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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匡鞫(Tupaia)是 一种在生物 医学研 究 中很有 应 

用价值的新型实验动物，其分类尚有争议，有人认为 

是食虫类，有人则将之列为低等灵长类，还有人认为 

树鳓是一个独立 目的，称为攀鼢 目(Scandentia)⋯， 

但目前基本定为低等灵长类。由于其具有体积小， 

类似松鼠，比较容 易饲养和操作，管理方便，繁殖力 

高，廉价经济等优点，树鼢存在多种 自发性疾病，对 

多种病毒易感，而且其进化程度高，新陈陈谢和大体 

解剖与人较为接近，因此其作为较理想的实验动物， 

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医学与生物学的研究中。在病 

毒学方面，树匡鞫不但被用作疱诊病毒、腺病毒、EB病 

毒、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轮状病毒的研究L2 J，而且 

还用于流感病毒、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基孔肯雅病 

毒等研究。本文仅就树匡鞫在病毒学方面的应用概况 

作一介绍 。 

1 轮状病毒 

轮状病毒是秋冬婴幼儿胃肠炎的主要病原。该 

病毒难以在常规细胞培养中繁殖，限制了对它的深 

入研究。万氏等[ ]用含有轮状病毒的患儿的粪便 

灌注给笼养成年树鼢，观察其发病情况、病理学、病 

原学和血清学改变。结果证明，成年树昏I句感染 了人 

轮状病毒，其可能是一种人轮状病毒易感 的动物。 

此研究有助于轮状病毒性感染的发病和免疫机理、 

药物筛选以及疫苗制备和检定的研究，从而加快控 

制轮状病毒感染的进程。万 氏等 J通过进一步 的 

实验研究，证实成年的中国云南树鼢对人轮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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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 。 

为了寻找理想的抗轮状病毒的药物，庞氏等[5] 

利用树匡鞫这一实验模型进行中草药实验治疗轮状病 

毒肠炎的研究，证明“秋泻灵”疗效优于口服补液盐。 

此后云南省小儿腹泻防治协作组 J对马蹄香(秋泻 

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马蹄香是治疗轮 

状病毒肠炎的安全、有效的药物。 

2 肝炎状病毒 

2．1 甲型肝炎病毒 

甲型肝炎研究的动物模型较少，詹氏 J对甲型 

肝炎病 毒感染树 鼠甸进行 了初步 的研 究，其用 口服 

5％甲肝病毒阳性病人新鲜大便滤液 0．5mL感染国 

产树匡鞫。通过检测抗原、抗体、转氨酶及肝组织病理 

检查等指标，说明甲肝病毒感 染树 匡鞫获得成功，树 

嗣有可能成为人类甲肝病毒敏感的实验动物。 

2．2 乙型肝炎病毒 

庞氏等[ ]用 HBV阳性人血清肌 肉注射感染树 

匡鞫，研究结果提示树鼢可能是继黑猩猩和长臂猿之 

后对 HBV敏感的动物。严氏等[ ]对人 乙型肝炎病 

毒实验感染成年树昏I句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实验结果 

表明，树匡鞫能感染人 HBV，且较敏感，实验感染率达 

90％．HBSAG抗原血症 出现率 70％(PHA)法，证 明 

树鼢是一种可用作 HBV感染实验模型的非人灵长 

类动物。研究表 明，自然状态下细胞免疫水平较低 

的树匡鞫，感染 HBV的成功率可能较高，免疫抑制剂 

的使用未见对感染 效果产生 明显 影响。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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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等[10,11]进一步用血清学、免疫组织学、分子杂 

交以及 电镜检查 等技术，研 究和证明树 鼠句感染 人 

HBV的结果。刘氏等[1 ]亦报道 了对树库I句进行人工 

感染 HBV的实验研究，同时用环磷酰胺抑制树鼠句 

的免疫功能，但照文章用法环磷酰胺并不能提高树 

晌对 HBV的易感染。苏氏等|l ]用乙肝疫苗预防树 

晌感染 HBV进行研 究，结果表 明，乙肝疫苗能阻断 

树晌感染 HBV，进一步确证树库I句能感染 HBV，是用 

于研究 HBV的有用的动物模型；树莉 可能代替黑 

猩猩进行乙肝疫苗安全性和免疫保护效果鉴定之 

用。苏氏等[14]亦研究证实 了人 HBV—DNA确能整 

合入树晌肝细胞基因 DNA中。黄氏等 ]实验证明 

了 HBV能在树 鼠句连续传代感染。总之，树鼠句用于 

乙肝的研究优于其他动物 ；感染持续时间长，病变明 

显，不仅是感 染及药物 筛选理 想的模 型动物，而 且还 

有乙肝疫苗安全性和免疫保护性效果鉴定之用。故 

树晌乙成为乙肝病毒疾病的理想模型。 

2．3 丙型肝炎病毒 

王氏等[16]将成年树库I句感染 HCV，其血清 HCV 

呈间歇出现，ALT水平升高晚于病毒血症的开始， 

持续 时 间亦 短 于后 者，刘 氏等Ll’]用较 大 剂量 的 

HCV阳性 血清，接 种 10只健康 成年 树 鼠句，发 现 

HCV能感染树库I句，并可形成慢性病变，感染率约为 

60％，慢性病变发生率为 40％。研究结果提示树库I句 

为对人 HCV较敏感的动物，这为研究丙型肝 炎提 

供了又一有力工具。 

2．4 丁型肝炎病毒 

李氏等[18]以树晌为对象，建立了丁型肝炎病毒 

(HDV)实验感 染动物模 型 ，为丁 型肝 炎发病 机理和 

药物 筛选提 供研 究基 础 。他们 在证实 了树 鼢可感 染 

HBV 的基础 上进 行 了感 染 HDV 的探索 ，在 以同时 

感染和重叠感 染 两种方 式接 种成年 树鼠句的感 染 

HDv／HBV的实验中，证明成年树莉是通过同时和 

重叠 两种 方 式 感 染 HDV 的。实 验 还证 实 了 HDV 

能在树库I句间实现人工传代感染。连续观测血清中 

HBsAg、HDAg、抗 HI)及做肝组织病理学观察，结果 

提示可在树晌中建立慢性 HDV感染模型。 

3 登革热病毒 

刘氏等 l9]用登革 4型和 3型共 4株，经脑 内或 

腹腔注射树晌，除一株毒力弱的地 鼠肾细胞适应株 

(ban一18一HK68)未致感 染 外，其余 3株使 l4只树 莉 

于第 3—10日发生病毒血症。分离病毒 、电镜检查 

及抗体阳性但未见病理改变及体温升高。实验表明 

树晌对登革热病毒敏感，且实验结果与文献报道用 

登革 2型原株及减毒株在猴体 内的实验结果相似， 

因此他们认为可以用树晌代替猴体试验。 

4 流感病毒 

朱氏等[2o]用云南树 鼠句实验 感染流感病毒 A3 

型、新 A1型或 B型均获成功，可规律排毒且有抗体 

增长 。少数动物死于 间质性肝 炎。多数有上 呼吸道 

感染症状，如鼻溢与咽部有分泌物增加，感染动物多 

有体温升高。树嗣对流感病毒十分敏感，自然接触 

或获得感 染。 

5 疱疹病毒 

Daral等于 1978年用 I型与 Ⅱ型单纯疱疹病毒 

(HSV一1，HSV一2)感染树莉，发现幼龄树 鼠句对 HSV 

易感，感染后出现了类似疱诊病毒肝炎的表现，肝脏 

与脾脏出现高滴度的病毒。随后他们发现成年树晌 

也可感染 HSV而发病，但对某些毒株有抵抗力，并 

且感 染 HSV 后 存 活 的动 物 则 可 不 再 第 二 次 感 

染[2 。还有报道表 明，树鼠句自身常携带带疱疹病 

毒，但树晌疱疹病毒 (THV)只有一个血清型，与人 

单纯疱疹病毒无抗原关 系，此病毒在 自然和实验室 

饲养的树晌中广泛存在[ 。 

6 基孔肯雅病毒 

基孔肯雅病(Chikungunya，cHIK)，是 由 CHIK 

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经蚊虫传播，临床特点为发 

热、关节疼痛和皮疹，主要流行 于非洲和东南亚地 

区 。 

鲍氏等[23]用 3株基孔肯雅病毒人工感染树鼢， 

第4—12天能在其脑、肺、肝、肾等组织中查到病毒， 

将各脏器作病理发现其主要变病为间质性肺炎，各 

脏器内灶性出血现象和实质器官的实质细胞变性， 

其中以肝脏尤为明显。张氏等 ]对树莉感染该病 

毒后的抗体进行了检测。发现树莉能产生 2—6d的 

病毒血症，感 染后 第 6d产生特异性 IgM 抗体，第 

14—21d为高峰，以后逐 渐下降，感染后 第 12d，IgG 

抗体开始 出现，第 30—60d为高峰，并持续下降。表 

明树晌对该病毒敏感，为研究基孔肯雅病 的理想动 

物 模型。 

综上所述，树晌已经比较 广泛地应用于病毒学 

方面的研究。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开展 了’树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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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化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 

可以预见，树嗣在医学科学领域，尤其是病毒学方面 [13] 

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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