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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不同品系大鼠 MPI基因抗原表达数量的研究

马丽颖!刘双环!岳秉飞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北京!"&&&'&&

!!

#摘要$!目的!研究不同品系大鼠 MP"O(MP"[和 MP"U基因表达的抗原总数量#以及在 LU* rP细胞和

LUG rP细胞上表达的数量#为免疫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采集四种品系 [K(NF?/<(_$**(JRM大鼠的静脉

血#制备淋巴细胞#与有荧光标记的单克隆抗体反应#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抗原数量) 结果!发现 MP"O(MP"[和

MP"U基因表达的抗原在不同品系大鼠体内表达的数量不同#其中 _$** 大鼠表达的 MP"O抗原最多#[K大鼠表达

的 MP"[抗原和 MP"U抗原均为最多) MP"O(MP"[和 MP"U基因表达的抗原在 LU* rP细胞和 LUG rP细胞上

表达的数量也不同#NF?/<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原最多# [K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

和 MP"U抗原最多) _$** 大鼠在 LUG r 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原最多$_$** 大鼠在 LUG r P细胞上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最多) 同一品系大鼠之间雌雄动物 MP"O(MP"[和 MP"U基因表达的抗原也不同) 结论!不同

品系大鼠 MP"O(MP"[和 MP"U基因的抗原总表达数量之间差异有显著性#在 LU* rP细胞上和 LUG rP细胞上

表达的数量差异也有显著性)

#关键词$!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MP" 基因$ 疾病模型

#中图分类号$ M$$!!#文献标识码$ O!!#文章编号$"()",)G'(%%&"%&"%,&&&G,&'

>5/' "&3$#(#@A@/<<D@"()"3)G'(3%&"%3&"%3&&$

%TD@>::=454G*0#U>5>+56=E>5=52=GG>@>56*;6&6@;=5:

ZON/,=/D;# NITJ6B.D;,6B.D# T̂+[/D;,YF/

%K.7/5D.0ID<7/7B7F<Y5C_55> .D> UCB;L5D7C50# [F/A/D;"&&&'&# L6/D.&

!!*+<:6@;A6+ !(<K>A6=L>!P5<7B>=76F757.0.-5BD75YFE8CF<</5D 5YMP"O# MP"[.D> MP"U;FDF.D7/;FD</D

>/YYFCFD7C.7<7C./D<# 76F/C.-5BD75YFE8CF<</5D /D LU* r P4F00<.D> LUG r P4F00<# .D> 8C5]/>F<B885C7>.7.Y5C

/--BD505;=CF<F.C46F<@.>674?:! WFD5B<1055> ?.<4500F47F> YC5- 76FC.7<5Y[K# NF?/<# _$**# JRM <7C./D<@

N=-8654=7F<?FCF/<50.7F># .D> CF.47F> ?/76 Y0B5CF<4FD7-.CcFC5Y-5D5405D.0.D7/15>=@P6F.-5BD75Y;FDF.D7/15>/F<?.<

.<<F<<F> 1=Y05?4=75-F7C=@*>:B86:!P6FMP"O# MP"[.D> MP"U;FDF.D7/;FD FE8CF<</5D<?FCF>/YYFCFD7/D >/YYFCFD7C.7

<7C./D<@O-5D;76F-# 76FFE8CF<</5D 5YMP"O.D7/;FD ?.<6/;6F<7/D _$** C.7<# .D> FE8CF<</5D 5YMP"[.D> MP"U;FDF

.D7/;FD<?.<6/;6F<7/D [KC.7<@P6F.-5BD75YFE8CF<</5D 5YMP"O# MP"[.D> MP"U;FDF.D7/;FD<5D LU* r.D> LUG

rP4F00<?FCF.0<5>/YYFCFD7@O-5D;76F<7B>/F> C.7<7C./D<# 76FFE8CF<</5D 5YMP"O.D7/;FD 5D LU* rP4F00<?.<6/;6F<7

/D NF?/<C.7<# .D> 76FFE8CF<</5D 5YMP"[.D> MP"U;FDF.D7/;FD<5D 76FLU* rP4F00<?.<6/;6F<7/D [KC.7<@@P6F

FE8CF<</5D 5YMP"O.D7/;FD 5D LUG r P4F00<?.<6/;6F<7/D _$** C.7<# .D> 76FFE8CF<</5D 5YMP"[.D> MP"U;FDF

.D7/;FD<5D LUG rP4F00<?.<6/;6F<7/D [KC.7<@O6/;6FCFE8CF<</5D 5YMP"O# MP"[.D> MP"U;FDF.D7/;FD<?.<Y5BD>

/D 76F-.0FC.7<76.D /D YF-.0FC.7<5Y76F<.-F<7C./D@!45A8B:=45:!P6FCF.CF</;D/Y/4.D7>/YYFCFD4F<1F7?FFD 76F757.0

.-5BD7<5YFE8CF<</5D 5YMP"O# MP"[.D> MP"U;FDF.D7/;FD</D >/YYFCFD7C.7<7C./D<# .D> .0<5</;D/Y/4.D7>/YYFCFD4F<

1F7?FFD 76F.-5BD7<5Y76F/CFE8CF<</5D 5D LU* r.D> LUG rP4F00</D 76F<FC.7<7C./D<@aBCCF<B07</D>/4.7F76.7/7/<



/-85C7.D7754655<F.88C58C/.7FC.7<7C./D 758C5]/>FCF0/.10F.D> 8C58FCCF<B07</D /--BD505;/4.0CF<F.C46F<@

*M>9 N4@?:+!ZRL$ MP";FDF$ U/<F.<F-5>F0<

!!近交系大鼠应用于科学研究已经近半个世纪#

尤其作为诱导自身免疫性疾病动物模型#为医学和

科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 大鼠的主要组织相容

性复合体%MP"&是决定大鼠免疫遗传品质最主要的

基因群 -%#$. 在免疫应答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MP" 基

因位于大鼠 %& 号染色体上#主要区段有 O([(U和

L9+9Z#其中 MP"O区编码 ZRLI类抗原#MP"[和

MP" U区 编 码 ZRLII类 抗 原# MP"L9+9Z 编 码

ZRLIII类抗原 -*.

) 不同品系的大鼠 MP" 单倍型不

同#目前已知的单倍型有 .(1(4(>(Y(6(c(0(-(D(g(

<(B#MP"O与 MP"[9U的单倍型可以不一致#例如

同 一 品 系 的 大 鼠 可 以 表 现 为 MP"O

> 和 MP"[

.

U

.型 -'#(.

)

有研究表明 ZRL的基因表达产物 ZRL分子

在免疫应答中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ZRLI类分

子的重要生理功能是对 LUG rP细胞的抗原识别

功能起限制性作用#也就是参与向 LUG rP细胞递

呈抗原的过程) ZRLII类分子的功能主要是在免

疫应答的始动阶段将经过处理的抗原片段递呈给

LU* rP细胞 -).

) ZRLII类分子主要参与外源性

抗原的递呈#在一些条件下也可递呈内源性抗原)

根据文献#大鼠 MP" 基因编码 I类和 II类抗原#并

表达于 LU* rP细胞和 LUG rP细胞上#参与机体

抗原识别(提呈(抗原肽合成等相关的免疫应答

反应 -G.

)

本文主要研究 [K9LC"]C%MP"

D

&(_$**9UBLC0]C

%MP"

0]"

&(N+j9LC"]C%MP"

0

&(JRM9K4C0]CJQ%MP"

c

&

四种不同近交系大鼠 MP"%MP"O( MP"[(MP"U&基

因编码的抗原的异同#以及不同 MP" 基因 %MP"O(

MP"[(MP"U&编码的抗原在 LU* rP细胞和 LUG r

P细胞上的表达情况) 为免疫提呈(转运的机理研

究提供必要的依据#便于研究者选择合适的实验大

鼠进行免疫学的深入研究#也为使用大鼠作移植(

疾病模型等免疫相关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J3材料

JOJ3实验动物

[K9LC"]C% MP"

D

&( _$**9UBLC0]C % MP"

0]"

&(

N+j9LC"]C%MP"

0

&(JRM9K4C0]CJQ%MP"

c

&大鼠均购

于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许可证编

号 JLfb%京& %&&%,&&&$) 在使用实验动物的过程

中充分考虑到动物的利益#善待动物减少动物的应

激(痛苦和伤害#尊重动物生命#采取麻醉的方法处

置动物)

JOH3试剂

MP"O,Q+(MP"[,_IPL(MP"U,_IPL单克隆抗体

及 OQL.D7/,C.7LU*(QFCLQ.D7/,C.7LUG.(M[LN=</<

1BYYFC% "&f&( Y05? 4=75-F7C=<7./D/D;1BYYFC购 于

[/5NF;FD> 公司)

H3方法

HOJ3流式细胞仪检测方法

四种品系大鼠分别检测 *& 只#雌雄各半#' 周

龄#饲养于 JQ_环境)

大鼠眼眶内静脉取血#置于肝素钠真空抗凝管

中) "&&

!

N抗凝血中加入相应浓度的荧光标记的

单克 隆 抗 体 MP"O,Q+( MP"[_IPL( MP"U,_IPL# 混

匀#避光反应 %& -/D#加入 % -N红细胞裂解液#避光

反应 "& -/D#$&& ;离心 ' -/D#去掉上清液#加入 "

-NY05?4=75-F7C=<7./D/D;1BYYFC#混匀#$&& ;离心 '

-/D#去掉上清液#加入 &3' -NY05?4=75-F7C=<7./D/D;

1BYYFC#上机检测)

HOH3统计学方法

利用 JQJJ"%3&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经正态性检验证明#实验数据呈偏态分布#因此采

用中位数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P3结果

POJ3不同品系大鼠 0*J+**0JV*0*J2抗原表达

情况

四种不 同 品 系 的 大 鼠 表 达 的 MP"O( MP"[(

MP"U抗原不同#其中 _$** 大鼠表达的 MP"O抗原

最多#JRM大鼠表达的 MP"O抗原最少$ [K大鼠表

达的 MP"[抗原和 MP"U抗原均为最多#而 N?/<大

鼠表达的 MP"[抗原和 MP"U抗原均为最少) 结果

详见表 ")

从表中数据可知四种大鼠表达的 MP"O(MP"[(

MP"U抗原差异均有显著性#Eh&3&&"#其中 _$** 大

鼠表达的 MP"O抗原最多 #(3( %#'3*# #)3$&#JRM大

鼠表达的 MP"O抗原最少 "&3( %"&3$# ""3&&$[K大

鼠表达的 MP"[抗原最多 *G3) %*'3"# '%3&&#N?/<大

鼠表达的 MP"[抗原最少 "G3$%"'3*# %&3*&$[K大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L6/D \L5-8 ZF># UF4F-1FC%&"%#W50@%%@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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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不同品系大鼠 MP"O(MP"[(MP"U抗原表达情况
0;<RJ!+E8CF<</5D 5YMP"O# MP"[#MP"U.D7/;FD</D >/YYFCFD7C.7<7C./D<

抗原 OD7/;FD< [KC.7< NF?/<C.7< _$** C.7< JRMC.7< E值 E].0BF

MP"O

#&3( %#&3&# #"3G&

!

#&3%%G(3'# #%3&& #(3( %#'3*# #)3$& "&3( %"&3$# ""3&& h&3&&"

MP"[ *G3) %*'3"# '%3&& "G3$ %"'3*# %&3*& %"3# %"#3*# %*3*& $"3& %%#3*# $$3*& h&3&&"

MP"U *(3$ %$G3(# '%3%& "#3* %"G3%#%&3*& %"3& %"#3'# %$3(& %#3G %%(3(# $$3&& h&3&&"

注' 表中数据为两次重复实验的平均值)

!

'表中数据为中位数%Q%'#Q)'&

K57F'W.0BF</D 76F7.10F.CF.]FC.;F5YCF<B07<5YFE8FC/-FD7<CF8F.7F> 7?/4F@

鼠表达的 MP"U抗原最多 *G3)%*'3"# '%3&&#NF?/<

大鼠表达的抗原最少为 "#3*%"G3%#%&3*&)

POH3不同性别 V$大鼠 *0J+**0JV**0J2抗原

表达情况

[K雄性大鼠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均高

于雌性#结果详见表 %)

表 H!雌性和雄性 [K大鼠 MP"O(MP"[(MP"U抗原表达情况
0;<RH!+E8CF<</5D 5YMP"O# MP"[# MP"U

.D7/;FD</D -.0F.D> YF-.0F[KC.7<

抗原

OD7/;FD<

雌性 _F-.0F 雄性 Z.0F

E值

E].0BF

MP"O

#&3' %G#3## #%3$&

!

#&3G %#&3&# #"3*& &3)G

MP"[ *'3" %*$3## *(3(& '%3& %'"3&# '$3%& h&3&&"

MP"U $G3( %$)3)# *&3%& '%3% %'%3&# '$3*& h&3&&"

注'表中数据为两次重复实验的平均值#

!

'表中数据为中位数%Q%'#

Q)'&

K57F'W.0BF</D 76F7.10F.CF.]FC.;F5YCF<B07<5YFE8FC/-FD7<CF8F.7F>

7?/4F@

!!从表中数据可知 [K大鼠表达的 MP"O抗原雌

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而雌性和雄性大鼠表达的

MP"[(MP"U抗原之间差异有显著性#Eh&3&&"#其

中雄性大鼠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均高于雌性

分别为 '%3& %'"3&# '$3%&和 '%3% %'%3&# '$3*&)

POP3不同性别 ,>N=:大鼠 *0J+**0JV**0J2抗

原表达情况

NF?/<雄性大鼠表达的 MP"O(MP"[和 MP"U抗

原均高于雌性#结果详见表 $)

表 P!雌性和雄性 NF?/<大鼠 MP"O(MP"[(

MP"U抗原表达情况
0;<RP!+E8CF<</5D 5YMP"O# MP"[# MP"U

.D7/;FD</D -.0F.D> YF-.0FNF?/<C.7<

抗原

OD7/;FD<

雌性

_F-.0F

雄性

Z.0F

E值

E].0BF

MP"O G(3' %G'3*# G)3'& #&3G %#&3&# #"3*& h&3&&"

MP"[ *'3" %*$3## *(3(& '%3& %'"3&# '$3%& h&3&&"

MP"U $G3( %$)3)# *&3%& '%3% %'%3&# '$3*& h&3&&"

注'表中数据为两次重复实验的平均值#

!

'表中数据为中位数%Q%'#

Q)'& )

K57F'W.0BF</D 76F7.10F.CF.]FC.;F5YCF<B07<5YFE8FC/-FD7<CF8F.7F>

7?/4F@

!! 从表中数据可知 NF?/<大鼠 表 达 的 MP"O(

MP"[(MP"U抗原之间差异均有显著性#Eh&3&&"#

其中雄性大鼠表达的 MP"O(MP"[和 MP"U抗原均

高于雌性分别为 #&3G %#&3&# #"3*&#'%3& %'"3&#

'$3%&和 '%3% %'%3&# '$3*&)

POQ3不同性别 -PQQ 大鼠 *0J+**0JV**0J2抗

原表达情况

_$** 雌性大鼠表达的 MP"O抗原高于雄性#雄

性大鼠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均高于雌性$结

果详见表 *)

表 Q!雌性和雄性 _$** 大鼠 MP"O(MP"[(

MP"U抗原表达情况
0;<RQ!+E8CF<</5D 5YMP"O# MP"[# MP"U

.D7/;FD</D -.0F.D> YF-.0F_$** C.7<

抗原

OD7/;FD<

雌性

_F-.0F

雄性

Z.0F

E值

E].0BF

MP"O #)3$ %#)3&# #)3'& #'3* %#'3%# #(3"& h&3&&"

MP"[ "#3* %"#3%# "#3(& %*3* %%$3## %*3(& h&3&&"

MP"U "#3' %"#3*# "#3)& %$3( %%$3"# %$3G& h&3&&"

注'表中数据为两次重复实验的平均值#

!

'表中数据为中位数%Q%'#

Q)'& )

K57F'W.0BF</D 76F7.10F.CF.]FC.;F5YCF<B07<5YFE8FC/-FD7<CF8F.7F>

7?/4F@

!!从表中数据可知 _$** 大鼠表达的 MP"O( MP"[(

MP"U抗原之间差异均有显著性#Eh&3&&"#其中雌性

大鼠表达的 MP"O抗原高于雄性#为 #)3$ %#)3&#

#)3'&#雄性大鼠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均高于雌

性分别为 %*3* %%$3## %*3(& 和 %$3( %%$3"# %$3G&

POS3不同性别 &"*大鼠 *0J+**0JV**0J2抗

原表达情况

JRM雌性大鼠表达的 MP"[抗原高于雄性#而雄

性表达的 MP"U抗原高于雌性) 结果详见表 ')

表 S!雌性和雄性 JRM大鼠 MP"O(MP"[(MP"U抗原表达情况
0;<RS!+E8CF<</5D 5YMP"O# MP"[# MP"U

.D7/;FD</D -.0F.D> YF-.0FJRMC.7<

抗原

OD7/;FD<

雌性

_F-.0F

雄性

Z.0F

E值

E].0BF

MP"O "&3( %"&3$# ""3"& "&3( %"&3*# ""3&& &3))

MP"[ $$3* %$%3(# $$3(& %#3* %%#3$# %#3'& h&3&&"

MP"U %(3( %%(3$# %(3#& $$3& %$%3)# $$3%& h&3&&"

注'表中数据为两次重复实验的平均值#

!

'表中数据为中位数%Q%'#

Q)'& )

K57F'W.0BF</D 76F7.10F.CF.]FC.;F5YCF<B07<5YFE8FC/-FD7<CF8F.7F>

7?/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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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W!不同品系大鼠 LU* rP细胞表达 MP"O(MP"[(MP"U抗原情况
0;<RW!+E8CF<</5D 5YMP"O# MP"[# MP"U.D7/;FD<5D LU* rP4F00</D >/YYFCFD7C.7<7C./D<

抗原 OD7/;FD< [K NF?/< _$** JRM E值 E].0BF

LU* rPMP"O

*"3%$ %$#3()# *"3)G&

!

'$3"( %'%3'&# '*3%#& *)3G& %*'3&G# *#3#$& '3$" %*3)$# (3$*& h&3&&"

LU* rPMP"[ "3*( %"3$*# "3(%& &3'G %&3*## &3)&& &3*" %&3$&# &3'$& &3)( %&3('# &3#G& h&3&&"

LU* rPMP"U "3%% %"3&G# "3$#& &3%G %&3%%# &3$%& &3$" %&3%*# &3$(& &3*' %&3$## &3'%& h&3&&"

注'表中数据为两次重复实验的平均值)

!

'表中数据为中位数%Q%'#Q)'&

K57F'W.0BF</D 76F7.10F.CF.]FC.;F5YCF<B07<5YFE8FC/-FD7<CF8F.7F> 7?/4F@

表 X!不同品系大鼠 LG rP细胞表达 MP"O(MP"[(MP"U抗原情况
0;<RX!+E8CF<</5D 5YMP"O# MP"[#MP"U.D7/;FD<5D LUG rP4F00</D >/YYFCFD7C.7<7C./D<

抗原 OD7/;FD< [K NF?/< _$** JRM E值 E].0BF

LUG rPMP"O

#3"* %G3'"# #3#(&

!

"G3*G %")3#'# "#3"*& %$3(* %%%3#%# %*3")& $3"# %%3*)# $3GG& h&3&&"

LUG rPMP"[ &3%$ %&3")# &3%*& &3%# %&3%&# &3$$& &3'( %&3'*#&3'#& &3$* %&3%## &3*$& h&3&&"

LUG rPMP"U &3%& %&3"(# &3%)& &3%' %&3%$# &3%)& &3)* %&3(&# &3#G& &3*& %&3$)# &3**& h&3&&"

注'表中数据为两次重复实验的平均值)

!

'表中数据为中位数%Q%'#Q)'&

K57F'W.0BF</D 76F7.10F.CF.]FC.;F5YCF<B07<5YFE8FC/-FD7<CF8F.7F> 7?/4F@

!!从表中数据可知 JRM大鼠表达的 MP"O抗原

雌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而雌性和雄性大鼠表达的

MP"[(MP"U抗原之间差异有显著性#Eh&3&&"#其

中雌性大鼠表达的 MP"[抗原高于雄性为 $$3*

%$%3(# $$3(&#而雄性表达的 MP"U抗原高于雌性

为 $$3& %$%3)# $$3%&)

POW3不同品系大鼠 !2Q Y0细胞表达 *0J+*

*0JV**0J2情况

NF?/<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

原最多# JRM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

抗原最少$[K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

和 MP"U抗原最多# _$** 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

达的 MP"O抗原最少$NF?/<大鼠在 LU* rP细胞上

表达的 MP"O抗原最少) 结果详见表 ()

从表中数据可知'在 LU* rP细胞上四种品系

大鼠表达的 MP"O(MP"[(MP"U抗原差异均有显著

性#Eh&3&&"#NF?/<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原最多#为 '$3"( %'%3'&# '*3%#&#JRM大

鼠在 LU* r 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原最少#为

'3$" %*3)$# (3$*&$[K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

达的 MP"[和 MP"U抗原最多#分别为 "3*( %"3$*#

"3(%&和 "3%% %"3&G# "3$#&#_$** 鼠在 LU* rP细

胞 上 表 达 的 MP"O 抗 原 最 少# 为 &3*" % &3$&#

&3'$&$NF?/<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

抗原最少#为 &3%G %&3%%# &3$%&)

POX3不同品系大鼠 !Z Y 0细胞表达 *0J+*

*0JV**0J2情况

_$** 大鼠在 LUG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

原最多# JRM大鼠在 LUG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

抗原最少$_$** 大鼠在 LUG r P细胞上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最多# [K大鼠在 LUG rP细胞

上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最少) 结果详见表 ))

从表中数据可知'在 LUG rP细胞上四种品系

大鼠表达的 MP"O(MP"[(MP"U抗原差异均有显著

性#Eh&3&&"#_$** 大鼠在 LUG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原最多#为 %$3(* %%%3#%# %*3")&#JRM大

鼠在 LUG r 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原最少#为

$3"# %%3*)# $3GG&$_$** 大鼠在 LUG rP细胞上表

达的 MP"[和 MP"U抗原最多#分别为 &3'( %&3'*#

&3'#&和 &3)* %&3(&# &3#G&) [K大鼠在 LUG rP

细胞上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最少#分别为

&3%$ %&3")# &3%*&和 &3%& %&3"(# &3%)&)

Q3讨论

大鼠在生物医学中应用广泛主要用于药物学

研究(肿瘤研究(营养(代谢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

研究和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研究等 -).

)

大鼠在诱发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模型中应用极

其广泛#如 I型糖尿病模型#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

髓炎模型 -G. 等) 对不同品系的大鼠研究发现#[K

大鼠 易 患 P6% 细 胞 介 导 的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 如

R;L0

%

诱导的肾炎#而 N+j 大鼠易患 P6" 细胞介导

的疾病如 Z[Q诱导的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

进一步的实验表明 [K大鼠表达的 LUG rP细胞比

N+j大鼠表达的少#因此在 N+j 大鼠体内 LU* r

P9LUG rP的比例要高于 [K大鼠 -#.

) MP" 基因复

合体是大鼠参与免疫反应最主要的基因群#其中

MP"O(MP"[和 MP"U基因区段主要编码 I类抗原

和 II类抗原 -"&.

) I类基因具有较强的多态性#并高

表达于几乎所有的细胞表面#主要表达于 P淋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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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表面 -"".

)

本研究结果发现 MP"O(MP"[和 MP"U基因表

达的抗原在不同品系大鼠体内表达的数量不同#其

中 _$** 大鼠表达的 MP"O抗原最多#JRM大鼠表达

的 MP"O抗原最少$ [K大鼠表达的 MP"[抗原和

MP"U抗原均为最多#而 NF?/<大鼠表达的 MP"[抗

原和 MP"U抗原均为最少)

同一品系大鼠之间雌雄动物 MP"O(MP"[和

MP"U基因表达的抗原也不同#[K雄性大鼠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均高于雌性$NF?/<雄性大鼠表

达的 MP"O(MP"[和 MP"U抗 原 均 高 于 雌 性$ 而

_$** 雌性大鼠表达的 MP"O抗原高于雄性#雄性大

鼠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均高于雌性$JRM雌

性大鼠表达的 MP"[抗原高于雄性#而雄性表达的

MP"U抗原高于雌性)

MP"O(MP"[和 MP"U基因表达的抗原在 LU*

rP细胞和 LUG r P细胞上表达的数量也不同)

NF?/<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原最

多# JRM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O抗原

最少$[K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最多# _$** 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达

的 MP"O抗原最少$NF?/<大鼠在 LU* rP细胞上表

达的 MP"O抗原最少) _$** 大鼠在 LUG rP细胞

上表达的 MP"O抗原最多# JRM大鼠在 LUG rP细

胞上表达的 MP"O抗原最少$_$** 大鼠在 LUG rP

细胞上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最多# [K大鼠在

LUG rP细胞上表达的 MP"[和 MP"U抗原最少)

本研究主要对不同品系大鼠 MP"O(MP"[和

MP"U基因抗原的表达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

究#分别阐述了三种基因表达的抗原在不同品系大

鼠体内的总表达数量#同一品系大鼠雌雄之间表达

的异同#以及不同品系大鼠三种基因的抗原在 LU*

rP细胞和 LUG rP细胞上表达的异同#从而为相

关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数据和依据#也为今后的免疫

学模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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