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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应用免疫花环试验法测定了封闭群中高原鼠兔红细胞 山 受体和红细胞免疫复合物

的花环率
,

并比较了不同年龄高原鼠兔红细胞的免疫功能 研究结果表明
,

高原鼠兔红细胞在

自身免疫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免疫功能 , 随年龄增长
,

其红细胞免疫功能逐渐减弱
。

与人
、

兔和

大白鼠等动物相比
,

高原鼠兔红细胞免疫粘附活性高
,

因此适宜作红细胞免疫实验的动物模

型
。

关键词 高原鼠免 红细胞 受体 免疫复合物 免疫功能

在传统的血液细胞功能划分中
,

通常认为 白细胞的作用与机体的免疫和防御机制相

关
,

而红细胞则是一种高度特化
、

含有丰富血红蛋白的细胞
,

其主要作用是运输呼吸气

体和维持血液中酸
、

碱的相对平衡
。

在他和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

提出了红

细胞免疫系统假说
,

同时推测该假说也适用于哺乳动物
。

高原 鼠兔 ‘“ 召

是新开发的免形 目实验动物 叶润蓉等
, 。

为检验这种动物红细胞的免疫功能
,

除

对一般的血液学检查外
,

还对其红细胞膜上补体
,

受体活性和红

细胞膜上吸附免疫复合物的数量进行了测定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培育和繁殖的封闭群高原 鼠兔
。

用于红细胞

免疫功能测定的动物分为 个年龄组
,

一 月龄为亚成体组
,

共 例 一 月龄为成体

组
,

共 例 月龄以上为老体组
,

共 例 总计 例 各年龄组 内雌雄个体各半

红细胞 受体
一 , 一

花环试验及红细胞免疫复合物
一

, 一

花环试验按郭峰 报道的方法进行
。

冻干补体致敏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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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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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耳缘静脉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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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测定采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 眶后静脉丛采血
。

所用动物 例
,

雌雄各半
,

年

龄为 月龄以上的成体
。

结果与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
,

各年龄组 鼠兔的红细胞膜上均存在有 受体
,

都可通过该受体吸

附 致敏酵母菌形成花环
,

并都具有粘附免疫复合物的能力 表
,

从而证明不同年

龄 鼠兔的红细胞都具有免疫功能 红细胞发挥免疫功能的基础是通过其膜上 受体而

实现的
, 。

尽管 受体也存在于白细胞上
, 一 ,

但在成体

鼠兔的每升血液中
,

平均含红细胞
,

个
,

白细胞 。,

个 表
,

红细胞是白细

胞的 倍
。

说明
,

在血液循环中
,

红细胞粘附免疫复合物的机遇 比白细胞多 倍
。

由

于红细胞可通过其膜上的 受体粘附免疫复合物
,

并将其运到肝
、

脾等器官
,

由吞噬

细胞吞噬后排出体外
,

以达到减少免疫复合物对机体的危害 等
, 。

等
,

等
, ,

因此
,

鼠兔红细胞在机体防御中起着白细胞所不能取代

的重要作用
,

它与白细胞共同承担着机体的防御机能

表 各年龄组高原民兔红细胞免痊功能的测定结果 士

一

士

组别 性别
吧

一

花环率
一

一

花环率 花环率
,

一

花环率差异显著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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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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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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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差异显著
以

老体

。 , 一 差异显若

,

表中 花环率为 受体花环率与免疫复合物花环率之和

势 一

十
一

经统计分析
,

各组雌雄鼠兔间红细胞免疫粘附活性 花环率 无明显差异
,

但组

间差异显著 表
,

亚成体组 花环率最高
,

为 成体组次之
,

为 老

年组最低
,

为
。

说明
,

随年龄递增
,

其红细胞的免疫功能逐渐衰退
。

表 高原民兔血液检查

以 ,

项 目 早 士 古 士 舍早 士 舍早范围

士
·

士
·

士 一

又 拼 士 士
·

士
· ·

一
·

, 拜 士 士 士 一

如表 所示
,

鼠兔
、

长爪沙鼠 材七犷 和 日本大耳兔游离状态

花环率 与结合状态 花环率 的红细胞 受体无明显差异
,

其 比值分别为
、

和
。

人
、

恒河猴 。了口‘ 、

大灵猫 占 入
、

小灵猫

游离状态的 受体明显高于结合状态的红细胞 受体
。

说明
,

鼠兔
、

长爪沙

一 一



鼠和 日本大耳兔的红细胞通过免疫粘附作用
,

清除血液中免疫复合物对机体危害的能力

均 明显强于人和以上几种动物
。

除豚 鼠外
,

鼠兔红细胞 受体总数 最高
。

在每升

血液中
,

鼠兔所含红细胞个数较人和其它动物多
、

较豚 鼠多
,

川个 叶润蓉等
,

,

因此
,

鼠兔红细胞在机体免疫功能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低于豚 鼠
。

上述结果表明
,

鼠

兔红细胞粘附血液中的免疫复合物的能力强
,

数量高
。

表 高原呈兔与人及其它动物红细胞免疫功能的比较 士

悦

动物名称
一

花环率
一

花环率
一

花环率 引用文献
一 一 一

高原 鼠兔

人

日本大耳 白兔

豚 鼠

大 鼠
,

长爪沙 鼠

恒河猴

大灵猫
一

小灵猫

士 士 士

士 士 郭峰
,

士 士 李素华等
,

士 士 王旭 东等
,

士 士 姜淑英等
,

士 士 聂金荣等
,

士 士

士 士

陈思义等
,

张德成等
, 一

士 士 张德成等
,

,

引自中国实验动物学 年年会登第二 届优秀论文摘要汇编
,

页

,

综上所述
,

与人和其它几种动物 比
,

高原 鼠兔每升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多
、

红细胞

免疫粘附活性高
、

受体粘附免疫复合物并将其清除的能力强
。

因此
,

我们认为
,

该种

动物适宜作红细胞免疫实验的动物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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