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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是由HIV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引起，HIV為一種反轉錄病毒, 
會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HIV病毒侵犯CD4+ T cell，後天性的
細胞免疫缺陷，導致病人容易伺機性感染不同的疾病，最後嚴
重則導致死亡。

次世代定序進行HIV抗
藥性基因分析

HIV 又分為 HIV-1 與 HIV-2，人類大部分感染的是 HIV-1，
最早由靈長類動物傳染給人類，而且 HIV-1 突變率很高。
HIV-1 病毒還可以分成不同的亞型，感染者體內可存在不同亞
型的病毒株，且可能已有多重感染，不同的亞型還能夠進行重
組。由於病毒不斷突變產生抗藥性，患者需不斷換藥，使現今
更難預防與治療此疾病。

基因型的突變會影響藥物治療的效果，因此需要高靈敏度的檢
測方法分析基因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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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次世代定序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的高
靈敏度、高效率和識別低豐富度變異的優點，越來越多的 HIV
研究機構採用 NGS 技術進行抗藥性基因分型。

HIV-1 可以依照基因序列分為 M組、N組、O組等, 其中 M組
演化了至少8種的亞型，每個亞型以一個英文字母表示，不同
的亞型重組後以流行重組形式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 CRF) 稱之。在台灣，以 M組的 B亞型最多、E亞型次之。
我們已經得知某些亞型的 HIV 更具毒性，對不同藥物也具抗
藥性，因此可以從這些基因變異進行 NGS 分析。



撰文：岑祥技術部

在NGS的應用中，我們需要確認檢測多位點基因變異的正確
性，因此需使用生物材料參考標準樣品 (Biological reference 
materials) 。 Seraseq® 有販售 HIV-1 多種基因型的生物材料
參考標準樣品，多為臨床相關的突變。基因突變導致抗藥性病
毒株的產生，這些突變也已被持續追蹤，在史丹福 HIV 抗藥
性資料庫和國際愛滋病協會的網站上亦會公布相關重要突變。
醫療與科學技術的進步，讓我們更能監控病程，對人類社會盡
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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