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集素与细胞凝集

1 .伴刀豆球蛋白A及植物血凝素对正常细胞、
胚胎及肿瘤细胞的凝集效应

未正美顾又爵

〈上海第一医学院〉

自从 J. C. Aub[l]于 1963 年报道麦胚凝

集素(WGA) 对正常及肿瘤细胞的凝集作用有

显著差异之后，巴在数十种肿瘤及病毒转化的

细胞也得到类似的结果[2] 0 近年来又发现胚胎

[3]及分裂细胞[4]也像肿瘤细胞一样易被凝集素

凝集。因此，对凝集素的凝集效应与细胞癌变、

繁殖和分化的关系，受到高度重视.

我们以正常肝、肝癌及胚胎肝细胞为研究

材料，系统分析凝集反应的现象及各种影响因

素，希望能对正常与胚胎、肿瘤细胞对凝集素

的凝集效应不同这一现象提出较为系统和完整

的实验根据，以利于了解其内在本质.

本文报道了九种肿瘤细胞、三种胚胎细胞

布正常肝细胞对 ConA 及 PHA 两种凝集素的

凝集效应.

材料和方法

〈一)试剂伴刀豆球蛋白A(ConA) Phamacia 

产品。植物血凝素(PHA) 广东红豆盐水漫取粗制品。

胶元酶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产品。

j瞿洗液一一含 140mMNaCl ， 5.4mMKCl ， 0.8m

MMgS04• O. 8mM 磷酸铀. 25mM 碳酸氢铀 (pH

7. 的。用于脏器灌洗及分离细胞。 Hanks 液(不含葡

萄糖)一一作为细胞凝集反应介质液。

〈二〉细胞来源人胚为 4-8 月胎龄的水囊引产

胎儿，实验动物肿瘤有s 小鼠 S180、 S37、H615、黑色

素瘤(M-HP)、子宫颈癌(U14 )、脑瘤(B12 ) 实体瘤及

小鼠腹水型 S180. 腹水型肝癌 (HepA)、腹水型子宫

颈癌及艾氏腹水癌腹水型肿瘤与人肝癌 (7402HL) 培

养细胞株。以上瘤株除 H615 来自贵州遵义医学院，

7402HL 来自上海肿?菌研究所之外，均由中国科学院

药物研究所提供。

(三)细胞晕糠的制备 (1)腹水细胞，抽取腹

水加入大量生理盐水，离心洗涤 3 次，用血细胞计算

盘计数，制成约 106/ 毫升细胞悬液。 (2) 实体瘤及

肝、肾、胸腺等脏器经血管用灌洗液充分灌洗，除去

血液及包膜，剪碎，用钝器刮过 140 目铜网〈或用肢元

酶消化，用吸管吹打分散〉后用 4-6 层 150 目尼龙布

过滤，除去组织碎片及细胞团块，再离心除去细胞碎

片，制得在相差镜下形态完整、基本分散的细胞悬液，

并经计数制成约 106/毫升细胞悬液。

反应体系及结果判断

(-)反应体系

ConA(或 PHA)溶于无糖 Hanks 液，倍比

稀释成不同浓度，加入细胞悬液，最终细胞浓度

为 1 x106/毫升，混匀，置 37"C保温，对照管以

无糖 Hanks 液代替凝集素液，同时保温观察.

〈二〉结果判断

使用以下两种方法判断凝集强度，凝集强

度的判断标准见表1.

和
一
则
度

集凝
强

细胞摄篇反应强鹰判断标准

相差镜下所见

-* 基本分散，可有少数几个细胞相连
土 几个细胞相连较多，但仍基本为单细

胞
+ <10个细胞相连较多，分散细胞仍多
忡 >10个细胞相连，分散细胞减少
* 数十个细胞相连，分散细胞少
州 > 100 个细胞相连，几无分散细胞
*与对照管相比较结果一致者为(-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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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 

费 2 ，自撞肝葡细胞对 ConA PHA 的精篝魏应*

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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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epA(小鼠腹水型肝癌) I 怖 I 85.2% 

艾氏腹水癌 ! 棉 I 87.5% 
S180(腹水型肉瘤) I 怖 I 90.3% , 

U14 (腹水到子宫颈癌) I 怖 I 86.6% 

-人阳市出去均可-*------l 未测定

正常肝细胞(成龄叩门 - 1. 3% 

*细胞在切地jmlConA 或 PHA 中， 37 'C保温30 分钟。

'
柯
口

1 
瘤

结 果

(-)肿擅细胞对 ConA 及 PHA 的凝集鼓

应

分别观察比较了实体型和游离型两种类型

共 9 种肿瘤细胞对凝集素的凝集效应，结果见

表 20

由表 2 可见，所观察的 9种肿瘤细胞对

ConA 及 PHA 的凝集效应均比正常小鼠肝细

胞强，腹水型肿瘤细胞更强于实体型肿瘤细胞.

如将 5180 及 U 14 接种于腹腔后所生长的腹水型

细胞，其凝集效应强于接种于皮下的实体型肿

瘤细胞， HepA (腹水型〉的凝集效应也明显强

于 H615 (实体型) 0 Nicolson 等 [5]在 5V3T3 细

胞株也观察到，稀疏游离生长的细胞比群集生

长或生长到相互接触时的细胞对 RCA 的凝集

效应强。这些现象都提示细胞的生长状态也影

响其凝集效应2 即细胞间的接触与其对凝集素

的凝集效应.

〈二〉三种胚胎细胞对凝集素的摄靠效应

测定结果见表 3 ，三种取自人胎儿 (5~7

月〉的细胞均能被 30μg/ml 浓度的 ConA 及

忡 64.1% 

63.1% 
未测定

未测定

定
定

忡
测
测未
未

一去辰一一「一纠F一一

PHA 明显凝集.

暴 3 胚胎细胞对提集素的精集效应

胎肝( 5 月)*

胎肾( 7 月)川

胎胸腺( 6 月)梢

I C;并 30微克/iPE丽前/

忡
忡
忡 忡

未测定

* 37 'C，保温 30 分钟。制 37 'C ，保温 15 分钟.

(三〉不同胎龄人胎肝细胞对 ConA 的凝

篝效应

观察了胎龄 4~8 月的胎肝细胞在不同浓

度 ConA 中的凝集效应，如表 4 所示，随着胎

龄的增长，细胞分化程度的逐渐成熟而凝集效

应递减.

有关胚胎细胞的凝集效应，前人多以鸡胚、

鼠胚为材料，人胚仅见有关胎肺成纤维细胞

〈可被 ConA 、 PHA z.疑集) [6]及胎小肠上皮细胞

(ConA 使之明显凝集) [7]的报道.本文除观察

肝、肾、胸腺三种人胚胎细胞的凝集效应外，

同时比较了不同胎龄肝细胞的凝集强度，结果

充分表明凝集效应与细胞分化程度密切相关.

West 与 McMahon[8] 用荧光标记 ConA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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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粘菌 (51ime mold Dictyostelium Disc

oide;m) 发育过程中细胞膜上糖蛋白的种类及

数量均有明显改变。此外，用鸡胚视网膜神经

细胞[ 9] 也得到类似结果。因此，可以认为人胎

肝细胞对凝集素凝集效应的改变也是反映胚胎

友育过程中质膜上糖蛋白(或糖脂)的衍变。近

年来，大量工作证明癌变细胞出现反分化(de

diff巳 rentiation) 现象， 所以肿瘤细胞易被凝

集素凝集，是否也是这-现象的特征之一，是

值得注意的。

表 4 不同胎龄人胎肝细胞的凝集效应*

ConA 浓度 μgfml
胎龄** i---~ -\ - ~I---

I 500 I 60 30 

4 I 未测定 | 件 | 未测定
5 忡~忏+ * 斗+

6 4寸牛-* +卡 斗t-+

7 * + + 
8 + 未测定 未测定

成 人 + 土

*' 37.C 保温 30 分钟。

H 胎龄按胎儿坐高(头顶到坐骨结节的高度)确

íÌ也-气.0

结

本文报道的八种实验动物肿瘤细胞及一株

人肝癌细胞均在低浓度 (30微克/毫升) ConA 

及 PHA 中明显凝集，这和主C献报道的一般规

律相一致。三种人胚胎细胞也和文献报道的动

物胚胎细胞的结果类同，而且随着胎龄的增

长，分化的成熟，凝集程度也逐渐减弱，八个

月胎龄的肝细胞其凝集强度已接近于正常成人

肝细胞。腹水型肿瘤细胞比较实体型的更易凝

集，这可能表示细胞之间相互接触可能影响细

胞表面膜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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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巨噬细胞的研究

V. 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的 I-ILA-DR 抗原及

其在淋巳细胞体外增殖反应中的作用x

张在会黄豆J九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

对小鼠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H-2 系

统)的大量研究证明， I在关系到同种异体移植

物被排斥的 H-2D 和 H-2K 之外，在这两个

位点之间还有一个与免疫反应密切联系的 I

区.它由五个亚区组成，所编码的抗原称为 Ia

抗原. H-2D 和 H-2K 抗原见于所有有核细

胞的表面，而 Ia 抗原仅存在于某些细胞，如 B

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表面。巨睦细胞的 Ia 抗

原在免疫反应诱导阶段 ti噬细胞与 T 细胞相互

作用中是极为重要的 [1]。在人类主要组织相容

*本工作在美国圣地亚哥 Scripps 研究所完成。

相 Scripps 研究所分子免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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