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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牦牛血清 IgG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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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用环磷酰胺 (Cy)制造小鼠免疫功能抑制模型 ,以口服扶正女贞素片的小鼠为阳性对照组 ,试验组小鼠连续口服

牦牛血清 IgG ,10 d 后测定小鼠免疫水平的变化。结果 ,口服牦牛血清 IgG的小鼠 ,抗 Cy 引起的免疫器官萎缩效果极显著

( P < 0. 01) ,抗 Cy 引起的小鼠血清 IgG含量降低 ( P < 0. 05) ,能提高小鼠血清 IgG水平 ( P < 0. 05) ;牦牛血清 IgG对小鼠

急性毒性试验属无毒级。证明口服牦牛血清 IgG能显著提高小鼠的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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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G是血液和组织液中具有特异免疫效应的一类糖蛋白 ,

绝大部分分布于血清中。在临床上 IgG主要用于治疗免疫抑

制、受体封闭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1 ] 。根据研究成果预测 , IgG有

可能在药物中毒的抢救和免疫应答的抗独特型调节方面有一定

的作用[1 ] 。另据报道 ,口服 IgG可以治疗腹泻、消化紊乱、免疫

力低下等疾病[2～5 ] 。目前 ,由于人血制品中存在的安全性问

题[6～8 ]及人血资源的严重不足 ,人血制品替代品的研究成为人

们关注的课题。笔者就口服牦牛血清 IgG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

响进行了初步研究 ,以观察口服异种 IgG对提高动物免疫功能

的影响。

1 　材料

1. 1 　动物 　昆明种小鼠 :由青海省试验动物中心提供。

1. 2 　牦牛血清 IgG的制备 　按照参考文献 [ 9 ]方法进行 ,用硫

酸铵盐析法提取 ,双缩脲法测定总蛋白含量 ,醋酸纤维素膜电泳

法测定 IgG的纯度。

1. 3 　药品和器材 　扶正女贞素片 :为山西省临汾健民制药厂生

产 ,批号 000901 ;环磷酰胺 (Cy) :为上海华联制药有限公司产

品 ,批号 010104 ;兔抗小鼠 IgG抗血清 :为北京帮定泰克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产品。

2 　方法[10～11 ]

2. 1 　非特异性免疫试验 　取体重 18. 0 g ±0. 5 g 健康小鼠 60

只 ,雌雄各半 ,随机分成 6 组 : Ⅰ组为对照组 ,按体重 (下同) 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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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盐水 0. 025 mL/ g ; Ⅱ组为阳性组 ,灌服扶正女贞素片 0. 03

mg/ g ; Ⅲ组为牦牛血清 IgG试验组 ,每日灌服牦牛血清 IgG 4. 5

mg/ g ; Ⅳ～ Ⅵ组为模型组 ,其中 Ⅳ组灌服生理盐水 0. 025 mL/ g ,

Ⅴ组灌服扶正女贞素片 0. 03 mg/ g , Ⅵ组灌服牦牛血清 IgG 4. 5

mg/ g。各组每日按上述设计灌胃 1 次 ,连续给药 10 d ,在试验

开始的第 3 d 和第 6 d 分别给各模型组小鼠肌注 Cy 1 次 (0. 1

mg/ g) 。

　　于末次给药后次日 ,颈动脉放血处死小鼠 ,取脾和胸腺 ,用

分析天平称重 ;分别计算脾重、胸腺重与体重的比值 ,以 X ±SD

表示 ,并进行 t 检验分析组间差异。

2. 2 　特异性免疫功能试验 　试验小鼠分组及处理方法同 2. 1。

于末次给药后次日眼眶采血并分离血清 ,用单向免疫扩散试验

测定小鼠血清 IgG含量 ,以 t 检验分析组间差异。

2. 3 　牦牛血清 IgG对小鼠的急性毒性试验 　取体重 18. 0 g ±

0. 5 g的健康小鼠 40 只 ,雌雄各半 ;每日按每 1. 0 g 体重 10 mg

剂量灌服牦牛血清 IgG ,连续观察 15 d 后脱颈椎处死小鼠 ,取

肝、肾、脾和胃等器官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3 　结果

3. 1 　试验小鼠脾和胸腺的重量变化及血清 IgG 抗体含量见

表 1。由表 1 结果显示 ,小鼠口服牦牛血清 IgG后 ,能极显著地

抗由 Cy 引起的小鼠胸腺和脾萎缩 ( P < 0. 01) ,并能显著提高

小鼠血清 IgG抗体的水平 ( P < 0. 01) ,抗由 Cy 引起的小鼠血

清 IgG抗体含量的降低 ( P < 0. 05) 。

3. 2 　在牦牛血清 IgG对小鼠急性毒性试验观察期间 ,试验动物

未出现任何中毒症状 ;经病理组织学检查 ,各组小鼠主要脏器无

异常病变 ,且无一死亡 ,这一结果表明口服牦牛血清 IgG对小鼠

属无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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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鼠脾和胸腺重量与体重的比值及

血清 IgG抗体含量

组别及处理方法
胸腺与体重比

(mg/ g)

脾与体重比

(mg/ g)

免疫扩散试验沉

淀环直径 (mm)

Ⅰ 灌服生理盐水 3. 89 ±0. 62 3. 13 ±0. 75 5. 63 ±0. 50

Ⅱ 灌服女贞素片 3. 41 ±1. 271) 3. 19 ±1. 141) 6. 65 ±0. 931) ,2)

Ⅲ 灌服牦牛血清 IgG 4. 08 ±1. 281) 3. 85 ±1. 501) 6. 33 ±0. 591) ,2)

Ⅳ
灌服生理盐水 ,

第 3、6 d 肌注 Cy
1. 16 ±0. 32 1. 13 ±0. 28 4. 71 ±0. 74

Ⅴ
灌服女贞素片 ,

第 3、6 d 肌注 Cy
1. 90 ±0. 533) 2. 35 ±1. 093) 6. 08 ±0. 853)

Ⅵ
灌服牦牛血清 IgG

第 3、6 d 肌注 Cy
1. 82 ±0. 361) 1. 59 ±0. 212) 6. 11 ±0. 883)

注 :1)表示与 Cy 组差异极显著( P < 0. 01) ;2) 表示与对照组差异显

著 ( P < 0 . 05) ;3) 表示与 Cy 组差异显著 ( P < 0. 05)

4 　讨论

4. 1 　给小鼠口服牦牛血清 IgG后 ,测定免疫器官重量变化及血

清 IgG抗体水平 ,发现口服牦牛血清 IgG能提高小鼠的免疫功

能 ,且经急性毒理试验属无毒级。

4. 2 　IgG在临床的给药途径为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 ,经口服给

药的研究报道甚少。有研究证明 ,胃蛋白酶可酶解 IgG形成能

结合 2 个抗原分子的片段 ,此片段的 2 个 Fab 样片段通过 CH2

上的二硫键连接在一起 ,以 F (ab) 2表示。由于它可以结合 2 个

抗原决定簇 ,可以与抗原形成抗原2抗体复合物 ,故此片段可以

沉淀抗原。F(ab) 2既保持了结合抗原、沉淀抗原的能力 ,又减少

了抗体分子的免疫原性 ,在临床上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12 ] 。

4. 3 　作者认为牦牛血清 IgG经口进入小鼠胃肠道后 ,被胃肠道

内的各种酶酶解成各种片段。具有活性的各片段在肠道内继续

发挥其活性效应的同时可能激活小鼠胃肠道粘膜上相应的补体

系统 ,因而提高了小鼠的免疫功能。一些未被酶解的牦牛血清

IgG ,其 Fab 段首先识别小鼠胃肠道内的内毒素和细菌等抗原 ,

　　　　

并与之发生特异性结合 ,形成抗原2抗体复合物 ,从而阻断内毒

素、细菌等抗原对小鼠机体的危害 ,而这一抗原2抗体复合物则

失去或降低了对小鼠的抗原性 ,并依靠其暴露的 Fc 段替代小鼠

IgG的 Fc 而诱发免疫效应 ,提高小鼠的免疫功能。

4. 4 　本研究观察了口服牦牛血清 IgG对提高小鼠免疫功能的

影响 ,其机理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推测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

明。但本研究的初步结果对动物血液资源的开发利用 ,提高畜

牧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缓解人血资源的严重不足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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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苯哒唑控释药丸对山羊线虫的驱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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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通过给山羊投服氟苯哒唑控释药丸 ,观察药丸对山羊寄生线虫的驱除效果。Ⅰ组为投服氟苯哒唑控释药丸组 ,

投药后第 5～105 d 线虫虫卵减少率为 100 % ; Ⅱ组为胃管一次给药组 ,给药后第 5 d 线虫虫卵减少率为 96. 9 % ,30 d 后虫

卵数回升。试验结束时 , Ⅰ组山羊平均增重比 Ⅱ组和不给药对照组 ( Ⅲ组) 的平均增重分别多 2. 1 kg 和 4. 1 kg。结果表

明 ,控释药丸不仅比胃管一次给药的驱虫效果好 ,且药效时间明显延长。

关键词 : 山羊 ; 氟苯哒唑 ;控释药丸

中图分类号 : S 852. 731 　　　文献标识码 : B 　　　文章编号 : 100026419 (2002) 0820030203

　　氟苯哒唑 ( Flubendazole)又名氟甲苯咪唑 ,是一种新的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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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蠕虫药。临床上已广泛用于驱除猪的蛔虫和毛首线虫、食道

口线虫、后圆线虫及犬的蛔虫、仰口线虫和毛首线虫 [1～3 ] 。笔者

通过给山羊投服氟苯哒唑控释药丸 ,以观察药丸对山羊寄生线

虫的驱除效果和增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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