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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些研究者认为狗獾是蚯蚓专食者. 本文对欧亚狗獾(Meles spp.)的食性和相关的地理

因子(纬度、海拔和坡向等)和环境因子(温度、雪被厚度、降水、初级生产力和人类影响等)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检验了这一假说. 加上本研究组在青海湖地区的狗獾食性的研究

数据, 我们共采用了 19 篇文献中报道的 22 个研究地点的数据用于狗獾食性与生物地理关系分

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甄别了狗獾食性类别, 提取影响狗獾

食性重要作用的主成分; 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揭示了食物多样性与主成分因子及生物地理因子

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狗獾食物的构成有明显的纬度梯度. 狗獾在低纬度地区主要以昆虫和

爬行动物为食, 而在高纬度地区则代之以蚯蚓为食, 狗獾不是一个蚯蚓专食者. 进一步研究表

明, 狗獾的食物多样性与纬度和人类影响强度呈显著正相关. 食物的丰富度和可获得性决定了

狗獾的采食策略. 狗獾善于利用当地的资源作为自己的主要食物. 从整个狗獾分布区来看, 狗

獾是一个机会广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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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目动物是生态系统中一类非常重要的关键

物种. 地理因子影响食肉动物食物的可获得性, 并对

其食物的种类和多样性产生影响. 例如, 在南方地区, 

欧洲水獭 (Lutra lutra)的食物多样显著高于北方地

区 [1]. 其他肉食动物 , 如野猫 (Felis silvestris)、貂

(Martes spp.)和赤狐(Vulpes vulpes)的食物种类多样

性也呈现相似的纬度梯度 [2~4]. 在低纬度地区, 野猫

主要捕食野兔 , 而在高纬度地区则主要以啮齿目动

物为食物[2]. 松貂在北方地区主要以哺乳动物和鸟类

为食, 而在南方地区则更多地采食植物性食物[3]. 赤

狐在南方地区主要以兔形目和无脊椎动物为食 , 在

北方地区则以小形哺乳类和植物果实为主[4]. 另外海

拔对于赤狐的食物多样性也有影响. 在低海拔地区, 

赤狐更多地捕食兔形目动物而在高海拔地区它们以

小型哺乳类动物为食[4]. 此外, 对食肉动物采食生态

学研究发现 , 环境因子对动物的食物多样性也起至

关重要作用. 例如, 温度对于貂类的食物多样性有明

显影响 [2], 而降水量则影响小棕蝠(Myotis lucifugus)

的食物丰富度[5]. 棕熊(Ursus arctos)对脊椎动物的捕

食随着雪被覆盖时间和厚度的增加而增加 , 而当温

度、降水和初级生产力上升时, 棕熊捕食的无脊椎动

物量增加[6]. 总之, 研究动物捕食习性和生物地理因

子之间的关系能够使我们深入了解食肉动物生态习

性和生活史策略 , 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对处于濒危的

食肉目动物提出更好的保护策略[7].  

狗獾广泛地分布于欧亚大陆(图 1). 一些研究者

把所有狗獾作为一个独立的种 [8,9], 而一些研究者则

把狗獾分为 3 个独立的种: 欧洲獾(M. meles)、亚洲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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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狗獾食性研究地点在欧亚大陆的分布

(M. leucurus)和日本獾(M. anakuma)[10]. 本研究把狗

獾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种 . 人们在狗獾分布范围内对

其采食生态学已经开展大量研究, 如来自英国[11]、意

大利[12~20]、匈牙利[21]、爱尔兰[22]、波兰[23]、日本[24]、

蒙古[25]、苏格兰[26]、西班牙[27~29]和瑞士[30]的报道. 通

过研究狗獾食性 , 一些研究认为狗獾是一种蚯蚓专

食者 [26,31], 而另外一些研究却证明狗獾是一个广食

者[19,27,29], 主要根据食物的可获得性程度来利用资源. 

狗獾选择食物时表现出了很大的弹性: 野兔、昆虫和

果实均是狗獾的潜在性食物资源 , 所以说狗獾是一

个机会主义捕食者.  

Goszczynski 等人[23]研究了地理因子, 如纬度及

栖息地类型对于欧洲狗獾食性的影响 , 揭示了狗獾

主要以蚯蚓和果实为食 , 狗獾的食物组成具有纬度

梯度性. Roper 和 Lups[32]对前苏联狗獾的食性研究进

行了综述, 认为狗獾是一个广食者. 当容易获得动物

性食物时, 狗獾会优先利用动物性食物. 但是, 到目

前为止, 对于狗獾食物构成与环境因子如温度、降水

初级生产力和雪被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因此, 我们检索了有关狗獾食性研究的文献, 对狗獾

食性构成进行了分类 , 并评价了环境因子对狗獾食

性的影响. 

本研究检验了狗獾是具有机会捕食主义行为的

广食者这一假设, 并着重研究了下面的内容: (ⅰ) 狗

獾的主要食物种类与地理因子(纬度和海拔)之间的

关系; (ⅱ) 从生物地理方面解释了狗獾的捕食模式; 

(ⅲ) 对狗獾是广食者还是专食者这一对立的观点进

了讨论. 

1  材料与方法 

(ⅰ) 狗獾食性研究文献检索.  对所有可获得的

数据库进行了文献检索 , 选择了其中符合以下标准

的文献作为进一步分析使用: (1) 狗獾食性数据包括

狗獾一整年的活动期中的食性数据; (2) 食性数据样

本大于 60; (3) 文献中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以便我们计

算每种食物类型的相对频次; (4) 提供了研究地点足

够的信息 , 以便我们能够从地图上找到相关的地理

信息; (5) 主要采用胃内容物分析或粪便样品分析食

性. Roper 和 Lups[32]综述中的文献因为不符合上述标

准而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 加上我们在青藏高原青海

湖盆地对狗獾食性的研究, 总计有 19 篇文献 22 个地

点狗獾的食性研究数据用于本研究分析 . 我们通过

粪样分析法获得了青海湖地区狗獾食物构成成分 : 

粪样用水完全浸泡后, 用 5 和 1 mm 孔目的筛子过筛, 

然后对留在筛子中的未消化的残余物进行辨认分类. 

在青海湖盆地区, 狗獾主要捕食昆虫, 其出现频次和

相对频次分别是 100%和 68.45%. 其他的食物, 如高

原 鼠 兔 (Ochotona curzoniae) 、 鸟 类 、 青 海 沙 蜥

(Phrynocephalus vlangalii)和麻黄为补充食物(青海湖

地区狗獾的详细食物构成见附录 1).  

我们用食物出现的相对频次来表示狗獾的食性. 

狗獾的食物构成分为 9 类: 蚯蚓、鸟、哺乳类、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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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类、爬行类、果实、软体动物和其他(植物的叶、 

根和垃圾等未消化的碎片). 用 Shannon-Wiener 指数

(H′)来表示狗獾的食物多样性:  

log( )i iH P P    ,             (1) 

其中, Pi 表示给定食物种类 i 的相对频次.  

(ⅱ) 生物地理因子.  每个研究地点的生物地理

因子包括温度、降水量、雪被厚度、归一化植被指数、

海拔、坡向、纬度和经度等. 从 1955~2000 年的世界

气候数据库(http://www.worldclim.org/current)中提取

了年平均温度(Tmean)、年平均降水量(Pmean)、暖季平

均温度(Twarm)、冷季平均温度(Tcold)、旱季降水量(Pdry)

和雨季降水量(Pwet)数据. 我们采用 1980~2000 年的

年平均归一化植被指数作为生产力因子 . 年平均归

一化植被指数的数据来自于 GIMMS 数据库, 其空间

分辨率是 1 km × 1 km (http://glcf.umiacs.umd.edu/ 

data/gimms/). 我们从全球生态系统数据库中提取了

研究地点雪被的厚度(http://www.ngdc.noaa.gov). 有

关研究地点地形的数据主要来自于 CGIAR- CSI 数据

库(http://srtm.sci.cgiar.org). 我们从中提取海拔、经纬

度和坡向等因子 . 人类影响以人类影响指数(human 

influence index, HII)表示[33]. 人类影响指数从 8 个方

面评介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 分别是人口密

度评分(0~10)、铁路评分(8, 4 和 0)、干线道路评分(8, 

4 和 0)、通航河流评分(4 和 0)、海岸线评分(4 和 0)、

夜晚持续灯火评分(0, 3, 6 和 10)、城市评分(10 和 0)

以及土地覆盖评分(10, 8, 3 和 0). HII 为这 8 个人类影

响因子的得分总和, 取值范围在 0~64 之间, 0 表示无

人类活动影响, 64 则表示人类活动影响最大. HII 数

据来自于 SEDAC 数据库 , 其空间分辨率为 30 s 

(http://sedac.ciesin.columbia.edu/wildareas/).  

(ⅲ) 数据分析.  我们采用 K-S 检验对所有获得

的数据进行了正态性检验 , 如不符合正态分布进行

转换使之符合正态分布 [34]. 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对狗獾的食物构

成进行分析 , 以达到消除食物各种类之间的共线性

关系的目的. 我们采用 Pearson 相关对主成分因子和

纬度及海拔进行相关分析. 在线性回归中, 主成分因

子作为应变量 , 纬度和海拔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 同样, 我们对食物多样性指数和纬度, 海拔及坡

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 另外, 我们还对食物

构成和环境因子对食物多样性指数的影响进行了回

归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 SPSS 16.0, 统计显著

水平为 0.05.  

2  结果 

2.1  狗獾食物多样性构成 

从所有狗獾食性研究来看 , 昆虫和果实是狗獾

采食的主要食物种类(表 1); 而蚯蚓并非狗獾的主要

食物. 对狗獾食物构成进行了 PCA 分析, 共产生了 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因子, 解释了超过 82%的方

差 (表 2). 第一主成分特征值为 2.54, 其贡献率为

28.23%, 其中, 蚯蚓和其他食物种类分值分别是 0.70

和 0.59, 而昆虫和爬行类则表现为较高的负向量, 分

别为–0.92 和–0.81. 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1.91, 贡

献率为 21.23%, 其中, 哺乳类和鸟类分值较大, 分别

为 0.93 和 0.73, 而蚯蚓表现为较高的负向量 , 为

–0.51. 第三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1.56, 贡献率为

17.29%, 其中, 两栖类分值最大, 为 0.88, 而果实则

表现较高的负向量 , 为–0.79. 第四主成分特征值为

1.41, 其贡献率为 15.63%, 其中, 鸟类和软体动物分

值最大, 分别是 0.53 和 0.94.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纬

度与第一主成分成呈显著正相关 (第一主成分  = 

–4.078 + 0.090 × 纬度, R2 = 0.269, F21 = 7.352, P = 

0.01, 图 2(a)). 所有主成分与海拔没有显著相关.  

各主成分与环境因子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 主

成分中仅第一主成分与环境因子中的旱季降水和人

类影响指数显著相关(第一主成分 = –1.820 + 0.006 × 

Pdry + 0.045 × HII (R2 = 0.500, F21 = 9.488, P = 0.001,  

图 2(b)和(c))). 其他主成分与环境因子相关不显著(P 

> 0.05). 

2.2  影响狗獾食物多样性的因素分析 

狗獾食物多样性与食物种类之间的多元回分析

表明 : 食物多样性指数与昆虫和蚯蚓的相对频次呈

显著负相关(R2 = 0.702, F21 = 22.362, P = 0.000; 图 3). 

食物多样性指与地理因子中的纬度呈显著正相关(R2 

= 0.199, F21 = 4.97, P = 0.037; 图 4). 此外, 食物多样

性指还与环境因子中的人类影响指数呈正相关(R2 = 

0.204, F21 = 5.118, P = 0.035; 图 4). 

3  讨论 

狗獾对于食物的选择具有很高的弹性, 植物、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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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狗獾食性研究中各种食物相对频次构成 

编号 作者 地点 
样本 

容量 
蚯蚓 

(%) 

哺乳类
(%) 

鸟类 

(%) 

昆虫 

(%) 

两栖类
(%) 

爬行类
(%) 

果实 

(%) 

软体动物
(%) 

其他 

(%) 
H′ 

1 Balestrieri (2004) 45°2′N, 7°43′E 199 44.93 6.58 3.01 18.36 11.24 0.30 10.68 4.66 0.24 1.61 

2 Balestrieri (2009) 45°53′N, 7°37′E 222 44.58 2.22 0.25 20.20 11.33 0.49 20.94 0 0 1.38 

3 Boesi (2002) 46°01′N, 9°09′E 118 8.04 6.92 1.79 47.99 0.67 0.22 34.38 0 0 1.23 

4 Cleary (2009) 53°31′N, 7°59′W 686 43.12 1.17 0.59 41.95 5.7 0 6.29 1.17 0 1.20 

5 Fedriani (1998) 37°10′N, 6°23′W 145 0 30.21 1.37 42.64 7.64 5.63 12.52 0 0 1.40 

6 Del Bove (2001) 42°23′N, 11°24′E 69 0 15.50 7.50 52.50 0 0.50 14.50 9.50 0 1.35 

7 Fischer (2005) 47°19′N, 6°58′W 1436 28.02 4.48 0 19.02 0 0 43.03 0 5.45 1.33 

8 Gonavalski (2000) 52°43′N, 23°54′E 141 24.43 15.66 0 17.94 0 0 36.75 0 5.22 1.46 

9 Gonavalski (2000) 52°13′N, 22°13′E 281 31.9 15.19 0 27.90 0 0 19.76 0 5.25 1.48 

10 Gonavalski (2000) 51°48′N, 19°53′E 66 24.18 11.12 1.51 41.28 13.52 0.37 4.35 0 3.67 1.56 

11 Kaneko (2006) 36°45′N, 139°15′E 82 33.55 1.94 4.52 21.29 0.65 0 35.48 2.58 0 1.41 

12 Kruuk (1981) 56°53′N, 5°49′W 2159 26.37 6.49 2.41 39.98 1.49 0 19.69 0 3.57 1.49 

13 Lanszki (2004) 46°24′N, 17°27′E 156 17.55 5.16 1.21 44.97 23.39 1.03 6.33 0 0.36 1.45 

14 Lucherini (1995) 45°04′N, 6°39′E 76 22.44 11.21 0.93 59.82 0 0 5.60 0 0 1.09 

15 Marassi (2002) 46°01′N, 9°30′E 147 20.04 6.41 1.45 29.06 0 0 41.28 1.15 0.61 1.37 

16 Martin (1995) 37°07′N, 6°44′W 530 0 26.82 1.42 54.36 6.99 7.13 3.28 0 0 1.23 

17 Murdoch (2010) 45°43′N, 108°39′E 116 0 14.77 3.98 63.64 0 12.5 5.11 0 0 1.11 

18 Prignioni (2008) 46°07′N, 11°20′E 230 11.90 4.84 2.22 27.33 2.56 0 51.14 0 0 1.28 

19 Remonti (2007) 45°38′N, 7°20′E 228 0 41.58 11.70 14.98 0 0 26.60 0 5.14 1.41 

20 Zabala (2002) 43°23′N, 2°40′W 80 29.68 3.26 0 37.21 0 0 25.58 0 4.23 1.32 

21 Rosalino (2005) 38° 06′N, 8°36′W 282 0 1.36 0.14 66.32 0.47 0.3 31.40 0 0 0.75 

22 本研究(2010) 36°40′N, 100°48′E 162 0 3.34 5.41 68.45 0 13.54 8.87 0.4 0 1.04 

 

表 2  狗獾食性主成分析及主成分与纬度和海拔相关分析 a) 

 主成分 

 1 2 3 4 

蚯蚓 0.70 –0.53 0.26 –0.02 

哺乳类 –0.03 0.93 0.08 –0.10 

鸟类 –0.09 0.73 –0.13 0.53 

昆虫 –0.92 –0.12 0.08 0.03 

两栖类 0.12 –0.14 0.88* –0.02 

爬行类 –0.81 0.23 0.11 –0.12 

果实 0.43 –0.16 –0.79 –0.07 

软体动物 0.08 0.05 0.02 0.94 

其他 0.59 0.37 –0.21 –0.47 

特征值 2.54 1.91 1.56 1.41 

解释方差(%) 28.23 21.23 17.29 15.63 

Rlatitude 0.52* –0.09 0.10 –0.26 

Relevation –0.29 0.03 –0.26 0.01 

a)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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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狗獾食性 PCA 分析中的第一主成分与纬度(a)、旱季降水量(b)和人类影响指数(c)之间的关系 

 
 

 

图 3  狗獾食物多样性指数与昆虫(a)和蚯蚓(b)相对频次之间

的关系 

 

图 4  狗獾食物多样性指数与纬度(a)和人类影响指数(b) 

之间的关系 

 

节动物、软体动物、昆虫、两栖爬行类、鸟类和哺乳

类均是狗獾潜在的食物 . 在英国 , 狗獾主要捕食蚯

蚓[11]; 而在其他地区, 昆虫、哺乳类和果实是狗獾的

主要食物 [14,23~25]. 地理环境差异导致食物资源可获

得性的差异 , 也许部分地解释了狗獾食性变化的  

原因 [35]. 在干旱的低纬度地区 , 环境中昆虫和爬行

动物食物量丰富一些 , 而在高纬度湿润地区 , 蚯蚓 

量丰富. 所以, 狗獾在低纬度干旱地区主要捕食昆虫

和爬行类 , 而在高纬度湿润地区狗獾捕食蚯蚓的  

频次增加[14,21,26]. 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食肉目动物中

出现. 例如, 野猫在北方主要以鼠类为食而在南方地

区则以野兔为食 [2]. 赤狐也表现与野猫相同的食性 . 

当果实量丰富时, 松貂则从捕食哺乳类转为以果实为

食[3].  

狗獾只在少数几个地点以蚯蚓为主要食物, 所以

狗獾不应该看做是蚯蚓专食者. 根据 Hanski 等人[36]

对于广食者的定义, 狗獾从其分布范围来看应该视为

一个广食者. 狗獾善于利用当地食物资源. 在一些地

点, 爬行类、哺乳类、昆虫和果实在狗獾食物中的比

例异常的高, 因为这些动物在当地的生物量非常丰富. 

例如 , 狗獾在葡萄牙南部的栎树林中主要采食果实

(主要是橄榄、梨和无花果)[27]. 在蒙古干旱区, 狗獾则

主要捕食昆虫[25]. 而在西班牙的 Doñana 国家公园则

以野兔、昆虫和果实为主要食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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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阔的地理分布范围内来看 , 野生动物的食

物多样性通常受到纬度的影响 . 很多研究证实食物

多样性会随着纬度的上升而下降. 在北半球, 乌灰鹞

(Circus pygargus)的食物多样性由南向北逐步下降[37]. 

野猫也表现了类似的趋势. 然而, 狗獾的食物多样性

却表现出了相反的趋势. Goszcynski 等人[23]综述欧洲

地区的狗獾食性时同样发现了狗獾的食物多样性在

中纬度地度最高. Zhou 等人[3]认为松貂在南方低纬度

地区具有更高的食物多样和生态位宽度 , 因为昆虫

不是松貂的主要食物. 对于狗獾来说, 在南方干旱地

区, 昆虫恰恰是狗獾的主要食物. 所以, 不难理解狗

獾在南方低纬度地区的食物多样性比北方高纬度地

区低.  

初级生产力通常和物种多样性和食物多样性相

关. 有研究表明, 在初级生产力高的地方, 鸟的种类

也会随之增加 [38]. 初级生产力也是一个能够较好地

预测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分布的因素 . 蒙原羚

(Procapra gutturosa)比较喜欢选择初级生产力中等

的地方作为自己的生境 [39]. 在初级生产力低的地区, 

初级生产力会对狍的体重产生显著影响 [40]. 棕熊对

于果实的取食与初级生产力呈显著正相关 [6]. 但是 , 

我们的研究表明 , 初级生产力对于狗獾的食物构成

不产生显著影响. Zhou 等人[3]认为松貂仅仅利用很少

种类果树的果实 , 而植被初级生产力包括所有植物

的初级生产力 , 动物利用的果树的初级生产力只是

其中一小部分 , 所以初级生产力并不能真实反映松

貂的食物构成. 狗獾采食动物性食物为主, 采食果实

只是补充食物, 并且采食果实具有季节性. 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植被初级生产力对狗獾的食性没有显著相

关的原因. 

我们的结果揭示了狗獾的食物多样性与人类活

动强度呈正相关 . 人类活动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破

碎化 [41]. 研究表明 , 物种丰富度会随人类活动强度

的上升而下降 [42,43], 而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在不同

生境变化显著 , 尤其是昆虫的多样性和丰富度 [44]. 

狗獾的采食生境通常包含多种类型. 在活动期, 狗獾

捕食时会在几种不同生境类型中捕食 . 这也许是狗

獾在人类干扰强度高的地点具有高的食物多样性的

原因. 另一原因是在靠近人类的地方, 狗獾有机会利

用人类栽种的水果 . 动物对果实的利用会增加动物

的食物多样性, 这一点在松貂上已得到证实[3].  

总之 , 分布在欧亚大陆的狗獾食谱包括脊椎动

物和无脊椎动物, 甚至包括植物性资源. 狗獾的食物

多样性变化呈现出纬度梯度 . 狗獾善于开发利用当

地的食物资源, 甚至能在人类活动的地点寻找食物. 

狗獾是一个采用机会主义捕食策略的广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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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附录 1  狗獾食性鉴定方法 

 
本文以上补充材料见网络版 csb.scichina.com. 补充材料为作者提供的原始数据, 作者对其学术质量和内容负责.  

 
 

·动 态· 

研究发现 H7N9 流感病毒适应感染哺乳动物的新突变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某些 H7N9 流感病毒的基因序

列中含有一个新型的突变, 可能在这种新型流感病毒的感

染和发病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题名为“新型 H7N9 禽流感病毒感染与环境流感病毒

的关联和病毒对宿主的适应”的研究论文发表于《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英文版 2013 年第 6 期, 从流行病学、临床医学

和生物信息学等角度探讨了新型 H7N9 禽流感病毒的特征, 

由浙江省杭州市疾控中心潘劲草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所刘军副研究员担任通讯作者撰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高福副主任指导了该研究.  

2013 年 4 月 1 日, 来自杭州市疾控中心微生物实验室

的研究者利用基因组测序技术独立鉴定了浙江省首个

H7N9 禽流感感染病例. 4 月 5 日, 又在与浙江省第二例病

例有关联的活禽市场标本中检出 H7N9 禽流感病毒核酸, 

为揭示传染源提供了可靠证据. 该实验室研究者在承担了

杭州市 H7N9 监测病例和外环境标本的大量检测工作外, 

还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等多家科研机构开展了有关

H7N9 禽流感病毒序列特征、外环境病毒遡源、病毒关键

位点突变与宿主适应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这次《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发表的论文报道了浙江

省杭州市的 3 个较早的 H7N9 感染病例, 有 2 例具有明确

的活禽市场接触史, 而且在其中 1 例病人发病前去过的活

禽市场检测到了与病人上呼吸道样本中高度同源的 H7N9

病毒, 对于人感染 H7N9 流感病毒的来源和传播途径的阐

明具有一定的意义.  

研究者将这 3 例病人以及相关环境样本当中检测到的

H7N9 流感病毒的基因与既往报道的 H7N9 流感病毒基因

序列进行了比对, 发现这 4 株流感病毒与其他报道的 H7N9

流感病毒在遗传学上属于同一分支, 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 

仅第二个病人样本中检测到的病毒与其去过的活禽市场检

测到的病毒相邻较近, 表明他们具有高度相似性, 而其他

两个病人样本中分离到的病毒与之相去较远, 表明这些病

例中分离得到的新型 H7N9 流感病毒具有多样的基因序列.  

重要的是, 研究者对一例病人的样本中检测到的流感

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 发现这株病毒与既往报道的 H7N9

流感病毒相比, 在与禽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传播相关的关

键蛋白位点上有一个氨基酸的突变. 国外既往的研究表明, 

实验室中将 H5N1 禽流感病毒的血凝素蛋白的 226 位氨基

酸由谷氨酰胺突变为亮氨酸有助于病毒结合哺乳动物细胞

受体. 而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一株 H7N9 流感病毒

在该位点具有一个异亮氨酸, 这在既往报道的 H7N9 流感

病毒的基因序列中没有被发现过. 研究人员推测这一位点

的异亮氨酸可能与 226 位亮氨酸发挥同样作用, 但其作用

机制还需进一步的实验证实.  

该研究发现对于阐述新型 H7N9 流感病毒跨宿主传播

机制及其发病机理具有参考价值, 此外, 对于相应的药物

设计和疫苗研发等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研究得到了杭州市医学重点专科卫生检验学科资助.  

 
(本刊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