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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病毒简介
EB virus overview



01  EB病毒的发现

· 1964年发现，DNA病毒，γ疱疹病毒

· 人群感染率高，终身潜伏感染，具有感染

-潜伏-活化的特性

· 肿瘤相关病毒，每年EBV相关肿瘤死亡

病 例达15-20万

· 与很多疾病相关，几乎可引起所有脏器  

和组织的相关疾病

· 细胞免疫非常重要



02  EB病毒的分子分型及其结构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VZV)

单纯疱疹病毒 
(HSV-1,HSV-2)

Epstein-Barr病毒
(EBV)

天然唯一宿主—-—人

人疱疹病毒 
(HHV-6,-7,-8)

疱疹病毒
巨细胞病毒 

(CMV)



病毒 亚科 潜伏细胞

单纯疱疹病毒I型

(HSV-1)

0 神经元细胞

单纯疱疹病毒IⅡ型

(HSV-2)

0 神经元细胞

水痘一带状疱疹病毒

(VSV)

0 神经元细胞

EB病毒(EBV)
% h

Y
h

B淋巴细胞

巨细胞病毒(CMV) β 单核吞噬细胞，淋巴细胞

人疱疹病毒6,7型 β 淋巴组织

人疱疹病毒8型 Y

02  EB病毒的分子分型及其结构



病毒抗原
壳粒

壳休

●在细胞外成熟的病毒颗粒为  

球形，直径为150-180 n m

●有一个蛋白囊膜。

●囊膜内是20面体的核衣壳，  

由62个管状粒子粒组成。

●核衣壳内是直径约5 nm 的   

致密体，主要携带病毒基因  

组的线状双链DNA。

02  EB病毒的分子分型及其结构

图1 EB病毒结构示意图

包膜

拟核



传染源
·病毒携带者

· 患者

易感人群
·不论种族、性别，20岁以下女性略多 

·感染率高，大多呈潜伏状态

地域分布

·世界性，分布广泛 

·散发性，四季皆可

03  EBV流行病学研究

· 飞沫传播

·血液传播或性传播



EBV 感染致病机制
Pathogenic mechanism of EB virus infection



EBV

gH/gL

E BV表面糖蛋白

十          融合

avβ5/6/8

上皮细胞整合素

上皮细胞

a     BMRF-2+β1 整合素

介导EB 病毒感染
上皮细胞的蛋白

b    gB(CendR)+NRP1

B细胞与上皮细胞接触

01  EBV感染机制----上皮细胞感染

BMRF-2

十

β1整合素



增殖性感染

DNA 呈线性

滚动复制

DNA 环形附加体 

不发生复制

潜伏性感染

02  EBV感染机制----B细胞感染

VCA:  病毒衣壳抗原
EA: 早期抗原

EBNAs 、LMPs 、   

EBERs 表达升高

gp350/220               gp42

E BV表达的包膜糖蛋白

十 —   十

HLA-II

类分子

人类白细胞抗原

E  BNA:核相关肿瘤抗原 

LMPs:EBV   潜伏膜蛋白

随宿主细胞复制 

宿主细胞永生化

多见于EBV相关的感染性疾病

病毒完成装配 

宿主细胞死亡

多见于EBV相关的恶性肿瘤

VCA、EA 

充分表达

内吞

入核

B淋巴细胞

EBV

CD21



潜伏期EBV 基因表达下调

01

抑制Th1免疫应答  06                                       02    干扰抗原加工和提呈

调节CTL免疫应答  05                                         03  干扰细胞因子作用

04

03  EBV感染机制----免疫逃逸机制

抑制宿主细胞凋亡



EBNA-1

十                                  Survivin                                    凋亡

Sp1

EBER的诱导作用

EBER+TLR-3                              触发信号转导            诱导相邻细胞产生生物学变化            侵袭转移

04  EB病毒参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EBNA: 核相关肿瘤抗原
Sp1: 转录因子

TLR-3:膜受体



EB 病毒检测方法
Infection EB virus detection method



01 检测方法概述

血液检测

01

基因测序 06                                        02  脱落细胞检测

电镜检测 
05

                                       03    免疫组化

04

原位杂交(EBER)



a
        标本来源

血浆、血清

检测方法

·嗜异凝集抗体检测

·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比例
·RT-PCR检测EBV核酸载量

·EBV 特异性抗体与VCA-IgG 亲和力联合检测

01 检测方法一血液检测

· 核酸载量

·VCA、EA、EBNA    相关抗体



·非定位性

·无组织细胞特异性

·难以成为病理诊断直接证据

01 检测方法-血液检测

●微创

·临床指标 

●动态监测 

·定量分析

血液检测

优点

不足



标本来源

· 唾液、口腔含漱液
· 咽喉拭子、鼻咽拭子

02检测方法一脱落细胞检测

LMP-1 基因

RT-PCR



优点

脱落细胞
检测

不足

· 取材方便

· 无创

· 早期筛查

·流行病学调查

·稳定性、特异性低

●参考价值有限

02检测方法一脱落细胞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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