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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验以模拟高原低氧的方法
,

探讨了低氧对大鼠体液免疫的作用
,

并与高原鼠兔比较
,

体

液免疫以溶血素和 产生为指标
。

实验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
,

大鼠低氧
,

海拔抑制

溶血素形成
,

海拔抑制溶血素形成 经再次免疫后又低氧
,

海拔抑

制 溶血素形成
,

海拔抑制溶血素形成
,

高原土著动物高原 鼠兔 以天人欢砌

则不表现上述的抑制现象 大鼠经 腹腔致敏 后低氧 和
,

未表现低氧抑

制溶血素形成的作用 大鼠侧脑室给予外源性 昭
,

可抑制溶血素形成和 产生
,

溶血素形成抑制
,

产生抑制 低氧大鼠侧脑室给予 受体阻断剂
一

昭 对低氧抑制溶血素形成有一定的阻断作用
,

可部分阻断低氧抑制 产

生
,

使 产生的抑制率由 提高到 大鼠腹腔注射 阳 对溶血素形成和

产生无影响 与假手术组比
,

大鼠在摘除双侧肾上腺后
,

低氧对溶血素形成仍抑制
。

因而
,

本研究认为低氧对初次和再次体液免疫均产生抑制作用
,

而且抑制作用发生在体液免疫的起始

阶段
,

其抑制作用与中枢 升高有关
。

关扭词 低权 体液免疫 免度调节

应激引起一系列神经内分泌反应
,

导致免疫功能改变
,

其中 叩

是中枢内机体对应激反应的一个调节者
,

脑内 的升高可导致细胞免疫功能下

降 , 〕。

我们以往的实验也表明
,

低氧应激抑制大鼠的淋巴细胞转化
,

其抑制作用与中枢

有密切关系
。

本文旨在扩展我们以往的研究
,

探讨低氧对大鼠体液免疫的作用
,

并

观察了 在其中的免疫调节作用
。

材 料 与 方 法

实验动物 健康雄性
、

鼠龄基本一致的 大鼠
,

体重 士
,

由本所

实验动物房提供
,

鼠源系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动物中心
。

高原鼠兔雌雄兼用
,

体重

左右
,

捕 自青海湖地区
,

运至实验室
,

自然光照饲养一月后用于实验
。

主要试 荆 大鼠 及 受体阻断剂
一 一

购 自美国

公司
,

鸡卵白蛋白
,

辣根过氧化物酶联羊抗大鼠 抗体

一 一

收稿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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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一

购 自美国生命技术公司
,

为 产品
,

孔免疫板

为丹麦
,

产品
。

低氧模拟 实验动物随机分组
,

每组 只放入减压舱
,

以 的速度升

至所需海拔高度 和
,

减压至所需时间
。

动物于舱内可 自由取食和饮水
,

每 日

时清舱
。

低氧时间终了
,

晨 时出舱并迅速断头收集血样
,

操作中尽量避免动物应激
。

溶血素浏定 参照文献闭略改动
,

简述之 动物腹腔注射 绵羊红细

胞
,

实验时间结束时尾静脉采血 川 与 生理盐水混和
,

离心取上清
,

加入 和豚 鼠补体
,

℃水浴 后离心取上清 与
,

试剂混匀
,

用 酶标仪在 读取光密度值
。

杭体的 法 孔板用卵白蛋白 协 孔 室温 包

被
,

经含 的 封闭后
,

用含
一

洗涤
。

卵白蛋白腹

腔免疫 陷 的动物尾静脉采血 川
,

用 含
, 一

适

当稀释后每孔加入 川
,

室温孵育
,

洗涤 次
,

加辣根过氧化物酶标羊抗大鼠
,

过夜
,

洗涤
,

每孔加
一

底物
,

室温反应
,

加入 终止反

应后用 。一

酶标仪在 读取光密度值
。

数据处理 采用均数差异性检验 和方差分析
。

结 果

不同海拔
,

不同低级时间低权对大吸溶血素形成的作用

大鼠低氧 一 ,

海拔抑制
,

海拔抑制
·

经 腹腔再次免疫后
,

持续低氧
,

海拔抑制
,

海拔抑

制
,

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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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低氧对大鼠溶血素形成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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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海拔
,

低氧 后低氧对高原鼠兔溶血素形成的作用

和 低氧暴露
,

高原鼠兔不表现低氧抑制溶血素形成的现象
,

相反
,

溶血

素有升高趋势
,

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意义
。

免疫 后再低氧对大鼠溶血素形成的作用

大鼠经 腹腔免疫 后
,

海拔低氧 和
,

未表现低氧抑制作用
。

的免疫调节作用

大鼠侧脑室注入外源性 眼
,

可抑制溶血素形成和 产生
,

抑制率分别为

图 和 尸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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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脑室注射 及低氧注射 受体阻断剂对大鼠溶血素形成的作用
协 , , 一

一

牙士
, , 尸 口 目 叨 因

「

,、︸,‘,且,二日口的寸脚。。﹄异哎

图 脑室注射 料 ,

协 ,

对 抗体产生的作用

牙士
, ·

尸 口 因



生 理 学 报 卷

低氧侧脑室给予 受体阻断剂对低氧抑制溶血素形成有一定的阻断作用
,

可部

分阻断低氧抑制 产生
,

抑制率由 提高到 尸 图 大鼠腹腔注

入 对济 血素形成和 产生无影响
。

,‘‘

日口晌寸花巴。刀﹄孚召哎

图 受体阻断剂对低氧抑制 抗体产生的阻断作用
一

王士
, ,

二 尸 二 尸 口 团 , 胭

〕

·

低权对肾上腺摘除大民溶血素形成的作用

大鼠摘除双侧肾上腺
,

与假手术组 比
,

低氧对溶血素形成仍抑制 见

图
。

已的价州。。‘﹄获代

图 低氧对肾上腺摘除大鼠溶血素形成的抑制作用

牙士
,

二 恤

讨 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

低氧对大鼠初次和再次体液免疫功能产生抑制作用
,

并且肾上腺

摘除后低氧抑制作用仍存在
,

这与我们以前的实验结果相似
,

表明肾上腺皮质激素在低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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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体液免疫抑制过程中作用不显著
。

的电刺激应激实验也表明
,

抑制天然杀

伤细胞的活性与垂体肾上腺轴关系不大 〔 〕。

大鼠免疫 后再低氧
,

不产生体液免疫的抑制

作用
,

提示低氧抑制作用发生体液免疫的起始阶段
,

我们推测低氧可能影响了巨噬细胞的

抗原呈递作用
。

的寒冷应激小鼠实验就发现 巨噬细胞 抗原表达消失川
。

我们的结果

在临床上似有一定意义
,

即疫苗注射应在机体应激发生以前进行
,

应激过程中进行某种疫

苗注射对机体的保护作用可能不充分
。

本研究发现的低氧对大鼠体液免疫的抑制作用与 的中枢作用有关
,

而非 的外

周效应
。

因为 侧脑室注射虽有可能通过血脑屏障到达外周而结合于免疫细胞上的

受体
,

但外周给予 阳 并未产生抑制效应
。

此外
,

低氧时给予 受体阻断剂可部分

阻断低氧对体液免疫的抑制作用
,

高原鼠兔下丘脑
一

垂体
一

肾上腺皮质轴对低氧不应答
,

不升高
,

故低氧对体液免疫未产生抑制作用
,

这些结果支持低氧对体液免疫的抑制因素之

一是中枢 升高并通过 受体而实现的结论
。

本文未能对中枢 抑制体液免疫的通路进行探讨
,

有文献报道
,

中枢 通过激活

交感神经系统而介导细胞免疫抑制作用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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