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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形态变化超微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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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幽门螺杆菌（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Ｈｐ）在不利的生长环境下会由螺旋杆状转变为球形体，简称为球形

变，球形状态下的 Ｈｐ通常是存活但不可培养的（ＶＢＮＣ）。当环境适宜时球形体又回复为螺旋杆状。目前对于 Ｈｐ球形

变及其回复的完整形态变化过程尚不清楚，转变机制亦未被完全揭示。本研究以两株 Ｈｐ标准菌株（ＳＳ１和２６６９５）为对

象，从形态及超微结构层面揭示 Ｈｐ的球形变及回复过程。　方法　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负染和超薄切片技术捕捉 Ｈｐ

在球形变及回复过程中不同时间点的形态和超微结构变化，并对大视野下球形体和螺旋体计数，分析对比球形转变及回

复实验中 Ｈｐ形态变化的速度。　结果　ＨｐＳＳ１与２６６９５菌株形态相似，但ＳＳ１有更多鞭毛表达。当 Ｈｐ发生形态转

变时，螺旋杆状的 Ｈｐ会缩短长度并折叠为“Ｕ型”，细胞内膜与外膜分离，周质空间加大；细菌内部结构发生重塑，进而

缩紧成球形体，球形体的体积通常小于其螺旋杆状形态时的体积。Ｈｐ的两种标准菌株在次优生长状态下，ＳＳ１球形化

的速度和比例均大于２６６９５，回复为螺旋杆状的速度却慢于２６６９５。　结论　Ｈｐ的形态较为灵活，在球形转化时会出现

“Ｕ”形的中间过度状态，不同菌株的球形变和最佳生长状态时间差异很大，在形态转换期间 Ｈｐ内外膜分离，形态不规

则，体外和体内试验中均应考虑菌株状态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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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Ｈｐ）是一种微

需氧、螺旋杆状的革兰阴性菌，能够定植于胃粘膜，可

导致胃炎、胃癌、胃溃疡及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等多种

胃肠道疾病［１３］。为适应环境变化，Ｈｐ具有形态转变

能力。在自然状态下，Ｈｐ呈现螺旋杆状，在次优环境

条件下（生长环境中氧浓度、温度或ｐＨ 值变化、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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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横向

课题（Ｎｏ．２０１９ＨＸ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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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时间、暴露于抗生素或质子泵抑制剂中等）会发生

从螺旋体到球形体的形态转变［４５］。球形状态下的

Ｈｐ通常是存活但不可培养的，即ＶＢＮＣ状态，这种状

态的Ｈｐ无法在常规培养基上形成菌落，但细菌依然

保持其代谢活性和毒性［６８］，并具备再次恢复到螺旋体

形态的能力［９１０］。球形体 Ｈｐ对药物具有更高的耐受

性［１１１２］，已被证明能够逃避人体免疫反应［１３］，并导致

相关疾病治疗失败［１４］。Ｈｐ的球形体形态与疾病治疗

息息相关，但鲜有关于球形体的转变过程和机制的报

道。实验研究中往往默认 Ｈｐ为螺旋杆状，而忽视了

Ｈｐ形态转变能力对结果的影响。本实验以常见的

ＨｐＳＳ１和２６６９５两种标准菌株为研究对象，探讨 Ｈｐ

形态转变全过程及不同 Ｈｐ菌株形态转变能力的差

异，为 Ｈｐ研究实验菌株的选择和培养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　Ｈｐ标准菌株ＳＳ１和２６６９５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保存。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２％醋酸铀溶液，１％硝酸铅溶

液，１％磷钨酸溶液，２．５％戊二醛溶液，２％饿酸溶液和

２００目碳方华膜铜网均购自中镜科仪公司；０．１ｍｏｌ／Ｌ

ＰＢＳ缓冲液购自北京索莱宝公司；无水丙酮溶液购自

北京化工；ＥＰＯＮ８１２树脂购自美国ＥＭＳ公司。透射

电子显微镜 ＨＴ７７００购自日本日立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Ｈｐ球形体培养及回复性试验　分别将Ｈｐ标准

菌株ＳＳ１和２６６９５接种于哥伦比亚血平板（ＣＭ０３３１，

ＯＸＯＩＤ），置３７℃、５％ Ｏ２、１０％ ＣＯ２ 微需氧条件下

培养。采用镜检、尿素酶、氧化酶、过氧化氢酶活性试

验及质谱分析对 Ｈｐ菌株进行确认。分别在培养后

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１２０、１４４ｈ取样，通过延长培养时间促

进球形体的形态转变。在回复性试验中，取连续培养

１２０ｈ的Ｈｐ菌落重新接种于新鲜培养基中，分别在培

养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１２０ｈ取样。

２．２　负染色　采用负染色法加强细菌在电子显微镜

下的反差效果。用接种环挑取微量菌落于５０μＬＰＢＳ

液滴中，将碳方华膜铜网漂浮于液滴上，静置５ｍｉｎ；

用滤纸吸干铜网上的菌液，在超纯水中快速漂洗２次；

待铜网处于半干半湿状态时，放入８μＬ染液（１％硝酸

铅溶液或１％磷钨酸溶液）液滴中静置１ｍｉｎ，吸干染

液并放于样品盒中保存。

２．３　超薄切片制备　挑取细菌菌落重悬于２．５％戊

二醛溶液中，室温静置２ｈ；离心，弃去上清，用０．１

ｍｏｌ／ＬＰＢＳ缓冲液重悬并离心冲洗细菌３次，置于

２％ 饿酸溶液避光浸泡１ｈ；使用４℃预冷的３０％、

５０％、７０％、８０％、９０％、９５％、１００％丙酮溶液进行梯度

脱水，每个梯度浓度静置 １０ ｍｉｎ；用无水丙酮和

ＥＰＯＮ８１２树脂制成１∶１混合液浸透样品，通风橱过

夜，次日用纯树脂浸透３遍后包埋。使用超薄切片机

（ＬｅｉｃａＵＣ７）进行超薄切片，切片厚度为７０ｎｍ。切片

采用２％醋酸铀和１％柠檬酸铅溶液双染色，在室温下

２％醋酸铀避光浸泡切片铜网２５ｍｉｎ，１％柠檬酸铅浸

泡铜网５ｍｉｎ。

２．４　图像获取　使用日立 Ｈ７７００透射式电子显微

镜观察并获取图像，加速电压为８０ＫＶ，聚光镜光阑调

节至２００μｍ，物镜光阑调节至５０μｍ。观察时先使用

１５００倍视野观察整体形态，再调节至２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

高倍视野观察具体超微结构。采用ＧＡＴＡＮ８３２侧插

ＣＣＤ摄取图像。

结　果

１　犎狆形态

分别使用１％醋酸铀和１％磷钨酸对 Ｈｐ进行负

染色后观察其形态，结果如图１。Ｈｐ长２～４μｍ，宽

０．５～１μｍ。ＳＳ１菌株单极多见２～６根鞭毛，鞭毛长

２～３μｍ，粗约４５ｎｍ。２６６９５鞭毛表达量较少，菌体

及背景鲜见鞭毛结构。经醋酸铀和磷钨酸染色后的

Ｈｐ其形态无明显区别，只是磷钨酸在细菌膜结构以

及鞭毛上的着色略逊于醋酸铀，故后续实验采用１％

醋酸铀溶液进行染色。

图１　犎狆的基本形态结构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犎．狆狔犾狅狉犻犫狔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狊狋犪犻狀犻狀犵

２　犎狆形态转变期间的超微结构

对不同培养时间点的ＳＳ１取样并进行超薄切片

制备，得到不同形态 Ｈｐ的超微结构图像，结果如图

２。可见Ｈｐ随培养时长的延长，细菌形态逐渐从杆状

变为“Ｕ形”，并且细菌的内部结构也在形态变化过程

中逐渐收紧，细胞内膜与外膜分离，周质空间加大，细

菌细胞壁与细胞内膜分离，内部结构发生重塑，最终形

成膜结构紧实、直径０．８～１．５μｍ的球形体。大多数

Ｈｐ变成球形体后鞭毛会完全脱落，但依然有部分球

形体保留２～４根鞭毛结构。此外，球形 Ｈｐ依保留细

胞壁、细胞膜和细胞质等结构，但球形体的细胞壁结构

细节不同可能会导致宿主免疫系统对细菌识别能力下

降。当培养时间超过９６ｈ后，部分球形体会出现膜结

构破裂、胞质溢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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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负染色处理　Ｂ　超薄切片。

图２　犎狆球形体转化过程的超微结构

犉犻犵．２　犎．狆狔犾狅狉犻狌犾狋狉犪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犱狌狉犻狀犵犮狅犮犮狅犻犱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犫狔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狊狋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狌犾狋狉犪狋犺犻狀狊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犵

３　犎狆球形变及回复性试验

Ｈｐ标准菌株ＳＳ１和２６６９５在连续培养中，随着

培养时间的延长，营养不足且代谢物质堆积，均出现一

定程度上的形态转变（图３）。ＳＳ１和２６６９５在传代培

养４８ｈ后为最佳状态，杆状比例高，菌体形态饱满，外

膜囊泡代谢旺盛；培养７２ｈ后部分菌株由螺旋杆状细

菌弯曲成“Ｕ”形，并进一步团成球形体形态；培养９６ｈ

后，球形Ｈｐ比例大幅度上升。ＳＳ１在培养１２０ｈ后视

野内几乎全部为球形，部分细菌死亡，菌体破裂，大量

球形细菌形态不规则，鞭毛脱落。２６６９５在培养１２０ｈ

后依然有一定比例菌体保持杆状形态。

此外，２个 Ｈｐ标准菌株的体积均随着其生长状

态发生变化。在生长环境良好、细菌代谢旺盛时，螺旋

杆状的细菌长度通常在３～４μｍ。当营养开始不足、

生长环境变差时，螺旋杆状细菌长度缩短在１～３μｍ。

而球形体 Ｈｐ直径多为１μｍ左右。这种体积和表面

积的减少降低了 Ｈｐ的营养消耗，并使 Ｈｐ尽可能少

的与环境中的不利生长因素接触，减少暴露于免疫系

统的风险。

统计不同时间点球形体和螺杆体的数量比例，得

到２个标准菌株球形体形态转变的差异曲线，结果如

图４。ＳＳ１与２６６９５菌株的形态学变化高度相似却又

不同，ＳＳ１转化为球形的速度和程度均高于２６６９５。

培养５ｄ后，９８％ 的ＳＳ１呈球形体状态，而２６６９５仅

５９％的菌体呈球形。

图３　犛犛１（犃）和２６６９５（犅）连续培养５天的球形体转变情况

犉犻犵．３　犜犺犲犮狅犮犮狅犻犱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犛１（犃）犪狀犱２６６９５（犅）

犻狀５犱犪狔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犮狌犾狋狌狉犲

图４　犛犛１和２６６９５菌株球形体转化速度曲线

犉犻犵．４　犛狆犲犲犱犮狌狉狏犲狅犳犮狅犮犮狅犻犱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犛犛１

犪狀犱２６６９５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

长时间培养的球形体Ｈｐ重新接种于新鲜培养基

后，两标准株菌体形态在１～３ｄ内先回复为螺旋杆状，

后经长时间连续培养再次转变为球形体。ＳＳ１在回复

培养２４ｈ后开始有杆状 Ｈｐ出现，７２ｈ后达到最佳状

态，部分已死亡的球形体在后续培养中无法生长。

２６６９５的回复速度快于ＳＳ１，在回复培养２４ｈ后大部

分菌体恢复为螺旋杆状，且在继续培养中再次出现球

形体的转变（图５）。

两标准菌株的球形体回复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图

６）。传代培养的ＳＳ１在接种４８ｈ后达到最佳状态，而

球形体回复到最佳状态则需７２ｈ，较高的营养需求和

受损细胞壁更复杂的修复可能是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

因。与２６６９５相比，ＳＳ１在球形转化和回复中有较为

积极的环境适应能力，而２６６９５对环境的变化更有惰

性，更倾向于保持螺旋杆状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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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犛犛１（犃）和２６６９５（犅）回复培养５犱的形态变化情况

犉犻犵．５　犜犺犲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犲狊狌狊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犛１（犃）犪狀犱２６６９５（犅）

犻狀５犱犪狔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犮狌犾狋狌狉犲

图６　犎狆犛犛１和２６６９５菌株球形转化速度曲线

犉犻犵．６　犛狆犲犲犱犮狌狉狏犲狅犳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犲狊狌狊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犻狀犛犛１

犪狀犱２６６９５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

讨　论

细菌适应性的形态转变并不特定存在于 Ｈｐ，大

肠埃希菌、霍乱弧菌、空肠弯曲杆菌等也有这样的能

力［１５１７］。研究发现，Ｈｐ形态的适应性变化与其致病

能力密切相关［１８］，具有更高毒力的 Ｈｐ菌株在暴露于

不利的环境条件下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球形体转

变。Ｈｐ细胞体积在不利环境下会缩小，与狏犪犮犃、犮犪

犵犃 和犫犪犫犃 等毒力基因有正相关性
［１９］。Ｈｐ具有基

因型的高度异质性［２０］，不同临床病人分离的 Ｈｐ表现

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如狏犪犮犃 等位基因和犮犪犵 致病

性岛等处的基因呈现差异［２１２４］，在不同地区传播的主

要Ｈｐ菌株在基因组结构方面也有所不同
［２５］。Ｈｐ基

因组的多样性使得选择合适的模型菌株用于 Ｈｐ感染

机制的研究、疫苗研发及动物实验尤为重要。

本研究发现在Ｈｐ培养过程中的各个时期均存在

球形体以及球形转化现象，在此期间细菌内膜与外膜

分离而形成较大的周质空间，这种内外膜分离的状态

致使很多即将变成球形的螺旋杆状Ｈｐ在光学显微镜

下看似完好，而在电镜下细胞壁则呈现出凹凸不平的

形态，这种不稳定、不平整的细胞壁可能会导致细菌难

以正常与外界相互作用。另外，过大的内外膜间隙也

会破坏锚定于细胞膜上的鞭毛基体结构，从而导致大

量螺旋杆状和球状Ｈｐ鞭毛脱落。

从形态学的角度分析，ＨｐＳＳ１和２６６９５作为实验

室常用标准菌株，在形态转变上高度相似，但细节不

同。这两者在鞭毛表达上存在较大差异。Ｈｐ的鞭毛

通常被认为在协助运动和胃黏膜定植中起重要作

用［２６］，也有研究表明 Ｈｐ鞭毛只影响初次定植，且运

动性差的细菌可以在无竞争、高剂量下成功定植［２０］。

这意味着有丰富鞭毛表达量的ＳＳ１更适合作为Ｈｐ模

型菌用于动物定植实验，而２６６９５对环境（如药物）的

改变更为迟钝，适用于对维持 Ｈｐ状态稳定有需求的

实验。

Ｈｐ的形态转变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的过程，不

同分离来源、不同生长时期的 Ｈｐ在形态结构上均有

差异，这种差异会对采用 Ｈｐ菌株进行的体外或体内

实验结果有直接影响，因此筛选合适的实验菌株并确

定每株菌的最佳培养时间后再进行相关实验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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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３，２９（１２）：２２１３２２１８．

［１０］　曾浩，郭刚，毛旭虎，等．幽门螺杆菌球形体回复原形的实验研究

·７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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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国比较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８（５）：６．

［１１］　ＫｒｚｙｅｋＰ，Ｇｒａｎ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ｉｎ

ｔｏｃｏｃｃｏｉｄｆｏｒｍｓａｓ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Ｊ］．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２０２０，９（３）：１８４．

［１２］　曾浩，郭刚，毛旭虎，等．幽门螺杆菌适应性球形变异相关蛋白的

筛选及鉴定［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０８，３（４）：２５１２５４，封

４．

［１３］　ＣｈａｐｕｔＣ，ＥｃｏｂｉｃｈｏｎＣ，ＣａｙｅｔＮ，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ＡｍｉＡｉｎ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ａｎｄｉｎｉｍｍｕｎｅ

ｅｓｃａｐｅ［Ｊ］．ＰＬｏ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２００６，２（９）：ｅ９７．

［１４］　ＦｉｇｕｒａＮ，ＭｏｒｅｔｔｉＥ，ＶａｇｌｉｏＬ，ｅ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ｕｔ

ｃｏｍ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Ｎｅｗ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２，３５（３）：３３５３４０．

［１５］　ＫｒｏｇｆｅｌｔＫＡ，ＰｏｕｌｓｅｎＬＫ，Ｍｏｌｉｎ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ｃｃｏｉｄ

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ＢＪ４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ｏｆ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ｉ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ｍｉｃｅ［Ｊ］．ＩｎｆｅｃｔＩｍｍｕｎ，１９９３，６１（１２）：５０２９５０３４．

［１６］　ＣｈａｉｙａｎａｎＳ，ＧｒｉｍＣ，ＭａｕｇｅｌＴ，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ｃｃｏｉｄ

ｖｉａｂｌｅｂｕｔｎ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ｂｌｅ犞犻犫狉犻狅犮犺狅犾犲狉犪犲［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

ｏｌ，２００７，９（２）：３９３４０２．

［１７］　ＧｈａｆｆａｒＮＭ，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ＰＬ，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ＩＦ．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ａｍｐｙｌ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ｎｂｒｏｔｈ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Ｊ］．Ｆｒｏ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５，６：

６５７．

［１８］　ＳａｌａｍａＮＲ ．Ｃｅｌ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ｓａ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ｌｅｓ

ｓｏｎｓｆｒｏｍ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２０，

５４：１１１７．

［１９］　ＫｒｚｙｅｋＰ，ＢｉｅｒｎａｔＭ Ｍ，Ｇｏｃｉｎｉａｋ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ｃ

ｃｏｉｄｆｏｒｍｓａｓ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ｌｙ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ｉｃ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ｓｔｒａｉｎｓ［Ｊ］．Ｆｏｌｉａ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Ｐｒａｈａ），

２０１９，６４（３）：２７３２８１．

［２０］　ＧｕｏＢＰ，ＭｅｋａｌａｎｏｓＪＪ．Ｒａｐｉ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

狆狔犾狅狉犻ｇａｓｔｒｉｃｍｕｃｏｓ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ｃｋｌｉｎｇｍｉｃｅ［Ｊ］．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０２，９９（１２）：８３５４９．

［２１］　ｖａｎＤｏｏｒｎＬＪ，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Ｃ，ＳａｎｎａＲ，ｅｔａｌ．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ａｌｌｅｌｉｃ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ｖａｃＡ［Ｊ］．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８，

３６（９）：２５９７６０３．

［２２］　ＢｌａｓｅｒＭＪ，ＢｅｒｇＤＥ．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ｒｉｓｋｏｆｈｕｍａ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０１，１０７（７）：７６７７７３．

［２３］　Ｓａｌａｍａ，Ｎｉｎａ，Ｇｕｉｌｌｅｍｉｎ，ｅｔａｌ．Ａｗｈｏｌｅｇｅｎｏｍｅ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ｒｅ

ｖｅａｌｓ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ｍｏｎｇ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ｓｔｒａｉｎｓ［Ｊ］．

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００，９７（２６）：１４６６８１４６７３．

［２４］　刘炯，许国铭，李兆申，等．ｃａｇ致病岛在中国人感染幽门螺杆菌

中的结构特征及分类价值［Ｊ］．中华消化杂志，２００１，２１（８）：４６９

４７２．

［２５］　ＹａｍａｏｋａＹ，ＳａｒｉｂａｓａｋＨ，ＳａｌｉｈＢＡ，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犎犲犾犻犮狅

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Ｊ］．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４，４２（４）：１６４８１６５１．

［２６］　ＧｕＨ．Ｒｏｌｅｏｆ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

犾狅狉犻［Ｊ］．Ｃｕｒｒ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７，７４（７）：８６３８６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０３２９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３０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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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ＹａｈａｓｈｉｒｉＡ，ＫａｕｓＧＭ，ＰｏｐｈａｍＤＬ，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ＯＲ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ｉｎｇｌｙｃａ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Ｊ］．Ｊ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２０２２，２０４（９）：

ｅ００２５２２２．

［８］　ＧｅｒｄｉｎｇＭＡ，ＬｉｕＢ，ＨａｌｅＣＡ，ｅｔａｌ．Ｓｅｌｆ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ｔｓＮａ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ｒｏｌｅｓ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ｗｉｔｈａＳＰＯＲｄｏ

ｍａｉｎ（ＤａｍＸ，ＤｅｄＤ，ａｎｄＲｌｐＡ）ｉｎ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ｃｅｌｌｃｏｎｓｔｒｉｃ

ｔｉｏｎ［Ｊ］．Ｊ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２００９，１９１（２４）：７３８３７４０１．

［９］　ＡｒｅｎｄｓＳＪ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Ｋ，ＳｃｏｔｔＲＪ，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ｎｅｗ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ｓｅｐｔａｌｒ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ｔｈａｔｃｏｎ

ｔａｉｎａＳＰＯＲｄｏｍａｉｎ：ＤａｍＸ，ＤｅｄＤ，ａｎｄＲｌｐＡ［Ｊ］．Ｊ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

２０１０，１９２（１）：２４２２５５．

［１０］　ＳｈａｒａｆＳ，ＨｉｊａｚｉＫ．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ｉｎ

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犿狅狀犪狊犵犻狀犵犻狏犪犾犻狊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ｂｉｏｎｔｓ

［Ｊ］．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２０２２，１１（１）：１５．

［１１］　刘珊．抗牙龈卟啉单胞菌感染治疗的新型药物研究［Ｊ］．中国处方

药，２０２２，２０（４）：１９１１９２．

［１２］　ＺｈａｏＸＤ，ＬｉｕＪＢ，ＺｈａｎｇＣ，ｅｔａｌ．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犿狅狀犪狊犵犻狀犵犻狏犪犾犻狊ｅｘ

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ｓ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ｌｉｔｉｓｖｉａ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犿狅狀犪狊犵犻狀犵犻狏犪犾犻狊ｐｅｐｔｉ

ｄｙｌ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ｄｅｉｍｉｎａｓ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ＪＯｒａｌＳｃｉ，２０２１，１３（３）：３１１

３２２．

［１３］　ＬｉｕＳ，ＢｕｔｌｅｒＣＡ，ＡｙｔｏｎＳ，ｅｔａｌ．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犿狅狀犪狊犵犻狀犵犻狏犪犾犻狊ａｎｄ

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ＣｒｉｔＲｅｖ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２３，１（４）：１１１．

［１４］　ＬｕｎａｒＳＩ，Ｃａｓｃａｌｅｓ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犘狅狉狆犺狔

狉狅犿狅狀犪狊犵犻狀犵犻狏犪犾犻狊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Ｊ］．ＭｏｌＢｉｏｌ，２０２１，４３３（７）：

１６６８３６．

［１５］　ＰｅｒｒｉｃｏｎｅＣ，ＣｅｃｃａｒｅｌｌｉＦ，ＳａｃｃｕｃｃｉＭ，ｅｔａｌ．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犿狅狀犪狊犵犻狀

犵犻狏犪犾犻狊ａｎｄ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

２０１９，３１（５）：５１７５２４．

［１６］　ＸｉｅＭＲ，ＴａｎｇＱＭ，ＮｉｅＪＭ，ｅｔａｌ．ＢＭＡＬ１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ａ

ｖａｔｅｓ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犿狅狀犪狊犌犻狀犵犻狏犪犾犻狊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ｂｙｅｎ

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２０２０，１２６（６）：１５

２９．

［１７］　姚佳倩，吴月波，胡婷婷，等．赤藓糖醇喷砂辅助治疗慢性牙周炎

临床效果及对牙龈卟啉单胞菌的影响［Ｊ］．实用口腔医学杂志，

２０２２，３８（５）：６２３６２７．

［１８］　ＳｍｉｔｈＴＪ，ＦｏｓｔｅｒＳＪ．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ｗ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ａｕｔｏｌｙｓｉｎｓｉｎｍｏｔｈｅｒｃｅｌｌｌｙｓｉ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ｐｏｒ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狊狌犫狋犻犾犻狊１６８［Ｊ］．Ｊ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１９９５，１７７：３８５５３８６２．

［１９］　ＡｌｃｏｒｌｏＭ，ＤｉｋＤａｖｉｄＡ，Ｄｅ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ｉＳ，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

ｄｅｎｕｄｅｄｇｌｙｃａ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ｙＳＰＯＲ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ｅｌｌ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Ｊ］．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２０１９，１０（１）：５５６７．

［２０］　ＰａｚｏｓＭ，ＰｅｔｅｒｓＫ，ＢｏｅｓＡ，ｅｔａｌ．ＳＰ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ａｒ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Ａ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ｎ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

犮狅犾犻［Ｊ］．ｍＢｉｏ，２０２０，１１（６）：ｅ０２７９６２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０４２３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３０７０８

·８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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