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红细胞与人淋巴细胞形成玫瑰花环的影响因素

陈方荣

(江西省赣南医学专科学校〉

Lay 等人曾发现人 T 淋巴细胞与猪红细胞

形成花坏， 证实在人 T 淋巴细胞表面存在猪红

细胞受体[IJ 为探讨该种受体的特性，我们观

察了若干因素对人 T 淋巴细胞与猪红细胞花环

形成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猩红细胞悬迹制备

取抗凝猪血， 用 Hanks i夜洗涤 3 次 ，并 ]:JHanks

液配成 0. 5%猪红细胞悬液 (约 为 8 x 1 0' 个 细胞/毫

升)。

人淋巴细胞悬液和j备

取人抗J疑且1 1. 0 毫升用 Ficoll -Hypaque 密度梯

!立分离法[10J ， 分离淋巴细胞，并用 Hanks 浓洗涤后 ，

配成 L X 10 6 个/毫升细胞:忌、液。

花环试验

取淋巴细胞悬液 0.1 毫升，加入等量业经猪红细

胞吸收的小牛血泊 ， J. 5%猪红细胞悬液 。 .2 毫升，

置 37
0

C 温箱中作用 5 分钟 ， 再以 1000 转/分，离心 5

分钟， 置 Ij OC 冰箱过夜， 取出后收去 2/3 上清液， 重

;吕;细胞， 1，吸取)滴置于洁净载片七，自然干燥行瑞氏

染色镜检， 计数 100 个淋巴细胞，凡 1 个淋巴细胞粘

附 3 个以上的猪红细胞， 为花环形成细胞 (PRFc) ，

计算 PRFc 的百分率。

微量花环试验[ 10 J

取抗i疑人血 0.1 毫升，加蒸馆水 6 毫升，用 l反官

吹打 30 秒， 口pjJ口 L5%氧化纳1. 5 毫升 ， ì昆匀，以

2 000 转/分离心 1 0 分钟 ， 再经 Hanks 液洗涤一次后 ，

留残议 。 .0 5 毫刃 ， 力口等主王小牛血 i言 ， 0.5%猪红细胞

悬液 。 .1 毫升 ， 按上法进行， 最后计算 PRFc 的百

分率。

结果与讨论

不同猪的红细胞对 PRFc 值的影响

从表 1 看出，同 份人 lfrr.标本与不同猪的

红细胞形成的 PRFc ， 其最低值和最高值相差

表 1 不同猪的红细胞对 PRFc 值( % )的影晌

叫本号|猪数量| 吐sr一
) I 丁1百丫F而石

1 I 8 只 I 1 6 :t川~ω
1I I 6 只 I 52 土川川1)
lV I 7 只 I 53 :t川川3)

来括弧内数值表示Vß围。

23-41% , 证明不同5者的红细胞对 PRFc 值

的影响较大。 Lay 等人指出，人 T 淋巴细胞仅

与少数猪的红细胞结合 [ 1]。但我们在多次试验

中，曾随意采用 30 几只猪的红细)J包进行试验 ，

均能形成花环。说明人 T 淋巴细胞与猪红细胞

结合未必是少数猪。但不同猪的红细胞对同一

份淋巴细胞表面受体的亲和力有显著差别。

二、使用 Alsever 红细胞保存液保存猪红

细胞的效果

表 2 使用 A Isever 红细胞保存液

保存猪红细胞的效果

PRFc 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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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可看出，未加 保存液的猪红细胞

PRFc 值比使用保存液保存的猪红细胞 PRFc

值下降 11~22%。说明 A l s 巳V 巳 r 红细胞保存

液也能保护猪红细胞表丽i特性，从而保持它与

人 T 淋巴细胞受体相结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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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淋巴细胞披置时间对 PRFc 值的影响

结果表明 ， 5 份淋巴细胞存放时间超过 6

小H才，与对照组 (不超过 3 小时〉比较， PRFc 
值下降 14-30% 。 因为只有活的人 T 淋巴细

胞才能形成在环[ 1 0 ]。故猪红细胞花环的形成

与淋巴细胞的活力有密切关系。

四 、 各种介质对 PRFc 值的影响

在 10 份淋巴细胞悬液中，分别加入等量 、

未稀释 、 均经1者红细胞吸收的小牛、兔、鸡、

'P鸟血清和等茸的中分子右前:糖糖昔 (浓度 6% ，

平均分子量为 7 万 ) ，再作花环试 验。由图看

出 ， 加入各种介质的 PRFc 值 明显高于未 加

介质的 PRFc 值 ， 其中加小牛 血洁的 PRFc

值最高。目报道右 J)Jí!.糖苦能增强猪红细胞的花

环形成 [ 5 J 。 本实验结果与此符合。右旋糖苦的

作用原理可能是改变细胞表面性质， 或在淋巴

细胞与红细胞问起交链作用， 及降低细胞表面

电位而减弱细胞间的排斥力 [ 1 1 ] 。

1\) 82 年细胞生物 学 杂 志

猪红细胞花环在 37"C 作

用 30 分钟的解离情况

表 3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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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C 过夜 I 3 7 0C 作用 时钟
人血标本号

:; 1 

8 

3 

8 

4 
7 

F
h
d
O
A
v

n
毛
υ

1
i
ρ
n
u
n

《
υ

F
hd

e

A
1

月
υ
ρ
O
E
υ
ρ

。

IIEHVH 

PRFc 值均显著降低， 表明花环有不同程度解

肖现象。 所以， 猪红细胞与人 T 淋巴细胞受体

结合在一定条件下是可逆的。

七 、 微量花环试验对 PRFc 值的影响

从表 4 看出，微量j去的 PR F c 值 均 比 常

量法的 PRFc 值低 ， 两者差异非常显著 (P<

0.01) 。 微量法降低 PR Fc 值的原因可能是蒸

捆水破坏T 淋巴细胞表而受体的特性。

八、 猪、绵羊红细胞花环形成百分率的 ~t

6υ 

" 
较

从表 6 看出，猪、 纠:羊红细J]li iËJ.不形成的

百分率基本上在同一水平。初步点明 措红细

胞花环试验还具有一定的实用价 (I 'T 0 

关于人 T 淋巴细胞与绵羊~l 细胞受休结合

的影响因素报道较多， 如不同纠羊的红细胞影

响花环的形成[仆 ， 绵羊红细胞 fH A l seve r 保

存液保存较稳定 ， 失去附力的淋巴细胞在;曰:形

成能力也丧失 [ 1 0 ] ， 4 cC作用 2 小 11才能获得较高

的花环百分率 [ 9 ] ， 37 0C 作 用 30 分钟 花环解

离[町，小牛血清等介质能促使花环形成 [ 2 ， 3 叫 ，

微量法能影响花环形成的百分卒[ 10] 。 上述 诸

因素对猪红细胞花环形成的影响，均呈现类似

的结果。而且， 对 同一份人血标本 ， 绪和绵羊

红细胞花环形成的百分率又在同一水平 ， 1此表

明人 T 淋巴细胞表面的描红细胞和绵羊红细胞

两受体的特性是类似的，是有民间一种'豆休 ，

尚有待深入研究。

五 、 4 0C不同反应时间 PRFc 值的变化

取 6 价淋巴细胞:吕;液作花环试验， 分另IJ 测

定 4 cC 下作JI] 30 分钟、 60 分钟 、 2 小时、 4 小

时、 过夜后 PRFc 值 。 结果表明 PRFc (直随

放置时间延长而增加 ， 2 小时后的 PRFc 值稍

有增长， 1旦相差不明显 (P> 0.05) 。 说明 4 0C

作用 2 小时， 能使指红细胞 与人 T 淋巴细胞受

体充分结合，不必置 4 0C过夜观察结果。

六 、 经 3FC作用 30 分钟花环解离现象

从:;_~ 0 *i' LI \， 经 37 0C作用 30 分钟 币 ， 1于

'(, n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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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微量花环试验对 PRFc 值( % )的影响

人血 标本 号
7j 1去 P 值

常置f i去

微量~去

I 1 I N V ~ W W [ X 
48 50 47 70 60 47 46 58 48 60 
43 47 41 61 58 42 43 54 44 54 

P < O.Ol 

表 5 猪红细胞和绵羊组组胞花环形成百分率的比较

人血标本 号
红细胞种类 5 土 SD

1 1 1 N V ~ . W W [ X 
猪红细胞花环

纠羊红细胞花环

59 71 79 74 67 65 57 63 62 65 
60 70 81 75 65 68 58 62 63 64 

66. 2 土 3. 7

66.6 土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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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抗体生成细胞的方法

一几种溶血空斑试验及其改良法

~.r:. 子卿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j吝 血 空 斑试 验 ( P l aq u e-forming cell 

Assay 简称 PFC 试验)是体外检测和计数产

生 1 9M 及其他类型 I g 的抗体生成细胞的一种

方法 。 由 于 PFC 试验具有特异性高 ， 检测力强、

直观等特点 ， 故百J作为判断机体免疫功能的指

标， 藉以观察免疫应答的动力学变化，除适用

于免疫学基础理论研究外，也可用以寻找抗肿

瘤而不抑制l机体免疫功能的新抗癌药。

恪 J(Jl 空斑试验大致有两类 ， 一类为直接空

斑 ， UIl由 产生 IgM 型的抗体生成细胞形成机

体接受免位 IH ，此类细胞山现最早。 3-4 日 后

即达高峰， 此时细胞所分泣的 I g J\lI 抗体 i容

血效应很强，只需很少的抗休分子致敏靶细胞

(绵羊红血球)即可 活化补体而直接导致培 JÚ1 。

另一类为间接空斑 p 即 由 产生其他 J g 型抗体

生成细胞形成，这类细胞在一次免疫反应的较

晚期才出现 ， 8-10 日才达高峰 ， 一般是分泌

IgG 或 IgA ， 其 j容 I缸效应较低，单独致敬靶细

胞，不足以活化补休， 故需在反应系统中再加

入高度特异性抗 1 9 类 [flJ.清 (又称显斑血洁，如

兔抗鼠 IgG) ，使单体的抗体分子聚合成复合

体时，才-能活化补体导致恪 J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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