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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利用超薄切片电子显徽镜技术对本室分离的风疹病病毒(RV)J ，株在 BHK2 细胞中的 

形态及形态发生过程进行了研究，同时与 RV标准野毒株 Cos一10作 了比较。结果表明．RV J 

株感染 BHK2 细胞后 6 h开始于细胞装内观察到病毒颗粒．96 h达到高峰。病毒颗粒呈 圆形。有双 

层脂质包膜包绕．直径45～75nln．桩衣壳25～35 n 细胞浆内见到大量病毒相关颗粒．直径 20 

～ 30 nm。病毒包膜来自于细胞浆中的空泡膜或细胞膜。被RV感染的细胞浆中还观察刊。繁殖复 

合体 ．由膜性结挎包绕着许多类似病毒颗粒的囊泡构成。两株 RV在形 态与形态发生方面未 发 

现 差异 。 

关键词风疹病毒 芝查兰： 查茎 电子显徽镜检查 ， 肱 
风疹病毒(Rubella Virus，RV)是披膜病毒科风疹病毒属中的唯一成员，但不同株间在生 

物学特性、结构蛋白的氨基酸顺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I1-31。 

RV JR 株是从济南地区风疹病人中分离出的野毒株之一HJ，它具有与标准野毒株 Cos— 

l0不同的特点，被认为是强毒株之一。 

我们虽曾对 JR2 和 Cos一10进行过一系列 比较研究，但许多方面 尚未 明了。本研究对两 

株病毒在 BHK21细胞中的形态发生过程进行了较细致 的观察研究，以便对 JR23株有更全面的 

了解，更好地控制 RV在本地区的流行。 

迄今为止，国内有关 RV的形态学与形态发生学未见报道。国外虽有人涉及此领域，但未 

见有人利用 BHK2l细胞在这方面进行详细的研究，而我们对本地分离的 RV JR”株进行此领 

域的研究更具有特殊意义。 

材料与方法 

1 细胞 BHK2．细胞引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接本室常规培养传代⋯。 

2 病毒 RV JRz~g由本室分离 ．RV Cos一10株由浙江医科大学传染病研究所提供，滴度分别为 106 

TCID／mL和 106 TCID3o／mL，均在 BHKzl细胞上传代 。 

3 标本收集 取滴度为 106TCIDso／mL的 RV悬液 0．5mL．接种于生长 旺盛的 BH 1细胞．加足维持 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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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培养。分别于感染后 6、12、24、48、72、96、144、168 h取出，弃维持 液，用 PBS洗涤后，将 细隐刮于离心管 

中，1500drain离心 5--10rain．弃上清，加入适量 2 5％的戊二醛固定，4℃保存备用。 

4 电镜样品钥备及观察 各时问收集的标本用 PB,S洗涤后用锇魏 固定，逐级 乙醇脱水．用 Epon812树脂包 

埋，超薄切片．切片厚度为 500^。常规染色，于 JEM一1200EX电镜下观察，拍照记录与分析。 

结 果 

1 RV JR23株和 RV Cos一10株的形态观察 

两株 RV在电镜下形态相似，呈圆形或椭圆形．核衣壳电子致密度较高，直径 25～35 nrn， 

外面由双层脂膜包绕，膜表面隐约可见突起。有包膜的病毒颗粒直径 45--75ⅡIn(图 1)。有时 

可见膜不完整病毒(图 1)和大量核心样电子致密颗粒，直径 20--30 nnl，呈无规则排列(图 2)， 

称作核心相关颗粒。 

图 1 RV JR∞椿尊染 BHK 细囊 96 h。细囊装内可见大 

量病毒颗粒。A 完整病毒；B茌表壳样结构 ；C．破 

碎病毒；D，双层臃结构 。横杠 100ilmao 

Fig 1 Bf．Kn cell~kure inlet'ted with tltlb~ l 

(RV)Jl 甜ra_mfor 96 htmrs．Am皿b叮of viriot~ 

wm  oim~rved in the q^0 asm．A．Intact virion‘ 

B d— lib stlruet~ C Bl ；D 

Doubtela~redmemlmme~tntcrutre． 

Bar：l00一  

图2 BHK2_细囊盛橐 RV JR 辟 96 h。缉童装内可见大 

量电子聋 密囊粒 (A)和散在病毒囊粒 (B) 横杠 

20O ilmao 

2 B眦 2l inft*-ted withRV J ／or 96 

htmrs．A l ge numberd deetr~ 一 dcⅡ p日ft_d∞ 

(A)and afE_ F 啦 (B)wereoim~rvedintlm 

—路m 

Bar：2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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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BHx2-细囊盛染 RV】R∞株 96 ho可见细矗外病毒 

和正在芽生的病毒(蕾头)。曩扛 2舯 nm。 

3 B[-IK21枷 cz4mre"  - RV JR23 

r 96 h邮 ．Vh~ons out of。dk were bud— 

di h— c membrane(町呷 )． 

Bar：100 nm 

图4 细囊扁染RV】R 株72 ho绸囊装内可见由 

赓性结搀(长蕾 )包缘许 多囊j皂(短蕾头)构成的 

。鼍殖复台佯 。横扛200硼 。 

4 B[-IK21捌 cuhure with RV 】R23 

虻rt．m h  72 hours． R印 砒i∞ 叩m e撼  tom- 

p d Y 1 b ( 哪 铽嗍 j) 押d 

m∞ |孤I ( ~ ows)couldbe l_Ⅲthe 

Db 

： 枷 l 

2 RV JR∞株和 RV G0s一10株的形态发生过程 

RV感染 BI-IK~．细胞6h后，细胞浆内开始出现病毒颗粒， h开始增多，72h时几乎每个 

细胞内均可观察到病毒颗粒，96 h时达到高峰，细胞内外均可见到大量完整的病毒颗粒(图 1， 

3，6)。病毒包膜来自空泡膜或细胞膜，通过芽生方式获得(图3，6)。因此，细胞浆的空泡内往 

往聚集大量病毒(图 1)，细胞外的病毒也有一定的聚集性(图 3，6)．提示病毒通过一定途径释 

放于细胞外。 

在 P．V感染的细胞浆中还观察到“繁殖复合体”，由腠性结构包绕着许多类似病毒颗粒的 

囊泡构成(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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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BHK2I细电感染 RV Cos—l0株 48 h。l一融浆内可见 

。繁殖复音悻”(箭头)。横杠：200 r皿。 

F 5 BHK21 cell cultm~ infected with RV Cos一 10 

strain 艚 hOUt~．”Re kdt；0n∞ll如 ”(丑|t删 ) 

∞uId be seen in the t叩 hHn．Bar：200 T皿  

图6 BHK 细胞培染 RX G Iu件 9h h 圳胞I障表面和 

缉胞补可见到许多完整病毒囊粒，并可见正在芽生之 

病毒 (箭头)。横杠：2OO r皿。 

Fig 6 BI'IX21 cell culture Wills infected with RV C,cs— l0 

smdn 96 horns ‰ y vh_棚 could be sere 册 the 

∞Ⅱsurhcen dout of celgs．∞ e。fwhich budding 

fr。m cdl membrmm (aI )． 

Bar⋯20O 

讨 论 

BHK2。细胞是 RV的敏感细胞之一，RV可增殖到很高滴度。JR23株和 Cos一10株均能引 

起细胞产生病变，但前者致病能力更强，病变出现早，且能致细胞融合⋯。JR23株在 BHK2I细 

胞中的形态发生过程一无所知。 

本研究表明，JR 株有与 Cos一10株相同的形态及形态发生过程，其核衣壳只有一种类 

型。病毒颗粒的数量随感染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多，于 96 h达到高峰。这一结果与生长曲线基 

本一致 ，但此时细胞病变(CPE)却不十分明显，而是 120h才出现明显的 CPE。 

Lee等于 RV Pu【岫m株感染的 Veto细胞中发现了大量的“繁殖复合体”，且出现于病毒感 

染的早期。BHK2，与 Vero属于产生高滴度 RV 的两种 细胞 系。RV JRz3和 Cos一10感 染 

BHK2，细胞后也出现所谓的“繁殖复合体”，但其形成过程及其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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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的包膜来源于细胞浆中的空泡膜或细胞膜，提示不同病毒颗粒的包膜来源不同，其化 

学成分的种类 、含量、比例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其中病毒基因编码的糖蛋白E 和 含量 

是否也存在着差异，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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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rphology and M orp hogenesis of the Isolated 

Strain of Rubella Virus in BHK21 Cell 

W ang Zhiyu Song Yanyan W ang Guiting Yao Ping Xu Hong zhi 

(Dept．o／Virology．ShandongMedical University，Jinan 250012) 

Uhrathin secction electron microscop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morphdogy and morpho— 

genesis oftubeUa virus(RV)JR23 andCos—l0 strainsinBHK2l cells andits effectson。ellular 

ahrastructures．1’he ras-xdts showedthat virions were observed inthe cytopla．ma at 6 h postltdec— 

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enveloped virions were seen at 96 h postinfection．The virlon WaS 

spherical，45 tO 75 ntn in diameter，with a 25～35 nm electron-derise core eovered by a double～ 

layered loose envelope．A numbers of mng tdy spherical electron—dense particles．20-- 30 nnl in 

diameter，could be seen in the cytoplasm．The virtm诗as enveloped by budding through cytOplas— 

mie or vacuole membrane．There was llO difference be tween the tWO strains  in the morphology 

and mo rp hogen asis．
，  

Key words Rubella virus，M orp hology．Mns phogenesls，Electron m 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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