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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
,

国 内外被证实有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哺乳和 鸟类动物渐多【王旭东等
,

1 9 9 3 ; 张德成等
,

1 9 9 3 ; 加场U似

等
,

1 1刃2〕
。

国内最常用来检测哺乳和鸟类动物红细胞表面补体。b 受体 (C R I ) 活性和粘附免疫复合物能力

的方法
,

分别是在补体存在或无补体时按一定比例混合红细胞和酵母菌(花环法 )〔王旭东等
,

l卯3 ; 黄盛东等
,

1卯3 ]
。

沿用此法探讨青蛙红细胞免疫性时
,

我们惊诧地发现其具有一定的吞噬能力
。

继之
,

以 4 种不同的方

法将另一种两栖动物和 3 种鱼类的红细胞和酵母菌混合并进行 了观察和统计分析
,

结果 5 种动物红细胞均显

示出一定的吞噬能力
。

本文即为这些发现的汇总
。

目前
,

国内外尚无类似的报道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供血健康动物

12 只青蛙
、

38 只牛蛙
、

8 尾鲤
、

33 尾缩 (花鳞 )和 2 尾草鱼
。

酵母菌为啤酒业酿酒酵母
。

1
.

2 红细胞酵母菌混合法 A

(l) 以 PB S 稀释抗凝静脉血
,

接着用 R c o ll 分离液离心
,

除去其它血细胞
,

再用 PB S 洗涤
、

稀释获得 l
.

25 x

1丁/ d 的红细胞悬液
。

(2) 新鲜酵母菌经 PB S 洗涤
、

过滤
,

然后煮沸 4D 分钟
,

再洗涤
、

摇振
,

配成 2 x l的血 的

酵母 PBS 悬液后
,

加等体积小白鼠血清(提供补体)混匀
,

37 ℃孵育 15 分钟即得 l x

砂 / d 的补体致敏酵母菌

悬液
。

(3) 上述两液等体积混合
,

37 ℃孵育 so 分钟
,

PBS 适量稀释
、

再以 0
.

25 % 戊二醛固定
,

后涂片并用

。皿坦sa 一 认的砂此 液染色
、

镜检
,

统计 么刃个红细胞中吞噬酵母菌者所 占百分率
。

规定
:

胞浆中含酵母或接触酵

母且自身变形(甚至伸出伪足) 者为噬醉母红细胞
。

1
.

3 红细胞酵母菌混合法 B

操作基本同 EY A 法
,

只是所用酵母菌悬液(1
x l护/ 而 )未加补体致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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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红细胞酵母菌混合法 C
、

D

操作依次类似于 EYA 和 EYB
,

不同之处在于未用 E 伪U分离液
,

即以血细胞悬液代替了红细胞悬液 (浓度

仍为 l
.

25 x
10: /血 )

。

2 实验结果

2
.

1 红细胞吞噬率统计

青蛙
、

牛蛙
、

鲤
、

编和草鱼红细胞吞噬醉母菌百分率及统计和比较
,

见表 l
、

2
。

表 1 五种两栖和鱼类动物红细胞的吞噬率《P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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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五种两栖和鱼类动物红细胞吞噬率(PR )的 SSR 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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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
2 及试验方法可看出

:
一定程度的红细胞吞噬现象在这五种两栖和鱼类动物广泛存在 ;补体和 自

身白细胞对红细胞吞噬率多数无显著影响(P > 0
.

05 )
。

例外者
:
补体可十分显著降低青蛙红细胞吞噬率 (P <

0
.

01 )
,

白细胞可十分显著降低编红细胞吞噬率(P < 0
.

0 1)
。

2
.

2 红细胞吞噬现象和过程

光镜下可见五种两栖和鱼类动物红细胞吞噬酵母菌的全过程
。

起初
,

红细胞膜正常(图版 一 l )
,

红细胞接

触酵母后浆膜向核方向下陷并出现伪足
,

最后
,

红细胞将整个酵母吞噬 (图版 一 1)
。

有时
,

青蛙和鲤红细胞吞

噬的醉母菌结构已不完整(图版 一 3
,

9)
。

红细胞伸出牵拉酵母的伪足有粗
、

细
、

长
、

短的不同(图版 一 2
,

6
,

10
,

12 )
,

少数为 2 个(图版 一 8)
,

还有一个鲤红细胞和 1 个酵母间形成 1 管状结构将二者联接起来(图版 一 7)
。

数

个红细胞吞噬 l个酵母菌
,

或 1 个红细胞吞噬 2 个或更多的酵母的现象亦可见到(图版 一 2
,

6
,

12)
。

3 讨论

许多医学资料及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人的红细胞可单独
、

或通过协同和调控白细胞的免疫活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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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在两栖和鱼类动物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
。

从个体发育角度看
,

一切动物的红
、

白细胞均源于造血干细胞
。

以后白细胞获得各种免疫防御机能
,

而红

细胞则成为携带氧及调节体液中酸碱和离子平衡者【何泽涌等
,

1983 〕并兼有某些免疫功能 [Mo lin a 等
,

1创刀 ;

王旭东等
,

1卯3 ;张德成等
,

l卯3 ; 中国免疫学会红细胞免疫专业小组委员会
,

】9 9 3 ; 黄盛东等
,

1卯3 ;

氏匕比 r

等
,

l华疙 ; v证lia
,

l臾妇 ; 。民玩找 等
,

l卯2 ;M也叫扣 c hi 等
,

l叨2 ; shi 坦 等
,

l
卿

;朱大栩等
,

1卯3 口
。

所以从种系进化角

度看
,

是否可 以认为哺乳和鸟类动物红细胞仅残存偶尔的吞噬现象仁朱大栩
,

1望芜3」
,

而两栖和鱼类红细胞仍保

留一定程度的吞噬作用
,

反映出 了彼此间红细胞分化程度的不同
。

糖基磷脂酞肌醉(G 曰) 膜锚蛋白无穿膜部分
、

通过 G H 锚连于细胞膜
、

一定条件下极易被细胞 内吞〔朱大

栩J , 石〕
。

人红细胞补体受体以
l和 C R a均系 C旧l锚蛋 白〔朱大栩

,

1
卿〕

,

且可粘附免疫复合物〔王旭东等
,

1望始 ]
,

故可将人红细胞偶尔的吞噬与 G PI锚联系起来思考
。

G PI广泛分布于各种动物细胞膜
,

甚至见于寄生

性原虫
、

如锥虫 [赵修竹
,

1卯3 〕
,

故可否将两栖和鱼类红细胞对酵母的吞噬与某种 CPI锚蛋白相联系
。

参 考 文 献

王旭东等
,

1哭日
。

九种动物红细胞免疫功能研究
、

分析和意义
。

红细胞免疫学研究进展(下卷 )
,

125
一 128

。

南京大学出

版社
。

中国免疫学会红细胞免疫专业小组委员会
,

l性巧日
。

全国红细胞免疫理论与实践协作成果综述
。

红细胞免疫学研究进展

(下卷)
,

臼9 ~ 2苟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朱大栩
,

1望刃
。

红细胞免疫的基础研究进展
。

红细胞免疫研究时展 (上卷 )
,

3 一
26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何泽涌等
,

1臾始
。

组织学与胚胎学
,

心
~
乳

,

99
~ 115

。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 )
。

赵修竹
,

,
。

。耘
一

一种熟有补体溶破同源限制作用的膜锚蛋白
。

国外医学免疫学分册
,

(3 )
: 1 13 一 1 16

。

张德成等
,

l望后
。

红细胞几b 受体测定研究
。

红细胞免疫学研究进展(下卷 )
,

璐
一

皿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黄盛东等
,

1卿
。

归- 内啡肤对红细胞粘附肿瘤细胞的调节作用
。

红细胞免疫学研究进展 (上卷 )
,

铭 一
46

。

南京大学 出

版社
。

, ..J�J..
,
且2

r.Lr.,�

, .J, .JlJ..,卫J, ..J
冷口4
1勺6曰
了

r.LF.Lr.L1..Lf.L

【a] D eC 址rt ,

M
.

et 心
. , l
叨

.

c p 刃 m 川ec ule
: a , , 〕〕Ild lis and for 〔乌 in T ce n 盆Ih eS 咖

.

召“
r

.

J
.

了~
J

侧 l
,

22 : 2 , 拐 一 z 沁7
.

【9 」 Fle tc he r ,

A
.

以 al
. ,

l(芜忍
.

Ne w

~
lon al an ti 玩d e s in C D知

:

use for the an al 夕sis of 详幼ph e
司 b lCx 记 沈u s fi o m p刚

x

卿al

“犯加n 公知把江幻砂由泊面
a
( P阴 I ) 钾。

e n ts

and for th e q uan ti ta ti o n of Cq 刃
on 的 nI 因 and deC 勺 ~

l. ti n g 6 ‘生o r
(D AF ) 一 d e fi c ie n t

《川叨叼心
.

扮即坦切1
. ,

75 :功 7 一 51 2
.

【10 」 Mo ljn a ,

H
.

et 以
. ,

l性巡芜2
.

以s ti n c t r

峨p to r an d re g u la to ry 环侧阵rti es of ~
n 止钊劝t

~
co 卿l日H 址泊 t reC eP to r l 3n d c r砂

,

th e

咖
g目团c

ho 朋沁g u es of h

~
C侧

·

了
.

E甲
.

几几d
. ,

175
: 12 1 一 129

【川 M也现列面
,

A
.

。t 以
. ,

l叨
.

a preSS io n o f C乌 咖 leC ule on h

一 Bl 娜叩ho 记 p ro ge 和比
.

hit
.

才爪爪山切之
. ,

4: 跳1 ~ a 19
.

【12 」 sha u ,

H
.

et al
,

1姗
.

Ide ti flc
ad on of a

nat
u 厂业 kil ler

e nh an a 盯9 fac tor (N幻于 ) 丘
习 m hUm an ery dlro id Ce lls

.

O u l而侧翻
〕1

.
,

14 7 :

l ~ 11

仁13 ] v 吮u a ,

G
。

l臾犯
.

丁h e in terac tio n o f C乓 w ith its lf Z、一 3 lig an d e x p re 岱ed by au to lo即s e ry d 1ro q teS resu lts in e
nh

ancemen
t o f B

cel l记SP即SeS
.

及之1 1示m 到才双〕1
.

,

1 16 : 3 1〕一 3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