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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苗佐剂是使疫苗免疫原性充分发挥的工具，目前动物疫苗佐剂主要以铝盐佐剂和油

乳佐剂为主。 近年来基因重组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发展迅猛，而这些新型疫苗与传统疫苗相比免疫

原性较弱，这就对佐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针对佐剂的研究层出不穷，部分佐剂如 ＭＦ５９、
ＡＳ０１、ＡＳ０３ 等已经在人用疫苗中成功应用，但应用于动物疫苗还有技术难题需要攻破。 蜂胶佐剂

目前在动物疫苗中应用较广，且已经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为充分比较现有新型疫苗佐剂的优

缺点，为后续疫苗佐剂的研究提供参考，就目前广泛研究的新型动物疫苗佐剂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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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动物疫苗佐剂仍然以铝盐佐剂为主，
除此之外，也有油乳和蜂胶等佐剂疫苗批准生产并

投入使用。 佐剂是一种非特异性的免疫增强剂，可
辅助特异性抗原进入机体内，增强机体对目的抗原

的免疫应答。 一般认为，佐剂对疫苗作用的促进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疫苗的稳定性，从而

延长疫苗作用时间；二是激活机体免疫系统，增加

疫苗作用强度。
目前针对新型疫苗佐剂的研究很多，主要有铝

盐佐剂、油乳佐剂、天然佐剂、脂质体佐剂、纳米粒

子佐剂、细胞因子佐剂等，部分新型佐剂已经普遍

应用，还有部分正在研究和不断完善中。
１　 铝盐佐剂

铝盐佐剂早在 １９２６ 年就已经被批准使用，在
此后也一直被广泛应用，直到现在仍然是动物疫苗

中最主要的佐剂。 铝盐佐剂可以诱导体液免疫反

应，而且不会导致严重的副反应，具有较好的安全

性［１］。 铝盐佐剂价格低廉、工艺成熟，但也存在一

定的缺点，如注射部位的红肿、过敏反应，不能诱导

细胞免疫应答等。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

学发展迅猛，多种 ＤＮＡ 疫苗、亚单位疫苗等新型疫

苗相继上市，传统铝盐佐剂分子质量小、免疫原性

差等问题开始突显，已不能满足新型疫苗的更高

要求。
２　 油乳佐剂

油乳佐剂按油料区别可分为矿物油佐剂和非

矿物油佐剂，按分散状态不同分为水包油、油包水

和双相型乳液三种形式。 目前应用和研究较多的

油乳佐剂有白油佐剂、ＭＦ５９、ＡＳ０３ 等。
２． １　 白油佐剂　 目前市场上的动物油佐剂疫苗大

多为白油佐剂。 白油佐剂为矿物油佐剂，可以使抗

原免疫时间延长，减少免疫次数。 但其存在因黏度

大导致的注射困难和注射部位炎症反应的问题。
研究表明，影响白油佐剂免疫效果的主要因素为芳

烃、重金属含量和白油运动的黏度两方面［２］。 白油

粒子的均一性对疫苗免疫效果影响不大，但是均一

性更高的白油佐剂引起的炎症反应更轻［３］。
２． ２　 ＭＦ５９ 　 ＭＦ５９ 是最具代表性的水包油佐剂，

主要成分是角鲨烯，在肝脏中自然合成，易于降解。
ＭＦ５９ 中两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吐温 ８０ 和 ｓｐａｎ８５
（山梨酸酐三油酸酯）可以起到稳定油滴的作用，从
而增加疫苗作用时间。 ＭＦ５９ 诱导机体产生的体液

免疫效果明显高于铝盐佐剂，同时诱导产生一定的

细胞免疫反应。 有研究显示 ＭＦ５９ 可以产生 Ｔｈ１
型和 Ｔｈ２ 型细胞免疫反应，但是未发现 ＣＤ８ ＋ 毒性

Ｔ 细胞免疫反应的报道［４］。 ＭＦ５９ 已经应用于部分

亚单位疫苗中，其安全性高，扩散快，而且不形成抗

原储库［５］，但需要抗原与佐剂免疫相同位置才能增

强免疫反应。 有学者将自主构建的 Ｈ７Ｎ９ 禽流感

病毒疫苗加 ＭＦ５９ 制备成品疫苗，验证了以 ＭＦ５９
为佐剂的禽流感疫苗不仅具备长期免疫原性［６］，而
且有良好的稳定性，在 ２ ～ ８ ℃ 至少可保存 ３０
个月［７］。
２． ３　 ＡＳ０３　 ＡＳ０３ 是葛兰素史克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研

发的一种佐剂系统，与 ＭＦ５９ 相比，增加了一种主

要成分 α － 生育酚。 该物质可以增加诱导产生的

细胞因子水平，促进单核细胞的抗原摄取水平，进
一步提高诱导产生的抗体水平［８］。 目前 ＡＳ０３ 已经

被用于 Ｈ５Ｎ１ 流感病毒疫苗［９］ 和 Ｈ７Ｎ９ 流感病毒

疫苗［１０］临床试验阶段的研究。
新型油乳佐剂的研究还有很多，如同样由葛兰

素史克公司研发的 ＡＳ０２ 已经被应用于结核病的临

床试验阶段［１１］。 姜佳琪等［１２］ 对 ＳＰ０１ 佐剂进行了

安全性评价，验证了其无毒，且对实验动物无过敏

性反应。
油乳佐剂通过油乳本身对抗原的包裹使抗原

可以在机体内持续存在，从而使抗原刺激的时间延

长，免疫效果大幅提高［１３］。 但也正是因为油乳佐

剂这个特点，在持续的刺激下，机体中容易出现组

织损伤、应激反应、矿物油的残留等，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 未来针对油乳佐剂的研究方向在于如何

在保证其长效抗原刺激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其安全

性，避免因长期存在于体内造成各种不良反应。
３　 天然佐剂

天然佐剂主要来源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某些

具有免疫活性的成份，这些成分具有毒性低、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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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的特点，主要包括蜂胶佐剂和壳聚糖佐剂等。
３． １　 蜂胶佐剂　 蜂胶是由从植物中提取的树脂和

蜜蜂分泌物经特定工序加工而成的胶状物质，可以

增强机体的体液免疫反应，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

力，增加白细胞数量，刺激细胞因子产生，从而使免

疫效果得到显著提高。 因其为天然物质，与其他类

型佐剂相比安全性较高。 翟晓虎等［１４］ 在猪细小病

毒疫苗的研制过程中比较了油佐剂与蜂胶佐剂，发
现蜂胶佐剂可以提高豚鼠细胞免疫和早期体液免

疫。 赵晶［１５］比较了不同类型的蜂胶佐剂和其他佐

剂猪圆环病毒疫苗活性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蜂胶

佐剂猪圆环病毒疫苗能显著增强猪群的特异性免

疫和非特异性免疫，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为蜂胶

佐剂疫苗临床推广应用提供了数据支撑。
近年来蜂胶佐剂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在特定

种类疫苗中，蜂胶佐剂疫苗的生产数量已经远远超

过传统疫苗，有逐渐取代传统疫苗的趋势。 统计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部分细菌灭活疫苗批签发数据，其中

禽大肠杆菌类灭活苗、禽多杀性巴氏杆菌类灭活

苗、猪链球菌类灭活苗三种主要细菌相关产品中蜂

胶佐剂疫苗生产量占比分别为 ５１． ８％ 、３０ ４％ 、
３０． ９％ ，从数量上看蜂胶苗在灭活苗中已经占据了

相当大的比例。
３． ２　 壳聚糖佐剂　 壳聚糖是天然中存在的碱性多

糖，化学性质稳定，可溶于部分无机酸中，但不溶于

水。 壳聚糖中游离的氨基和羟基可通过氢键和静

电吸引作用吸附于机体粘膜上［１６］。 通过作用于

Ｔｏｌｌ 样受体 ４ 诱导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的活化［１７］，
提高共刺激膜蛋白 ＣＤ８０ 和 ＣＤ８６ 的表达，从而激

活免疫系统。 壳聚糖能在较温和条件下进行一系

列化学修饰，形成具有不同生物特性的衍生物［１８］。
壳聚糖 －三磷酸盐是近年来研发出的多聚糖衍生

物，克服了壳聚糖在生理 ｐＨ 下溶解度低的缺点，延
长抗原释放时间并降低降解率，从而提高疫苗的有

效性［１９］。 壳聚糖是存在于昆虫甲壳中的天然物

质，在生产过程中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具有良好的

生物相容性，安全性较高［２０］。 在壳聚糖类佐剂应

用的过程中，使用黏膜免疫的方法更有利于发挥其

本身黏膜吸附性的优势。 通过黏膜免疫的方法，在
黏膜中可以产生分泌型 ＩｇＡ 抗体，这说明壳聚糖可

以促进机体的黏膜免疫［２１］。
尽管壳聚糖有着安全性和黏膜吸附性的优势，

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其

一是溶解性低。 壳聚糖本身不易溶于水，不利于在

机体中发挥作用。 一般可以通过化学修饰来提高

其溶解性，但是在化学修饰过程中很难避免出现因

重金属残留而导致的毒性增加。 未来壳聚糖改造

工艺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二是黏膜免疫在机

体中存在的各种阻碍，如口服易在胃中被消化，滴
鼻在鼻腔内作用时间短等问题。 可以通过将壳聚

糖转化为纳米粒的形式来保证疫苗在体内的持续

性。 有学者将新城疫病毒 Ｆ 基因 ＤＮＡ 疫苗封装到

壳聚糖纳米粒中，促进了黏膜免疫传递系统的持续

释放，提高了免疫效率［２２］。
４　 脂质体佐剂

４． １　 类病毒颗粒　 类病毒颗粒是模拟病毒表面蛋

白结构的非感染性空衣壳，可以诱导体液免疫反应

和 ＣＴＬ 等细胞免疫反应，还可以传递多肽、蛋白质

等大分子物质［２３］。 不同于其他病毒样颗粒，类病

毒颗粒不是在宿主内合成，而是在体外装配形成，
所以不具有感染性。 与铝盐佐剂相比，类病毒颗粒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因其本身为膜蛋白，更容易降

解。 目前类病毒颗粒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亚单位疫

苗的载体和佐剂，如以此为基础的流感疫苗和乙肝

疫苗已经上市［２４］。
４． ２　 ＡＳ０１　 ＡＳ０１ 是由单磷酸脂质体（ＭＰＬ）和皂

素 ＱＳ －２１ 作为免疫激活剂辅以脂质体组成。 与一

般油乳佐剂不同，ＱＳ － ２１ 的作用机制并非延长抗

原在机体内的存在时间，因为 ＱＳ － ２１ 和抗原注射

机体后 ２４ ｈ 就不能检测出 ＱＳ － ２１ 的存在［２５］。
ＡＳ０１ 的作用机制在于 ＭＰＬ 和 ＱＳ － ２１ 联合作用于

抗原，将特异性免疫反应的效力达到最大，刺激细

胞毒性 ＣＤ８ ＋ Ｔ 细胞的产生［２６］。 ２０１５ 年， 应用

ＡＳ０１ 佐剂技术研发的疟疾疫苗已经被欧洲药监局

批准使用。 在结核病的临床试验中，ＡＳ０１ 佐剂也

作为重要的技术手段被加以应用［２７］。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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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ＡＳ０４　 ＡＳ０４ 是由铝盐佐剂添加 ＭＰＬ 制备而

成，相比铝盐佐剂可以更高水平地诱导体液免疫反

应和 Ｔｈ１ 型细胞反应。 ＡＳ０４ 已经被批准应用于人

宫颈癌的预防［２８］和乙型肝炎疫苗［２９］。
脂质体佐剂在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上具有显著

优点，但是制作工艺复杂，成本较高。 目前脂质体

佐剂主要应用于人用疫苗，未来在大量生产中还有

很大的技术难题需要攻破。 不过其作为一种高效、
安全的新型佐剂，未来在动物疫苗领域也有很大的

应用前景。
５　 纳米佐剂

纳米佐剂是指用聚合物类等纳米粒子材料制

成的佐剂，具有独特物理性质，既可避免渗入血管，
又可限制纳米粒子在淋巴管中的传输速度。 纳米

粒子佐剂的优势在于可通过多种途径与免疫系统

的细胞相互作用，促进 ＡＰＣｓ 的交叉递呈，提高抗原

对异型病毒的交叉保护力。 而且其化学性质稳定，
可以在不改变药物作用机理的条件下发挥作用。
生物相容性材料的应用促进了其在生物体内的吸

收和降解，使纳米粒子佐剂有着高于传统佐剂的安

全性。
ＰＬＧＡ（ｐｏｌｙ ｌａｃｔｉｃ － ｃｏ － ｇｌｙｃ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聚乳酸 －

羟基乙酸共聚物）是一种聚合物类纳米粒，在机体

中可自行降解。 在美国，ＰＬＧＡ 通过食品和药品管

理局（ＦＡＤ）认证，被正式作为药用辅料收录进美国

药典。 用 ＰＬＧＡ 包被的禽流感病毒经多种途径免

疫都明显增强了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３０］。 简敏

捷［３１］以聚乙二醇 － ４００（ＰＥＧ －４００） 作为材料包裹

产肠毒素性大肠埃希菌（ＥＴＥＣ）蛋白，开辟了治疗

ＥＴＥＣ 的新方法。 α － 甘露聚糖肽是一种聚糖类有

机纳米物质，作为佐剂能够在转基因小鼠模型上提

高 Ｅ７５ 乳腺癌疫苗的免疫效应，具有增强基于细胞

免疫的多肽类肿瘤疫苗免疫原性的能力［３２］。
目前针对于纳米粒子佐剂的研究以人类肿瘤

病为主。 在技术上，因人与动物本身免疫系统的差

异导致在选取纳米材料上存在一定的技术难题，因
为不同纳米材料理化性质差异较大，由此免疫策略

也不相同。

６　 细胞因子佐剂

细胞因子是机体产生的具有广泛生物调节

性质的调节因子，具有免疫佐剂效应的细胞因子有

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等。 例如 ＩＬ － ２、ＩＬ － １２ 和

ＩＦＮ － γ 可促进 Ｔｈ１ 细胞的刺激，从而产生对细胞

内病原体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 ＩＬ － ４、 ＩＬ － ５ 和

ＩＬ － １０可促进 Ｔｈ２ 细胞的发育和抗体产生，在宿主

抵御细胞外病原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柏玲等［３３］

在研制水貂阿留申病毒（ＡＤＶ）ＶＰ２ 核酸疫苗时，构
建了ＩＬ － １２、ＩＦＮ － γ 细胞因子真核表达质粒，并且

在体外细胞水平鉴定了上述目的基因的成功表达。
匡露寒等［３４］在禽腺病毒亚单位疫苗的研发过程中

添加鸡源白细胞介素和 γ － 干扰素作为免疫佐剂，
增强了疫苗的免疫保护效果。

细胞因子佐剂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促进

特异性免疫反应，也可以最大激发非特异性免疫，
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但是就临床应用而言，目前细

胞因子佐剂还存在半衰期短、价格昂贵的问题［３５］。
除此之外，对剂量的把握也是细胞因子佐剂在应用

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因为剂量使用不当可能会

导致潜在的自身免疫安全隐患。
７　 Ｔｏｌｌ 样受体（Ｔｏｌｌ － 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ＴＬＲ）

ＴＬＲｓ 是参与非特异性免疫的一类重要蛋白质

分子，也是连接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的桥

梁。 ＴＬＲ 作为非催化性跨膜蛋白，可以识别微生物

中具有保守结构的分子。 当微生物突破机体的物

理屏障，如皮肤、黏膜等时，ＴＬＲ 可以识别它们并激

活机体产生免疫应答。
目前已经鉴定的 ＴＬＲｓ 共有 １５ 种，不同动物

所含 ＴＬＲｓ 种类略有不同，如在哺乳动物中有 １３
种［３６］ ，而禽类中有 １０ 种。 不同种类的 ＴＬＲｓ 功能

不同，如 ＴＬＲ１ － ６ 和 ＴＬＲ１０ 等主要在细胞表面表

达，可以识别脂蛋白、肽聚糖、鞭毛等病原体细胞

膜成 分； ＴＬＲ３、 ＴＬＲ７ － ９ 等 又 被 称 为 抗 病 毒

ＴＬＲｓ，可以作为胞内受体识别细胞内外源双链

ＲＮＡ［３７］ ；ＴＬＲ４ 和 ＴＬＲ５ 可以识别细菌脂多糖和鞭

毛蛋白［３８］ 。 Ｂａｓｈｉｒ Ｋ 等［３９］在 ＩＢＤＶ 疫苗中使用了

ＴＬＲ２ 配体和 ＴＬＲ３ 配体为佐剂，促进了 Ｔ 细胞和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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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细胞的功能，维持疫苗的免疫活性，减少了

ＩＢＤＶ 疫苗的副作用。 Ｂｈａｒｄｗａｊ Ｒ 等［４０］使用 ＴＬＲ４
配体 ＬＰＳ 作为鸡新城疫疫苗佐剂，血液和组织样

品中 ＩＬ － １２、ＩＦＮ － γ、ＩＬ － ４ 和 ＴＬＲ４ 的含量和血

清效价均得到一定程度的上调，验证了 ＬＰＳ 引发

的抗原特异性体液和细胞免疫应答的结论。
８　 结　 语

目前市场中兽用疫苗绝大多数仍然为铝盐佐

剂疫苗，油乳佐剂疫苗和蜂胶苗也在市场中占重要

地位。 一些新型佐剂的研发是在已经成熟应用佐

剂的基础上添加新成分，如 ＡＳ０４ 在铝盐基础上添

加了 ＭＰＬ，邹勇娟等［４１］ 将白油佐剂与壳聚糖微球

混合作为禽流感疫苗佐剂。 未来佐剂的研发方向

倾向于多种佐剂组合使用，充分发挥每种佐剂的优

势。 蜂胶佐剂在灭活疫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但仍

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以猪链球菌类灭活疫苗

产品为例，虽然从数量上来看，蜂胶苗在灭活苗中

占比达到 ３０． ９％ ，但蜂胶苗种类在灭活苗种类中占

比只有 １６． ７％ 。 蜂胶苗产量大，但种类并不多，这
也恰恰说明了已有蜂胶苗已经被市场所认可。 不

过，蜂胶佐剂虽然在部分特定种类疫苗中市场数据

可观，但其免疫效果仍需要进一步跟踪观察，针对

蜂胶佐剂的作用机理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未来可

以应用蜂胶佐剂技术对已有传统疫苗进行升级改

造，扩大蜂胶佐剂的应用范围。 纳米佐剂、脂质体

佐剂、细胞因子佐剂等技术手段相对复杂，还有很

大的技术难题需要攻破，如纳米佐剂的材料选取难

题和细胞因子佐剂的剂量控制难题。 除此之外，成
本问题也是疫苗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

题。 当前已经被批准使用的如 ＭＦ５９、ＡＳ 系列佐剂

和重构流感病毒颗粒等主要应用于人用疫苗，这些

技术在未来动物疫苗领域的应用具有很大空间，随
着技术的不断完善，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型动物

疫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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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７Ｎ９ 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ｖｉｒｕｓ ｌｙｓｉｓ ｓｄｊｕｖａｎｔ （ＭＦ５９） ｖａｃｃｉｎｅ［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４７（４）： ２２ －２６．

［８］ 　 Ｇａｒｃｏｎ Ｎ， Ｖａｕｇｈｎ Ｄ Ｗ， Ｄｉｄｉｅｒｌａｕｒｅｎｔ Ａ 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０３， ａｎ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ｌｐｈａ －

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ｑｕａｌｅｎｅ ｉｎ ａｎ ｏｉｌ － ｉｎ － ｗａｔｅｒ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 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２０１２， １１（３）： ３４９ － ３６６．

［９］ 　 Ｉｚｕｒｉｅｔａ Ｐ， Ｕｙ － Ａｒａｇｏｎ Ｍ Ｊ， Ｄｒａｍｅ Ｍ，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ｅ － ｂｏｏｓｔ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Ｓ０３Ｂ －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 （Ｈ５ Ｎ１）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ｇｅ［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Ｊ， ２０１６，

３５（２）： ｅ３５ － ４７．

［１０］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Ｌ Ａ，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Ｊ Ｄ， Ｆｒｅｙ Ｓ Ｅ，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ａｒｙ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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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ａ ｍｏｎｏｖａｌｅｎｔ Ｈ７Ｎ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Ｓ０３ ａｎｄ ＭＦ５９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ｓ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Ｊ］ ． ＪＡＭＡ， ２０１５， ３１４（３）： ２３７ － ２４６．

［１１］ Ｓｐｅｒｔｉｎｉ Ｆ， Ａｕｄｒａｎ Ｒ， Ｌｕｒａｔｉ Ｆ，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Ｍｔｂ７２Ｆ ／ ＡＳ０２ ｉｎ ＰＰ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ｐｈａｓｅ Ｉ ／ ＩＩ ｓｔｕｄｙ［ Ｊ］ ．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 Ｅｄｉｎｂ）， ２０１３，

９３（２）： １７９ － １８８．

［１２］ 姜佳琪，于 姝，邢 丽，等． 新型水包油佐剂 ＳＰ０１ 的安全性

评价［Ｊ］ ．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７（７）：８８５ － ８８９．

Ｊｉａｎｇ Ｊ Ｊ， Ｙｕ Ｓ， Ｘｉ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ｏｉｌ － ｉｎ －

ｗａｔｅｒ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ＳＰ０１［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 ２０１４，

２７（７）： ８８５ － ８８９．

［１３］ Ｂａｋｅｒ Ｊ Ａ， Ｌｅｗｉｓ Ｅ Ｌ， Ｂｙｌａｎｄ Ｌ Ｍ， ｅｔ 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Ｖａｃｃｉｎｅ， ２０１７， ３５（９）： １２７３ － １２８０．

［１４］ 翟晓虎，徐传芬，张玲玲，等． 蜂胶黄酮作为 ＰＰＶ 灭活疫苗佐

剂活性的研究［Ｊ］ ． 上海农业学报，２０１９，３５（１）：７１ － ７５．

Ｚｈａｉ Ｘ Ｈ， Ｘｕ Ｃ Ｆ， Ｚｈａｎｇ Ｌ Ｌ，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ｌｉｓ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ａｓ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ｏｆ ＰＰＶ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Ｊ］ ．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９， ３５（１）： ７１ － ７５．

［１５］ 赵 晶． 八种 ＰＣＶ２ ＶＬＰｓ 疫苗免疫效果评价比较［Ｄ］． 山东：

山东农业大学，２０１９．

Ｚｈａｏ Ｊ．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ＰＣＶ２ ＶＬＰｓ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 Ｄ］．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９．

［１６］ Ｘｉａ Ｙ， Ｆａｎ Ｑ， Ｈａｏ Ｄ，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 ｂａｓｅｄ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ｓ：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Ｊ］． Ｖａｃ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 ３３（４４）： ５９９７ －６０１０．

［１７］ Ｋｏｐｐｏｌｕ Ｂ， Ｚａｈａｒｏｆｆ Ｄ 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 Ｊ ］ ．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３， ３４ （ ９ ）：

２３５９ － ２３６９．

［１８］ Ｅｌｋｎｉｄｒｉ Ｈ， Ｂｅｌａａｂｅｄ Ｒ， Ａｄｄａｏｕ Ａ， 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ｔｉｎ ａｎｄ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Ｊ］ ．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ｌｏｇ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２０： １１８１ － １１８９．

［１９］ Ｈｅｊｊａｊｉｅ Ｍ Ａ， Ｓｍｉｔｈ Ａ Ｍ， Ｍｏｒｒｉｓ Ｇ 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ｏ⁃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ｔｏ ｔｒｉｐｏｌｙ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ＣＳ：ＴＰＰ） ｒａｔｉｏ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ｌｏｇ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２０： １６１０ － １６１７．

［２０］ 周佳升，潘 熙，李云香，等． 壳聚糖及其衍生物作为疫苗佐剂

研究进展［Ｊ］ ． 动物医学进展，２０２０，４１（４）：１０４ － １０９．

Ｚｈｏｕ Ｊ Ｓ， Ｐａｎ Ｘ， Ｌｉ Ｙ Ｘ，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ｓ ［ Ｊ ］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０， ４１（４）： １０４ － １０９．

［２１］ Ｚｈａｏ Ｋ， Ｈａｎ Ｊ， Ｚｈ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ｖｉｒｕｓ ＤＮＡ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ｕｓｉｎｇ

Ｎ － ２ － ｈｙｄｒｏｘ ｙｐｒｏｐｙｌ 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ａｎｄ

Ｎ， Ｏ － ｃａｒｂ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５（１）： ２２６ － ２３７．

［２２］ Ｚｈａｏ Ｋ， Ｚｈａｎ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Ｘ Ｙ，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ｖｉｒｕｓ ＤＮＡ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４，

９： ３８９ － ４０２．

［２３］ Ｓａｇａ Ｋ， Ｋａｎｅｄａ Ｙ． Ｖｉｒｏｓｏｍ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ｖｉｒａｌ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Ｂｉｏｍｅｄ Ｒｅｓ Ｉｎｔ， 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３ ／ ７６４７０６．

［２４］ Ｓｃｈｗｅｎｄｅｎｅｒ Ｒ Ａ． 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ｓ ａｓ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Ｊ］ ． Ｔｈｅｒ Ａｄｖ Ｖａｃｃｉｎｅ， ２０１４， ２

（６）： １５９ － １８２．

［２５］ Ｄｉｄｉｅｒｌａｕｒｅｎｔ Ａ Ｍ， Ｌａｕｐｅｚｅ Ｂ， Ｄｉ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Ａ， ｅｔ ａｌ．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０１：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２０１７， １６（１）： ５５ － ６３．

［２６］ Ｒａｇｕｐａｔｈｉ Ｇ，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Ｊ Ｒ，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Ｐ Ｏ， ｅｔ 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ａｐｏｎｉｎ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ＱＳ － ２１ ｆｏｒ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２０１１， １０（４）： ４６３ － ４７０．

［２７］ Ｐｅｎｎ －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Ａ， Ｇｅｌｄｅｎｈｕｙｓ Ｈ， Ｂｕｒｎｙ Ｗ， 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Ｍ７２ ／ ＡＳ０１Ｅ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ａ ＴＢ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Ｊ］． Ｖａｃ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 ３３（３２）： ４０２５ －４０３４．

［２８］ Ｂｒｙａｎ Ｊ Ｔ，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Ｂ，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Ｊ，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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