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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刘定千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200031) 

近年来出现了多种新型抗生素。 它们比目前常用

的抗生素优点更多 ， 而且很多种除抗细菌外，还能抑

制和杀灭支原体， 这对于细胞培养工作者无疑是一大

"福音"。但目前， 这些抗生素大都还没有在国内广泛

使用， 而且有关它们的文献分散在各种医学和药学杂

志上，查阅不便。 为了有针对性地设计杀灭支原体的

配方， 有必要将国际上发表的有关文献加以整理， 以

便应用。

在以上思想指导下， 笔者利用美国 Medline 光 盘

文献数据库， 检索了 1985 年至 1994 年有关除去细胞

培养中的支原体和人畜支原体病治疗的文献。检索结

果列于下表。

本表按照文原体的拉丁文学名顺序排列。 表内是

该种支原体对其敏感的抗生素的名称。对有些抗生

素， 还列出了它们对支原体的平均抑制浓度 (MIC)

和/或平均杀灭浓度 (MPC) 。 由于 Medline 仅为摘要，

部分文献的抗生素敏感性的 MIC 未能列出z 读者如需

要， 可查阅原始文献。 由于有些新的抗生素尚无标准

的中文译名， 本文中一律用英文原文。 这些抗生素除

国内已生产的外 ，大多也能从国外公司购得。 为方便不

熟悉拉丁文的读者 ， 笔者把支原体的学名译成了中文。

作者希望这张表能有助于研究同行设计自己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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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休药物配方。显然，配制时必须从实际出发 ， 根

据污染细胞的支原体的可能的来源和种类选择药物。

如果不能判断污染的支原休的属性， 则只能试探几种

方案。同时， 必须注意细胞对抗生素的耐受性。本文

作者就用按照此表逃出的抗生素， 消除了几种细胞的

支原f木污染，挽救了宝贵的细胞系。

这些支原体中，有一部分对人也有致病性。人的

支原体病同样可以用抗生素治疗， 因此本表也可供医

务工作者参考。

支原体的抗生素敏感性

MIC= 平均抑制浓}~~ ; MIC 90 = 90%抑制时的平均浓度z

MPC= 平均杀灭浓度 ; MPC 90=90%杀灭时的平均浓度。单位均为四Iml 。

Avian Mycoplasma 支原体名称 J.U ;Y .....vp .l u..;:. .lu<< mycoplasmas 
i sPP. (MIC 90) [31 

tiamulin + iiamulin 0. 4 gentamycin 7.5 
minocycline[ 221 lincospectin 2 . 7 apramyCIn 24 . 5 
clarithromycin [231 Josam ycm 2.7 doxycyc1ine 27.4 

敏感的抗生京 i 巳nrofloxacin[26 1 linco mycin 3 . 0 minocycline 29 . 0 
spectmomycm 4.8 splfamycm 30.0 
tylosi n 6 . 0 coli stin 44.3 
kanamycin 6 . 0 leucomycin 45. 0 
chloramphen col J 6 . 0 streptomy cin 50.0 

一

I Nlycoplasma argl ll1111 
支原体名称 I - --

I (精氨酸支原体)

敏感的抗生素

支原体名称

敏感的抗生京

支原体名称 i 

clindamycin , 
lincomycin l131 

M _bovis 

M. bovi geni ta li um 

Acholeplasma laidlowii 

(牛支原体z 牛生殖道支原体E

Laidlow 非固自享支原体)

nourseothricin + 
lincospectin [101 
tilmicosin [11 1 
spectinomyci口，
lincomycin , 
ty losin , 
gentamycin , 
enro f1oxacin [1 21 

M. cquigenitalium 

( 马生殖道支原休)

oxy t巳tra cyc1ine ，
minocYc1 ine, 
transcycline, 
vibramycin , 
lincomycin , 
gentamycin 111 

M . ga llisepticum stra ins[71 

(各歹!'鸡1届交原体)

M. fermentans 

(发酵交原休)

(MIC) 

clindamycin [131 
chloramphen icoJ [191 
ciprofloxacin , 0. 078 J 
clindmycin, 0 .078; 
doxycyclin巴， 0. 625; 
levofloxacin , 0. 078 ; 
lincomycin, 0. J56; 
tetracy c1in巳 ， 0. 625[251 

M. hominis 

(人支原体)

| MIC BO MI 
o f1oxacin 0.2 O. 

)C 90 
39 

a zithromycin [161 
midecamycin[171 
ciprofloxacin [181 
doxycycJine + 
metronidazole [181 
sparfloxacin l201 
doxycyc1ine [241 
roxythromycin 1 241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第 17卷第 4 期 细胞生物 学杂志 i75 

支原体名称

敏感的抗生素

支原体名称

敏感的抗生素

文原体名称

M. hyopn eumoniae 

(猪肺炎支原休)

(MIC) 

ciprofloxacin , 0. 01. ; 
tiamulin , 0 . 04; 
tylosin , 0 .06; 
oxytetracycline, 0. 17 ; 
gentamycin , 0.23 [14J 
t erdecamycin [29 J 

M. oralc 

(口腔支原体)

clindamycin , 
lincomycin[13J 

M.hyorhinis 

(猪鼻支原休)

(MIC ) 

tiamulin , 10; 
minocycline , 5[6J 
clindamycin , 
lincomycin [13J 

M. penetrans 

〈渗透支原体)

doxycycline, 
tetracyclin巴 ，
clindamycin , 
ofloxacin, 
azithromycin , 
clarithromycin , 
erythromycin [28J 

M. pneumoniae 

(肺炎支原体〉

h在. hyosynoviae 

(猪涓液褒交原体)

(MlC) 

of1 oxacin , 0. 6J 
ciprofloxacin, 0.7; 
tiamulin , 0. 034[ 14 J 

M. pirum 

(梨形交原体)

l综抗erythromycin
外，同M. pen etrans[ 28J 

spiramycin [2J midecamycin [9J 

敏感的抗生素

minocycline[2,15 J 
rokitamycin [4J 
clarithromycin [8J 
doxycycline[9J 
erythromycin凹， 16]

azithromy cin [1 6J 
t emafloxacin [211 
ofloxacin[21J 
ciprofloxacin [21 J 
roxithromycin[27 J 

参考 文献

[ 1 J Zgorn iak-Nowosielska , I. et a l., 1985 , 
Arch. Immuno1. Ther. Exp . Warsz. , 33 

(6): 851-856 . 
[ 2 J R enaudin, H. et a1., 1987 , Pathol. Biol. 

Paris, 35(5) : 595一- 5 98 .

[3 J Lin , M . Y. , 1987, Av ian Dis. 31 (4) , 
70 5一7 1 2 .

[ 4 J Motohiro, T. et a l., 1988, Japan J. An

tibio丸， 41 (7) , 92 0-959 . 
[ 5 J Fujii. R. et a l.. 1988 , Japan J. Anti

biot .. 41 (7) , 841 • 853 . 
[ 6 J Borup-Christensen . P. et a l.. 1988 , J. 

Immunol. Methods. 110 (2): 237-240 . 
[7 J Takahash i. 1. and Yoshida. T. 1989, 

Japan J. Antibiot .. 42 (5) , 1166-1172. 
[ 8 J Tayama . M et a l., 1989 , Japan J. Anti

biot.. 42 (2) : 388-392. 
[ 9 J Kuzman, 1. and Petricev ié, I. 1989 , 

Plucne Bol巳sti. 41 (1一-2 ) ， 13- 17 . 

[1 0J Pfutzne r. H. 1989 , Arch. Exp. Veteri 

narmed.. 43 (5) , 725一728 .

[l1 J Gourlay. R. N. et a l.. 1989 , Res . Vet. 

Sci.. 47 (1), 84-89 . 
[l2J Pourmarat. F . and Marte1. J. L . 1989 , 

Ann. Rech. Vet. 20( 2) : 145-152 . 
口 3J Hirschberg. L. et al.. 1989, Hybridoma. 

8 (2) : 249一25 7 .

[14J Hannan. P . C . et a1.. 1989 , Res. Vet. 

Sci. 46 (2) , 202- 211 . 
口 5 J Samet. A . et a l.. 1990 ,Pneumonol. Pol

slw. 58 (6) : 334-338 . 
[1 6J R enaudin. H and Bebear. C. 1990 , Eur. 

J. Clin. Microbiol. Infect . Dis. 9 (1 1): 

838-841 . 
[17] Felmingham. D . et a l.. 1991 ,Drugs Exp 

Clin. Res.. 17( 2) , 91-99 . 
[l 8J Miettinen. A. et a l.. 1991 , Arch. Gyne

col. Obstet. , 249 (2) , 95-1 01. 
口 9J Hayes, M. M . et al. , 1991 , Arch . Pa-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176 细 胞生物 学 杂志

t keL LIf.. Med., 11 5 (5 ) , ,( 6,( - 466. 

[20J Leferre, D. C. et llL 1992 ,Chtmothera
py , 38 (5 ) , 303- 307 . 

[ 21J Gohara, Y . et al.. 1 992 ， 日 本细菌学杂

志(日 ) ， 47 ( 2) , 387-393 . 
[22J Upholf, C. C. et aL 1992 , J. lmmunol 

Methods, 149 (1) , 55-62 . 

[23J Loza, E et a1., 19 92 , Eur. J. Clin. Mi
crobiol. In fect . Dis. , 11 ( 9) : 856- 866 . 

[24 J Van Schouwenburg, J et a1., 1992 , Dia
gn. Microbiol. lnfect . Dis ., 15 (4 suppl.) : 

…
时…

…工
…

…
究一

一问
一

1 995 年

1295-131 5 . 

[ 25 J Hayes, M. M. et al. , 1993 ,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 37 (11) . 2500- 2503 . 

[ 26J Fleckenstein, E. et aL 1994 , Leukemia, 
8(8) , 1 424一1434 .

[27J Ishida, K. et al., 1994 , Antimicrob . 
Agents Chemother ., 38 (4 ) , 790一798 .

[ 28J Poulin, S. A. et al., 1994 , J . Clin. Mi
crobiol.. 32 (4) , 11 01-1103 . 

[ 29J Ueda, Y . et aL 1994 , ZentralbL -Ve
terinarmed. , 41 (4 ) : 283-290 . 

加压衰片段类似物对Cô 细胞生长的影响来

何 籍、* 缪红华忡 陈秀芳川 才土 雨苍*

(惜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忖上海生理研究所 200031) 

早就知道 ， 垂体后叶激素、 加压素 ， 不仅

对哺乳动物有抗利尿、 增加 l血压和促进学习记

忆作用 ， 而且对培育小鼠 3T3 细 胞的生长 和

发育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1- 3 J 。 近年来某些常

见神经肤促进培育细胞的生长和发挥体内营养

性作用方面也已有大量的资料积累井已被详细

讨论凹， 神经肤不仅是一个神经敏感性的短期

调节者 ， 而且可能是在机体内几种重要系统 ，

如神经、 免疫、 内分泌等系统间进行信息交

换， 并通过促细胞分裂机制将机体应答模式的

不同组分加以衔接和整 合。 精氨 酸 加 压素

(AVP ) 的 C 端短肤巳被证明具有比 AVP 本 体

更强的促进大鼠学习记忆的活性 [ 5川和具有专

一的脑内受体[ 7 ，町 ， 因而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神

经肤。 它是否仍然保留了促细胞生长的能力将

是一饶有兴趣的问题。 本文将报道一些化学合

成的 AVP 类似物对胶质细胞瘤 C6 细胞株的促

生长作用 。 我们观察到在无血清培液 中 C6 细

胞生长的速度受这些肤的影响 ， 不仅显示浓度

依赖关系 ， 而且影响的大小与肤的功能特性有

关。 本文还联系肤的增强动物学习记忆的活性

进行了讨论。

材料 和 方 法

1、细胞系及试剂

小鼠神经胶质瘤 C6 细胞， 由中科院上海细胞研

究所希瑞细胞技术公司提供。 DMEM和 F1 2 培液都

是 Gibco 公司产品E 胶岛索、 族蛋白酶、 大豆膜蛋白

酶抑制剂、 腐胶、 皮质酣、 黄体丽、 转铁蛋白 、 亚硝

酸纳、 牛血清白蛋白 、 三腆甲腺原氨酸和 MTT 等都

是 Sigma 公司产品z 青霉素、 f邃霉素和庆大霉素均为

上海第四药厂出品。 96 ::rL及 4 孔培育板都是 NlillC 公

司产品。

2、睐的制备

AVP 及其类似物都 是本实验室依前文方法合

· 本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联合开放

实验室的经费支持。

感谢j马林音和!硕锦法关于细胞培养的指导、 吴文

玉和周安武纯化合成肤以及张建伟和王桐窑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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