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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立克体和埃立克体病

赵高余陈小萍张永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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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立克体属(E圳泌^io)细菌属于n一变形菌纲

(a．Proteobact耐a)立克次体目(础ckettsiales)的无形体科

(Anaplasmataceae)。埃立克体在自然界中借助节肢动物媒

介和脊椎动物宿主而存在，能引起人或动物埃立克体病。

1925年世界首次发现引起牛羊等反刍动物水胸病

(hear咐ater disease)的病原体为立克次体类病原体，并命名

为反刍动物立克次体(R赴k协玩rMmi眦n‘ium)⋯。1991年首

次报道埃立克体能对人致病乜]。在过去的30多年中，随着

PcR检测方法的完善与测序技术的发展，新的埃立克体在世

界各地不断被发现，更多的国家与地区证实了埃立克体及埃

立克体病的存在。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变，人类与节肢

动物及野生动物的接触增加，由新埃立克体引起的新发传

染病时有报道【31。为此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在埃立克体

病原学、流行病学、致病性方面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埃立克体病原分类：

埃立克体是革兰阴性球菌，严格胞内寄生，埃立克体

在宿主细胞内呈致密核心或网状，二型细胞均通过二分裂

方式繁殖，在细胞空泡内积聚，形成形似桑葚的包涵体，因

此又称桑葚体(图1)H]。

埃立克体属现包括查菲埃立克体(E c^n艉e瑚厶)、伊

氏埃立克体(E．e埘iw“)、犬埃立克体(E．c册is)、鼠埃立

克体(E．mHr诂)和反刍动物埃立克体(EⅢmi№m缸m)5个

种。此外，还有多个新发现的埃立克体尚待进一步研究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3．06．0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290343，81273014)

作者单位：102206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人兽共患病室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信作者：张永振，Email：zhangyongzhen@icdc．cn

·综述·

是否为独立的种，如Panola Mountain(PM)矾rf如触z‘“、

眈rfic九施mu廊．舭e⋯、西藏埃立克体(肌rfic^泌sp．Tibet)⋯，根

据其与已知种之间基因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的差异，这些未

定种可能为埃立克体的新种。已知埃立克体及部分未分类

埃立克体的种间的关系见图2。

图1电子显微镜下DH82细胞空泡内的

网状查菲埃立克体(r标记)【41

(×18 000；标尺=1岬)

∽fHl5

图2用16s rRNA基因核苷酸序列以贝叶斯方法构建的

埃立克体属系统发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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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年来，国际上从人和蜱中相继发现多个新的埃

立克体。2009年美国从2名发热病例中发现一新埃立克体，

该埃立克体与鼠埃立克体的16s rRNA基因相似性最大

(98％)，发现者认为应是新种，称其为既rfic^施mMris．fi女e

(EML)。6。。PM E危rfic^施是2006年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市的美洲钝眼蜱(Am6f佃mmⅡo脚ricn几um)中发现的埃立克

体，其16s rRNA基因核苷酸序列与反刍动物埃立克体的同

源性为99．2％，基于∥以、mnpl、m印2和核糖核酸酶

(曲onuclease)Ⅲ等基因核苷酸序列构建的系统发生树表

明，PM肌rfic^io sp．可能是反刍动物埃立克体的变种或是

与其相近的新种。5。。分别在马里的扇头蜱(耽ip缸ep矗口如

mu危som伽)、尼日尔的璃眼蜱(月佃fommⅡ￡r“聊o￡um)及日本的

长角血蜱(爿hemaphys8如fongicornis)中检测到Ehrfichi。sp．

EH224、E^rfic^in sp．ERm58以及E丘以ic^io sp．Yonagun订38，

3个埃立克体之间的16s rIⅢA基因序列同源性为99．0％一

99．2％，其与伊氏埃立克体的16s rRNA序列同源性为

98．2％～98．8％，与查菲埃立克体的16S rRNA序列同源性为

98．3％．98．7％‘8’”。

2．埃立克体的媒介(宿主)与传播：

(1)媒介和宿主：埃立克体的媒介主要为硬蜱，宿主为脊

椎动物(表1)。不同种埃立克体的媒介与宿主有所不同。

美洲钝眼蜱是查菲埃立克体的主要媒介“““1。其他蜱

种中也可以检测到查菲埃立克体，如变异革蜱(Derm∞en衙

”nria捌迅)、太平洋硬蜱(氏odes pⅡci筇c啪)、长角血蜱、血红扇头

蜱(R．s。硝“i肥w)、龟形钝眼蜱(A汹￡udi几nrium)以及越原血

蜱(H"疵)等““。白尾鹿(0docoifew"iw诫on瑚)能够持久携

带埃立克体，已被证实是埃立克体的宿主“⋯。除白尾鹿外，

其他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也可以检测到查菲埃立克体核酸，

如南美泽鹿、浣熊、狼、狐狸、负鼠、羊和家犬等，但其是否为

查菲埃立克体的宿主尚待进一步研究”“。

伊氏埃立克体是在1971年于美国阿肯色州的犬中发

现，其传播媒介也是美洲钝眼蜱”5 1，储存宿主为白尾鹿”“。

Ndip等“71从喀麦隆的犬及其体表采集的血红扇头蜱中检测

到伊氏埃立克体。Kim等18]从韩国的长角血蜱和黑线姬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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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o如mw昭mriw)中也检测到伊氏埃立克体的16s rRNA

基因核酸。

犬埃立克体的主要媒介是血红扇头蜱和变异革蜱”“。

2006年Kim等n81在长角血蜱和硬蜱(，．f“以瑚)中也发现犬

埃立克体。家犬和野生犬科动物是犬埃立克体的储存宿

主”“。Nazari等“9]在马来西亚用PcR方法检测500只家犬血

样本，结果10只(2．0％)携带犬埃立克体。另外Kim等”83在

黑线姬鼠中也发现了犬埃立克体。

鼠埃立克体的媒介可能是褐黄血蜱(H，2n眦)及篦子硬

蜱复合组(上ricinw co御f蹦)，篦子硬蜱复合组包括太平洋硬

蜱、篦子硬蜱(，．庇i凡瑚)和肩突硬蜱(，．pe瑙“fco￡w)等”0‘2“。

鼠埃立克体的自然宿主是啮齿类动物。1993年Kawallara

等[221首次在日本的绒鼠(Eo琥enomys％昭ew)脾内发现并

分离到鼠埃立克体。随后研究证实姬鼠(A．spec妣舢，

A．Ⅱ唧n￡e淞)也是鼠埃立克体的宿主”“。此后在俄国的田鼠

(肘妒如s r以玎淞，My．r咖co忍w，肘弘gfnreof淞，Mi．Ⅱgres廊)与花

栗鼠，韩国的田鼠与驹鼯，斯洛伐克的黄胸鼠(Rof￡淞．，z删咖ec￡W)

以及日本的梅花鹿中也相继检测到鼠埃立克体”4。2⋯。

反刍动物埃立克体的媒介是钝眼蜱，特别是彩饰钝眼

蜱(A．"nrie肛￡“m)和希伯来钝眼蜱(A．砘6me“m)[2⋯。反刍

动物埃立克体的宿主广泛，现已在非洲15种反刍动物及其

他地区的10种反刍动物中发现反刍动物埃立克体”“。另

外，Allsopp[281还在南非的犬血样本中检测到反刍动物埃立

克体。

(2)传播：埃立克体在蜱和脊椎动物中循环，经水平方式

传播[41，不能进行垂直传播”⋯。蜱叮咬是人和宿主动物感染

埃立克体的主要途径。首先幼蜱或若蜱叮咬受感染的哺乳

动物，从中获得病原体，随后埃立克体寄生于蜱中，蜱经过变

态发育后依然携带埃立克体，当若蜱或成蜱再次噬血时，埃

立克体便有可能进入宿主体内，如此循环于自然界。埃立克

体有广泛的脊椎动物宿主，包括犬科动物、啮齿动物、鹿、牛、

羊等野生或家养动物，以及其他哺乳动物(表1)。宿主动物

感染埃立克体后，可形成持续性感染，对病原菌的增殖和贮

存起到关键作用。

表1埃立克体的媒介、宿主、分布及其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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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埃立克体引起的相关疾病：

(1)动物疾病：埃立克体引起的动物疾病有犬单核细胞

埃立克体病(canine monocytic e11rlichiosis，CME)㈨、伊氏埃

立克体病(ewingii ellrlichiosis)⋯1，以及由查菲埃立克体引起

的犬埃立克体病”“、反刍动物水胸病⋯。

cME是由犬埃立克体侵袭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后引

起，病程可分为急性期、亚临床和慢性期三个阶段，症状严重

可致犬死亡”⋯。CME急性期临床表现较轻，有发热、呼吸困

难、厌食、脾肿大、血小板和白血球减少、轻微贫血，以及血丙

种球蛋白过多等。在亚临床期大部分临床症状消失，只有轻

微血小板减少和血球蛋白升高，此阶段可能维持数周或数

年。cME的重症出现在慢性感染期，表现为昏睡、厌食、消

瘦，少数有出血症状，如血尿、鼻衄”“。cME于1935年首次

发现于阿尔及利亚，目前已在世界多地有报道，尤其是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1⋯。

伊氏埃立克体病发现于1992年，由伊氏埃立克体侵袭

犬粒细胞后引起，症状较轻，通常表现为发热、无力、呕吐、腹

泻、多发性关节炎等，甚至许多犬仅有亚临床感染，并无典型

临床症状b“。犬感染查菲埃立克体后，部分只表现血小板减

少，症状严重的表现为呕吐、淋巴结病、鼻衄、血尿、紫癜、前

葡萄膜炎，甚至死亡[3“。由伊氏埃立克体和查菲埃立克体引

起的犬埃立克体病多发生于美洲钝眼蜱密度高的美国中南

部。Little等”41用PcR和血清学分析方法检测了美国俄克拉

何马州和阿肯色州的143只犬样本，伊氏埃立克体和查菲埃

立克体PcR检测阳性率分别为9．1％和2．8％，血清学检测阳

性率分别为44．8％和17．5％，犬埃立克体血清学检测阳性率

为1．4％。

水胸病是反刍动物埃立克体引起的牛、山羊、绵羊等反

刍动物的疾病，靶细胞通常为大脑内皮细胞和神经细胞，对

牛羊的致死率超过80％，主要发生在非洲地区”“。

(2)人埃立克体病：人单核细胞埃立克体病(HME)由查

菲埃立克体引起，靶细胞为单核细胞”“。HME潜伏期为1～

2周(平均9 d)，部分患者仅出现低热、头痛、全身不适等类感

冒症状，可不治而愈。有些患者则出现中度或重度临床特

征，如全身不适、呕吐、后背痛、高热、头痛、肌痛、恶心、关节

痛等症状；30％。80％患者表现为全身不适；10％～40％患者

咳嗽、淋巴病变、腹泻、腹痛、神经系统改变；少数可出现结膜

炎、排尿困难和外周水肿现象等。血常规检查发现有60％以

上患者白细胞与血小板减少，肝酶升高。HME严重者表现

为多器官受累、脑膜炎综合征、间质性肺炎、肺水肿等。与人

粒细胞无形体病(human granulocytic anaplasmosis，HGA)患

者相比，HME患者出现皮疹、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和呕吐症状

的比率较高，病死率也较高”⋯。大部分HME发生在美洲钝

眼蜱密度高的地区，如美国中南部和东南部。也有部分病例

发生在美国东海岸，尤其是亚特兰大沿海平原‘3⋯。世界其他

地区如非洲、欧洲和亚洲也报道过查菲埃立克体感染，但部

分诊断结果只是基于血清学检测，由于血清学交叉反应的干

扰，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埃立克体引起的可能”]。

伊氏埃立克体和犬埃立克体引起的人埃立克体病症状

与HME症状基本相同，但临床表现较轻(3⋯。目前只有美国

有伊氏埃立克体病确诊病例“⋯。2008—2010年美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共统计28例伊氏埃立克体病病例”⋯。由于实验

室尚未成功分离到伊氏埃立克体，确诊病例仅依靠PcR技

术，可能存在漏诊”1。人感染犬埃立克体的报道仅发生于委

内瑞拉。1996年委内瑞拉首次报道一例犬埃立克体引起的

埃立克体病病例m1。2006年从当地20份有埃立克体病临床

症状病例血中，检测出6份犬埃立克体DNA阳性[4“。

EML引起的埃立克体病也无典型临床特征。Pritt等[61

报道的4例中，患者年龄为23—51岁，临床表现为发热、乏

力、头痛，实验室检查白细胞减少(4例)、血小板降低(3例)、

肝转氨酶升高(1／3)、碱性磷酸酶略升高(1／2)，外周血涂片未

发现桑葚体。至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辛州至少有6

人确诊感染此埃立克体。

反刍动物埃立克体也可能会威胁人类健康[4“。2005年

南非报道了3例由反刍动物埃立克体引起的死亡病例，其中

2例出现大脑cT回声密集病变，并伴随严重的血管炎和肺气

肿，这些都是典型的水胸病的特征。

由于埃立克体病普遍表现为发热、头痛、全身不适，白细胞

与血小板减少，肝酶升高，与我国淮阳山病毒(Huaiyangshan

vims)引起的出血热症状相似，后者同样为蜱传疾病，因此极

易误诊m1。

4．我国埃立克体及其相关疾病的研究现状：我国学者已

在多个省份的多种蜱和宿主动物中发现埃立克体。曹务春

等在云南、福建和内蒙古地区的硬蜱以及福建林区的野鼠标

本中均检测到查菲埃立克体m“：。金晓舟等[471在湖北随州

的豪猪血蜱(H危"￡矗c如)中检测到埃立克体。广东和广西部

分地区流行着犬埃立克体，用免疫印迹法和PCR分别检测流

行区的犬血清和血红扇头蜱样本，均得到阳性结果[48’4⋯。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蹇锐等在西藏的微小牛蜱

(骱iP站ep^02w micropf础)中发现了埃立克体，序列分析表明

该埃立克体可能为埃立克体的新种"3。随后在福建的微小

牛蜱上也扩增到埃立克体16s rRNA全基因序列，与西藏埃

立克体的16s rRNA同源性达99．7％”⋯。近年来，国际上也多

次发现与西藏埃立克体相似的埃立克体，如矾rf；c危施sp．

EH224、肌以ic^施sp．ERm58、肌rfic^施sp．Yonagunil38，以及

从俄罗斯日本血蜱(H豇印onic。)中检测到的矾rfic^施sp．

Kh．Hj27、从日本血蜱中检测到的肌rfic^施sp．EH727、从泰

国的微小牛蜱中检测到眈rfic^施sp．EBm52等，其16s rRNA

基因核苷酸序列与西藏埃立克体的同源性均在98．5％以上，

可能与西藏埃立克体为同一种”1。5“，表明我国流行的埃立克

体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埃立克体种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1999年报道了首例埃立克体病病例。近年来，云

南、浙江、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有疑似查菲埃立克体感染病

例，并从其血样中检测到查菲埃立克体16s rRNA基因核苷

酸片段”4’5“。高东旗等”51用查菲埃立克体特异引物检测大

兴安岭发热病例(部分有蜱虫叮咬史)的血标本，阳性率为

11．4％。2011年丁淑军等”63在山东省通过问接免疫荧光检测

方法、PcR扩增和测序技术确诊1例HME病例。张秀春等b71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3年6月第34卷第6期chin J Epidemi01，June2013，v01．34，No．6

用间接免疫荧光方法调查北京农村人群中的查菲埃立克体

的感染情况，发现抗体的阳性率为16．5％。田进等””回顾性

分析了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区的21例人埃里希体病病例(包

括埃立克体病和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还

没有从病例样本中分离到埃立克体的报道。由于我国确诊的

病例多为临床诊断病例，缺少实验室诊断，以及埃立克体感染

与一些能引起出血热的病毒感染临床症状相似，因此很可能

还存在着其他埃立克体病以及尚有待发现的新埃立克体病。

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埃立克体和埃立克体病的研究已相

对深入，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较少。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

理生态复杂多样，蜱和哺乳动物种类繁多且分布广泛。因

而，我国不但可能有国外已发现的埃立克体，且还可能存在

着尚未发现的埃立克体新种。进一步开展埃立克体病的病

原学、流行病学及临床研究，将有助于发现新的埃立克体及

其相关疾病，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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