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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奠 

3 3．|。 

本文用超薄切片 电镜技术对水痘一带状疱疹期毒 (VZV)分离株J J的核衣亮进行 了 

形态学研究。结果表明，在期毒蒜染后 s小对即可观察到细监桂内大量 的病毒棱心相关 

颗粒和少量核衣壳。在细胞核内和细胞浆内均可见到病毒基厨或毒浆结构。VZVJ J株具 

有三种类型的核表壳，命名为 A型、B型、c型核衣亮。A望具有龟子致密按心，B型的 

核心呈颗 粒状 ，c型 具有 龟子透 明核心。三 种核衣亮 大小一 致，直 径，5一 lOOnm，核心为 

35--55nm。将VZV的核衣壳与疱疹病毒科其它成员作了比较分析，并对备种棱表亮在病 

毒成 热过程中 的作用 进行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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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一带状疱疹 病毒 (VZV)又称疱疹 病毒 3型，除了能引起水痘和带状疱疹外， 

还能引起脑炎和先天性感染。对VZV地方株核衣壳的形态结构进行细致 的研究，有助于 

VzV的鉴定和阐明VzV的繁殖机理和致 病机理 ，并为 VZV感染的诊断、预防、治疗打 

下基 础。 

目前，对疱疹病毒科中其它病毒核衣壳的形态结构已有报道⋯ ， 但对VZV棱衣 

壳的形态结构未见专门详细报道。 我们用超薄切片电子显微镜技术对分离的VZV J 株 

进行了观察研．宄，发现VZV J 具有三种基本类型的按衣壳。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细臆 Hep一2细胞 由山东省 卫 生 防疫 站提供 ，按常 规培 养侍代 【sl 

二、扁毒 VZV J1株由本室分离【‘J，在HeP一2细胞上传代。 

本文：~1992年 3月25日收到，7月14日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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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本 收集 取滴度为 10 sTCIDS0／ml~VZV Jl悬液0．5ml，接 种于生长狂盛 的 Hep一2细 

胞，加足维 持液 37℃培养 ，分 别于 惑染后 5、 10、15、20、30、40、s0、60、70、80h~ ,， 弃 

摊持液，加入 2嘶戊=醛同定， 4℃保存备用。 

四、电麓样品崩备爰魂亲 各时间收集的标本用 PBs洗涤后用锇酸同定，逐级乙醇脱水 ，用 

Epon812树脂包埋，超薄切片，切片厚度~50oA。常规染色，电镜观察，拍照记录。 

结 果 

~ vz．v 5h后，即可在少数细胞核内见到大量的圆形电子致密颗粒，大小较一 

致，但致密度有所差别，称为病毒核心相关颗粒。细胞核内和细胞浆内均可见到宠大的 

圆形或椭圆形 ．电子致密度较低的结构，其内部由于电子致密度的差异略呈条纹状或阿 

状，称为病毒基质或毒浆结构 (图 1)。极少数细胞核内和细胞浆内可见到核农壳，细 

胞浆内和细胞外可见少数完整的病毒颗粒。1oh后大多数细胞核和细胞浆内可见到核农 

壳。 

椭圆形病毒基磺或毒浆结构 (×40，000)a 

Fig I
． 

H。p 2 c 1日 inft ct ed with VZV ，1 fo r 5h at 3T℃
． Nucl⋯ (Nu) d~mon stra— 

t⋯ 1_ g。n amber of i 1 ⋯ e—relat ed pa~tl~les which _ere mur rouded by 

⋯ 】liptic“ Tim atiiI⋯ ireplant(×40·O00)． 

现将VZV核表壳的形态结构描述如下。 

一

、 核内核衣 壳的形态特征 

在感染VZV J 的细胞内可见到三种核衣壳。 

1． 具有电子致密核心的核衣 壳 (A型核表壳 )： 此类核表 壳具有电子致密的核心 

(图2A)，核心的形状有较大差异，大 多数呈圆形或椭圆形 ，少数呈不规则状。核心直 

径 35--55nm，核衣壳 75—100nm。 这类核表壳约占全部数量的 3O 左右，晚期较多 

见。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王志玉等 水痘一带捩庖峦病毒分离株核表壳的形态特征 4 1 

2． 具有颗粒状核心的核衣壳 (B型核衣壳 )t此类核衣壳数量多于A型核衣壳 ，约 

占45 左右。核心呈颗粒状，大小较均一，常见3— 5个颗粒分布在核衣壳的中央 (图 

2B)，电子致密度小于 A型核衣壳 ，核衣壳大小同 A型核衣壳。 B型核衣壳中期较常 

见。 

图 2 Hep-2细胞感染VZV Ii 37℃培养60h。棱内可见具有电子致密核-G(X) 

颗粒状核心 (B) 电子透明核心 (c)的核表壳和有包睫的A型核表壳 

(长 箭头 )(×40．000)。 

Fi5 2． Hep-2 ~ells i ected itR VzV Il for ∞ h Bt 3T℃
．
Nu l⋯ ‘一 

P$id自with d en|c co re8(^)， PRrlicI e-sh Ped COre日(B) _Ⅱd 

Iigbl core自(c)tnd enve]oped den sceored ~apsids(1ong l r~ow) 

-re sm  IⅡ th Ⅷ Ieu日(x40，000)． 

3． 具有 电子透明核心的核衣壳 (C型核衣壳 )t这类核衣壳相对数量最少，约占 

全部核衣壳的 25 ， 整个感染期间数量较恒定，晚期稍多。 C型核衣壳似无核心结构 

(图2c)，仅由衣壳构成，壳壁厚约10nm，但Perdue等  ̈证明马疱疹病毒 (EHV)此类核 

衣壳毋有少量DNA存在。c型核衣壳大小同A、B两型核衣壳。 

二 细胞浆内核衣壳的形态特征 

在细胞浆中也可见到大量核衣壳，其大小、形态 种类类似于细胞核中的核衣壳， 

但有 自己的特点t 

1． 三种核衣壳在细胞浆中的比例不同于细胞按内的比例：细胞浆内核衣壳A I B t 

C为60 l 10 l 30，邵A型占多数，而B型则少见 (图3)。 

2． 形态上的差异t细胞浆内A型核衣壳的核心大小差异更 明显， 

(图3A)。 

3． 数量分布上的差异t绝大部分细胞核的切面上可见到核衣壳， 

切面的细胞浆中可见到核衣壳。 

核心常位于一侧 

而只有少数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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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ep一鹚B胞感染VzV．11 37℃培养1曲。胞浆 (cY)内也可见到^，B、c 

三种核表壳和有瑛^型核衣壳 (长箭头)(X40，000)。 

F g 3． H p一2 cells infected with V ZV J1 for h at 37℃ ．Th r ee 。P— 

eci f Due Ⅲ ‘p ids (^．B t日d c) -Ⅱd⋯  l ped dense— 

c0 r ed cup sids (】0。s~rrow) 4⋯ l⋯  i n the cytoplasm 

(CY)(×40，000)． 

讨 论 

一

、 与其它疱疹 病毒核衣壳的比较 

Miehall L Pcrduc等” 根据核衣壳在Renografin一76密度梯度中密度的不同 ，将 E— 

HV的核衣壳分成三种，即轻型 (L)、 中间型 (I)、重型 (H)。Atkinson M．A等 

根据电镜下形态将单纯疱疹 病毒 (HSV)核衣壳也分成三种类型 ，即空心型 (E)、部 

分致密型 (P)、致密型 (D)。我们观察到的VZV J，株在Hep一2细胞中产生的核衣壳 

的类型和特征类似于上述三种核衣壳。A型相当于H(D)型，B型相当于 I(P)型，C 

型相当于L(E)型。但来见到 I型中具有四角星状核心的核衣壳，这是否表 明两种疱疹 

病毒在形态上存在着差异，还需进一步研究才能证实。HsV感染的细胞核内L t I t H之 

比为l0{45 I 45,而VZ~Jl株则为25 I 45：30,此种差异的意义尚不清楚。 

在感染VZV J一株的细胞核内可观察到大量圆形电子致密颗粒，其大小比A型棱衣壳 

中的核心大，但其致密度和形状与核 L,tl~似，提示与病毒核心的形成有关。胞桉内和胞 

浆内的毒浆结构，其内部电子致密度不均一，并隐约可见一定的结构，某些毒浆结构可 

见处于不 同阶段的核衣壳，周围常伴有成熟的核衣壳 提示此结构与病 毒衣 壳形 成有 

关。 有人认为，它就是 “病毒工厂” ，要证明这一点，尚需作免疫学试验，这一现象未 

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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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kinson M A等 认为，不同的疱疹病毒及其变异株在繁殖过程中所产生的核衣 

壳类型、数量、比例、分布均有所差异，这可 以作为鉴别其病毒株的标准之一。 

二、在 病毒复制过程中不 同类型核衣壳之间的关系 

Perdue M L等 对EHV的L、I、H三种核衣壳的生化研究表明，L、l两型具有相 

同的氨基酸组成，而H型含有更多的赖氨酸，谷氨酸， 丝氨酸， 和有包 膜的病 毒颗粒 

更接近。此类氨基酸以聚体的形式折选和包裹DNA。三种核衣壳的 DNA密度和大小与 

有膜 病毒颗粒的DNA一致。I和H型致排出核外参与病毒成熟过程，而L型在整个感染过 

程滞留在核内，被认为是病毒装配的副产物。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感染的晚期，细胞内 

A型核衣壳增多，而B型减少，可能与病毒DNA插入 型核衣壳有关，从而导致核心电子 

密度增大，转变为A型。因此，A型增多，B型减少，B型可能就是A型的前体。成熟的 

VZV病毒颗粒的核衣壳绝大部分为 A型也支持这一观点。C型核衣壳数 量相对衡定，逸 
一 现象与L(E)型为副产品之说相一致。 

通常认为，DNA病毒 (痘 病毒和虹病毒例外 )的核衣壳在核内装配，通过核膜芽生 

获得包膜。我们发现细胞浆内也存在大量核衣壳，这是否提示VZV存在着细胞浆内装配 

途径，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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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ucleocapsids 

of Varicella—Zoster Virus Strain J1 

W ang Zhiyu Wang Gulting Han SMile 

(D e越 of Vir Ogy-Shandong M edical Uni~er sity， Jina"- 2 50 u12) 

Wang Shaojun S ong Weitao Xei Weizhang 

(H ea?th and A砒i—E demic Centre of Shandong ro i“ce linn“ 2S~614) 

The nucleocapsids of varieella-zoste r vi ru s(VZV )st rain J1 isolated by 

Dr．Han Shi—jie et a1 in Jinan in 199 0 we re studied with eleetTon microse一 

0p · 

Three distinct species of nucleocapslds of VZV strain 儿 ． designated As 

eithe r A。 B or C on the basis of thei r elcct ron densities。 we rc characteri— 

zed． Type A， B and C nucleocapsids possess a densely stained co re，particle— 

shaped core and light or em pty core re spectively． 

The nueleoeapsid s a re 75-- 100nm and cores are 35— 55Ⅱm in diameter
．  

All the th ree species we re not only seen in nuclei hut also in cytoplasms
． 

At the sallle time，vir omatriees or Viropla sts which are possibly made of vi— 

ral capsomeres。 we re observed in npclei and ：ytoplasms． 

All the specie s appeared at 5h P ostinfection and the ratio of A l B I C 

was 30 l 45 I 25 in nuclei and 60{10 l 30 in ytoplasms． The relationship 

am ong them and thei r role s in vi ral m atu ration P rece ss were discussed
． 

Based on the evid ence accumulated in this stud Y and previou s data
，
the 

nucleocap sid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herpesvi ruses
． 

K ey w ordsl Varieella—Zester Virus Nucleocap sid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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