以及质谱仪暍流式细胞仪的普及使用棳使我
们对红细胞抗原的研究和发现有了便利的条件棳也
使我们对红细胞抗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棳红
细胞抗原在人体免疫机制和生理生化代谢中有着

重要作用暎如斊旓旘旙旙旐斸旑抗原属糖苷类抗原棳是重
要的免疫机制参与者暎斒旛旑旈斿旘抗原是半分子转运
蛋白棳是暟乳腺癌耐药蛋白暠棬斅斆斠斝棭暎斕斸旑旂斿旘斿旈旙抗
原是转运蛋白棬斄斅斆斅椂棭大家族成员棳是吡咯质转运

体棳参与生成亚铁血红素暎斕抗原棬即斆斈椀椆棭是暟同
种限制因子暠棬斎斠斊棭棳是一种补体限制性因子棳具有
保护膜不受补体破坏的作用暎斄旛旂旛旙旚旈旑斿抗原棳是
一种核苷转运蛋白棳是细胞内核苷酸合成的重要转
运工具暡棻灢棿暢暎

虽然斨斉斕抗原不是新近发现的抗原棳但却是
在最近才确认其基因位点暍外显子序列暍分子生物
学特征的暍并由斏斢斅斣新命名的系统抗原暎本文就
斨斉斕抗原的一些研究和进展棳在此做一简略介绍暎
棻 基因

斨斉斕抗原的基因位点在棻号染色体短臂棾区
椂带 上棳棻旔棾椂棳棾棽暎基 因 名 暟斢斖斏斖棻暠暎基 因 长
棿棸椀椀棾斺旔棳基因编号椇棾椄椄椀椄椄棳基因库注册号椇斘斖椷
棸棸棻棻椂棾椃棽棿暎基因由棿个外显子组成棳棿个外显子
长椇椀椀椂斺旔棳见图棻暎

图棻 斨斉斕抗原的棿个外显子

  基因编码产物是暟斢斖斏斖棻跨膜蛋白暠暎也称
斨斉斕糖蛋白棳是一种单次跨膜的糖蛋白暎棿个外显
子各长椇外显子棻长椀椀斺旔棳外显子棽长棻棻椆斺旔棳外
显子棾长棻椄椀斺旔棳外显子棿长棻椆椃斺旔暎

斨斉斕抗原的基因斢斖斏斖棻与斠斎 抗原的基因
位点紧密相邻棬斠斎基因在棻旔棾椂棭棳但目前还不知道
是否与 斠斎 抗原有关联性暎斢斖斏斖棻基因有多态
性棳已知的多态性如下暎
  外显子棾上棻椀棽位单核苷酸突变棳导致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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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棳使斨斉斕抗原弱表达暎
外显子棽上椂棿暙椄棸斺旔的核苷酸棳由于移码缺

失棳导致编码产物 斨斉斕糖蛋白有棻椃个氨基酸丢
失棳使斨斉斕抗原表达为棬棴棭棳见表棻暡椀灢棻棸暢暎

表棻 斢斖斏斖棻基因的多态性
基因名 外显子 核苷酸 氨基酸 表型

斢斖斏斖棻参考棬旜斿旍棷斢斖斏斖棻参考棭 参考 参考 斨斉斕棬棲棭
斢斖斏斖棻棳棻椀棽斄 棾 棻椀棽斣椌斄 斖椀棻斔 斨斉斕抗原弱表达
斢斖斏斖棻棳棻椀棽斍 棾 棻椀棽斣椌斍 斖椀棻斠
斢斖斏斖棻棳椂棸暙椄棸斾斿旍 棽 椂棿暙椄棸斾斿旍 旙棽棽旀旙 斨斉斕棬棴棭

棽 分子生物学
斨斉斕抗原是一次性跨膜的小分子糖蛋白棳糖

蛋白肽链由椃椄个氨基酸组成椇斖斞斝斞斉斢斎斨斎斨
斢斠斪斉斈斍斢斠斈斍 斨斢斕斍斄斨斢斢斣斉 斉斄斢斠斆斠斠斏斢斞
斠斕斆斣斍斔斕斍斏斄 椀棸 斖斔斨斕斍斍斨斄斕斊 斪斏灢
斏斊斏斕斍斮斕斣斍斮斮斨斎斔斆斔椃椄暎分子量约棻椄斔斈棳肽
链的斘端和棻暙椀棽位在膜外棳椀棾暙椃棿位跨膜棳椃椀暙
椃椄位及 斆端在膜内棳肽链一次性穿过膜棳而 斨斉斕
抗原表位都表达在膜外部分的肽链上见图棽暎

图棽 斨斉斕抗原糖蛋白的肽链

  斨斉斕抗原只表达在红系细胞以及白血病细胞
株上棳不表达在粒暍淋暍单系细胞上暡棻棻灢棻棿暢暎
棾 免疫血型学

斨斉斕系统有棽个抗原棳都是高频抗原棳其中
斨斿旍棻棳编号椇棸棾棿棸棸棻椈斨斿旍棽棳编号椇棸棾棿棸棸棽暎斨斉斕抗
原在胎儿棻棽周即有表达暎但在胎儿暍脐血暍新生儿
期的抗原表达数量低于正常成人暎不同个体上
斨斉斕抗原表达数量有一定不同暎
棾棶棻 斨斿旍棻抗原

也称斨斿旍棳系统编号棸棾棿棸棸棻暎棻椆椀棽年发现棳当
时命名椇斨斿椆棳椆棸棸棸棸棻椈斨斿旍棳棽棻棽棸棸棻棳棽棸棻棿年确认为
独立的系统抗原棳编入棸棾棿系统暎斨斿旍棻是高频抗
原棳所有人群中分布在椆椆灡椆棩暎抗原化学性质为棳
无花果酶棷木瓜酶椇不破坏抗原性棬显著增强抗原的
反应棭椈胰蛋白酶椇不破坏抗原性棬显著增强抗原的
反应棭椈毩灢糜蛋白酶椇不破坏抗原性棬显著增强抗原
的反应棭椈棽棸棸旐旐旓旍棷斕斈斣斣椇可能破坏抗原性或不
破坏椈酸椇不破坏抗原性暎

抗斨斿旍棻椇多数都是斏旂斍棲斏旂斖 混合存在的棳可

造成不很严重的输血性溶血暎也能使红细胞致敏棳
使斈斄斣呈强阳性反应暎抗 斨斿旍棻在单核细胞单层
测定中棳都呈阳性反应暎
棾棶棽 斨斿旍棽抗原

也称斄斅斣棻棳编号椇棸棾棿棸棸棽暎于棻椆椆椂年发现棳当
时命名为 斄斅斣棻棳编号为棽棻棽棸棸棽暎抗原名暟斄斅斣暠棳
取自先证者棳先证者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暎棽棸棻棿年
划入独立的棸棾棿血型系统棳编号为棸棾棿棸棸棽暎斨斿旍棽
是高频抗原棳在所以人群中分布都在椆椆棩以上暎抗
原化学性质为棳无花果酶棷木瓜酶椇不破坏抗原性椈
胰蛋白酶椇不破坏抗原性椈毩灢糜蛋白酶椇不破坏抗原
性椈棽棸棸旐旐旓旍棷斕斈斣斣椇不破坏抗原性暎

抗斨斿旍棽椇主要是斏旂斍棳有斏旂斍棻棳和斏旂斍棾暎能引
起输血性溶血和严重的新生儿溶血病棬斎斈斘棭暎抗
斨斿旍棽在单核细胞单层试验中棳都呈强烈的阳性反
应暡棻棾灢棻椃暢暎
棿 结束语

截止棽棸棻椃年棳国际输血协会棬斏斢斅斣棭已经确认
的系统抗原有棾棽棸个棳它们分属于棾椂个系统暎在
此之前棳我们已经陆续介绍了斊旓旘旙旙旐斸旑抗原棬棸棾棻
血型系统棭暍斒旛旑旈斿旘抗原棬棸棾棽血型系统棭以及斕斸旑灢
旂斿旘斿旈旙抗原棬棸棾棾血型系统棭暎本文介绍了 斨斉斕抗
原棬棸棾棿血型系统棭暎今后我们还将陆续介绍斕抗
原棬斆斈椀椆棳棸棾椀血型系统棭和斄旛旂旛旙旚旈旑斿抗原棬棸棾椂血
型系统棭暎

近几年来棳血型抗原的研究有了不小的进展暎
过去很多抗原在多年来的研究进展不大棳但近年来
却有 了不 小 的 很 多进 展暎如 斢斾斸 抗 原 棬编 号
椆棸棻棸棻棽棳现在仍属于系列抗原中的高频抗原棭棳目前
已经确认了该抗原的基因位点和外显子序列暍以及
分子生物学性状和糖蛋白肽链的氨基酸序列棳并且
在抗原的临床意义上也有了新的认识暎这个抗原
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系统抗原暡棻棿灢棻椃暢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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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暡棻暢将斄斖斕定义为一种造血祖细胞异质性克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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