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有 Fc 受体和绵羊红血球 (SRBC)

受体的双重标志淋巴细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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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生洪锦心田培坤张前进刘燕雯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免疫学、细胞生物学研究室}

一、淋巴细胞来源s 取人体周围血淋巴细胞。

血标本来源中，正常人是实验室工作人员或输血员，

肿瘤病人为确诊后未经放疗、化疗病人，仅白血病

人为治疗中的病人。

二、淋巴细胞分离z 肝素抗凝周围血，经Hanks

液稀释 1 倍后，用 Ficoll一一泛影酸葡甲胶(比重

1. 077:!: 0.001)梯度离心分离出淋巴细胞，用 Hanks

液洗两次后计数，稀释至 1X 106/毫升浓度待用.

三、 ERFC 方法s 已另有详述[10] 。

四、 EA-RFC 方法: 用 CRBC 作为标记细胞。

1. 兔抗鸡缸血球抗体制各 z 用鸡红血球与

Freund 完全佐剂混合，免疫家兔取得抗血清，然后

用硫酸绞沉淀法及DEAE-cellulose (或用 Sepha

dex G-200)分部收集富于 IgG部分，浓缩后放在低

温冰箱待用。

2. 鸡红血球豆豆钦: CRBC 用 Hanks 液

洗三次后配成 1%浓度，悬液内含适当稀释度兔抗鸡

红血球抗体(加入的抗体浓度是使 CRBCì疑集的亚凝

集浓度的两倍稀释度)， 37 'c温育 30 分钟后用

Hanks 液洗两次，再用 Hanks 液配成 1%浓度。

3. EA-RFC 的形成 g 取 0.2 毫升淋巴细

胞。 X 10 6 细胞)加 0.2 毫升致敏过的 1%CRBC ， 37 'c 

温育 15分钟，离心 5 分钟， 4 'c放两小时，取出

用 0.2% 戊二隆固定，涂片，干后染色，观察时有 3 个

CRBC 围上的淋巴细胞作为EA-RFC 阳性细胞〈即

有 Fc 受体的淋巴细胞)。

罩、 E-EA 混合 RFC 方法s

述[11]。简述如下s

取 0.2 毫升淋巴细胞悬液(2 X 105 细胞)同时加入

洗过的 1 %SRBC 0.2 毫升及己致敏的 1 % CRBC 
O昆合以后操作方法同上述四)。在用显微镜计数时，

每个淋巴细胞上同时有 3 个 CRBC 和 3 个 SRBC 围

上者为带有 E-EA 双重标志的淋巴细胞(即同时有

Fc 受体及 SRBC 受体的淋巴细胞)，称 E-EA 双

标志细胞(图1)。

方法已另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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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稀释度

淋巴细胞亚群的研究是免疫学研究中一个

重要方面，已经显示淋巴细胞有T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 K细胞等亚群[1呵，这些细胞表

面都有特征性表面标志、[←6] 。 近年亦注意到有

些淋巴细胞表面不但有T淋巴细胞表面特征，

亦同时有B细胞或K细胞表面特征[川]，这些

称为双重标志淋巴细胞。

本实验用接有兔抗鸡红血球(CRBC) 抗体

的 CRBC 及 SRBC 作标记细胞与淋巴细胞进

行混合 Rose"í:";'e 试验〈简称 E-EARFC)，显

示了在正常人和各种肿瘤病人周围血淋巴细胞

中带有 Fc 受体和 SRBC 受体的双重标志细胞

〈简称 E--EARFC 双标志细胞) ，并研究了该

淋巴细胞表面受体对热处理，膜酶处理的敏感

性和细胞表面受体对抗体的亲和力。

法方料材

lX 10-

EARFC 戴值与藏敏 CRBC 的不同抗

体浓匪的关系

x 一-x正常人 。一-0肝癌病人
.一一·白血病人

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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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卷第 3 期 细胞生物学杂志 1'( 

六、观察 37 0C 温育对 E-EA 双标志细胞影响2

分离所得淋巳细胞;崽液在 37 0C 温育 30 分钟，然后用

37 0C Hanks 液洗两次， 再进行 E-EARFC 试验，

同时进行 E-RFC 及 EARFC 测定，作为对照。

七、观察院酶对 E-EA 双标志细胞影响: 1. 

取一部分淋巴细胞，直接加入践酶(最后浓度。 .20%) ，

370C~理 30 分钟后用 Hanks 液洗两次，然后进行E

-EARFC 测立，同时用处理过的淋巴细胞进行

ERFC 和 EARFC 作为对照，操作方法同前。 2. 另

取 A部分淋巴细胞经 37 0C 加热，洗涤后(同六、处理)

再用膜酶处理，进行 E-EARFC 测定。

八、观察不同稀释度抗体政敏的 CRBC 对 E-

EARFC 影响z 采用各种不同稀释度抗体(1 x 10-3、

标志细胞数量的关系s 在进行 E-EA 双标志、细胞

实验的同时， 测定了一些正常人及肿瘤病人淋巴细

胞的天然细胞毒性及 PHA 剌激 F细胞毒性作用，

观察 E-EA 双标志细胞数量与细胞毒性关系。测定

淋巴细胞细胞毒的方法基本同前介绍 [10] , 但在淋巴

细胞分离后，先将培养管置于 :37.C 、 40 分钟以上，

以除去有细胞毒性作用的单核吞噬性细胞，然后再

进行微量细胞圣王实验。

实验结果

5 x 10-3、 1 X 10-4 、 2 X 10-4 稀释度)致敏 CRBC ， 然

后分别进行 E-EARFC 测定，同时测定 E-RFC

及 EA-RFC 作为对l照。

正常人与肿瘤病人周围血渡中E-EA

双重标志淋巴细胞及 ERFC ， EARFC 值的对

照: 在本文的实验系统中，正常人周国血淋

巴细胞有 2 %~14% 是带有 Fc 受体及 SRBC

受体的双重标志细胞，而在肿瘤病人仅为 1~

8 %(表 1 )。九、观察淋巴细胞的天然细胞毒性与 E-EA 双

表 1 肿瘤病人周围血液中 E-EA 双重标志淋巴细胞及 ERFC、 EARFC 值

EA-RFC E-EARFC 

D 1l3~常人叫 %土 S.D I ，_~值 I %:1: S.D I ，_-~值
i与正常人相比I /0 一.Lf I 与正常人相比

正常人 (74)① 23.5 土 4.25 6.73 土 2.15

肿瘤病人(15)② 54.40 士 9.74 <0.001 19.59 士 6.04 <0.001 4.81 :1:1. 63 <0.001 
肝癌 (30) 53.47 土 10.51 <0.001 18.65 土 4.88 <0.001 4.7 :1:1. 44 <0.001 
白血病(3) 川土10.24 <0.01 19.19 :1: 6.80 <0.005 3.67 :1:1. 64 <0.001 
鼻咽癌(8) 56.38 士 6.76 <0.025 22 :1: 5.90 >0.2 4.13 土1. 85 <0.005 
肺癌(4) 56.14 土 6.00 <0.005 22.25 土 5.75 >0.2. ~ ?5 土1. 37 <0.05 
乳癌(9) 62.00 土 7.30 >0.5 20.89 土 5.09 >0.05 6.00 :1:1. 51 >0.2 
食道癌(2) 59.21 :1: 9.11 >0.1 21. 50 :1: 6.68 >0.1 6.71 士 3.53 >0.5 
j，J;本巴肉瘤 (9) 47.74 士 8.39 <0.001 16.89 土 3.38 <0.001 5.28 土1. 44 >0.05 

①括弓内为检测的例数，以下各表同。

②本表的各组织类型肿瘤病人均包括在 115 例中，但 115 例中尚有 20 例不属于本表所列各种肿瘤。

我们的实验显示，就群体而论肿瘤病人

(115 例)淋巴细胞上有 SRBC 受体及 Fc 受体

的双标志细胞数量比正常人 (74 例)显著低，但

正常人和肿瘤病人的数佳有一定的重叠区。如

果从肿瘤的组织类型来看，乳腺癌、食道癌、

淋巴肉瘤病人双重标志淋巴细胞数量接近正常

人，而肺癌、肝癌.自血病及鼻咽癌病人周围

血淋巴细胞q~双重标志细胞则显著少于正常

人。进一步分析 E-EA 双标志细胞减少的可

能因素来看也不尽一致(表 2 )。例如在肝癌病

人中有 25 例双标志淋巴细胞数低于 5% ，而这

25 例中有 9 例 ERFC 减少(即 SRBC 受体减

少) ，有 10 例 EA→RFC 下降(即带 Fc 受体减

少)，有 1 例 ERFC 及 EARFC 部下降，有 6

例两者都不 F降。

二、 E→ EARFC 及 EARFC 与抗体稀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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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EA 双标志细胞低下与 ERFC 和 EARFC 的关系

「一时低于 但ER叫|扭山C下 lE叩A咛…ARFC
5%例数 者① 降者② 都下降者@ 都不下降者④

肝 癌 25 9 10 1 5 

白 血病 11 2 4 4 

肺 癌 8 2 5 

① ERFC 下降者标准是比正常人平均值低 10% 。

② EARFC 下降者标准是比正常入平均值低 5% 。
③此类标准为 ERFC 比正常人平均值低 10%，同时 EARFC 亦比正常人平均值低 5% 。
④此类标准为 ERFC 及 EARFC 值与正常人平均值相似，或下降不足①及②标准者。

襄 3 E-EARFC 与抗体浓庭关系

抗 释 度体 稀

I 1 x 10• 1 5 X 10-3 1 1 X 10-4 ---1--- 2 x 10-4 

IEARF再豆豆叶圣|二山市二二函罚豆豆豆豆引E孟豆豆副主ARF斗 ι画面
正常人 60.75 22.75 6.6 :1: 0.96 .L U. 自 d

4.38 土 0.41
i 吐.... 3 土 0.71

.L U 

(4) 土 5.11 土1. 78 土 2.59 土 3.64 土 3.39

白血病 50.63 16.25 
5.5 士1. 5

7.75 
4. 13 土 0.2

3.75 4 土 2.25
3.25 

人(4) 土 16.07 土 5.7 土 2.78 土 2.38 土 2.51

肝癌病 50.38 18.5 
4.63 土1. 78 14 2 土。 .71

11. 63 
1. 38 土 0.61

5.5 
人(4) 土 6.85 士4. 03 士1. 22 土1. 85 土 3.6

的关系 z 从表 8 、图 2 和图 8 可见，不论是正

常人或肿瘤病人较稀的抗体致敏 CRBC 后与

淋巴细胞形成的 E-EARFC 及 EARFC 都随

着抗体稀释度的增加而下降，在 2x 10-4 抗体

1
卜
1
5
6
4
?她
帮
圄 2 E-EA 双标志淋巴细胞 x 1000 

显微摄影

1. SRBC。

2. 为致敏的 CRBC。

:i. E-EA 双标志淋巴细胞，在周围各有
3 个以上的 SRBC 及 CRBC 围着。

士 0.74

士 0.61

稀释度时能测到的双标记细胞量都小于 2% 。

三、 37"C加热及膜酶处理对 E-EARFC

的影响g 淋巴细胞如仅在 37"C加热 30 分

钟，并洗两次，对 E-EARFC 影响不显著(见

表 4 ).但淋巴细胞如用膜酶处理 30 分钟，不

论是否经过加热处理都显著影响 E-EARFC

〈表 6 、 6 、 7) ，而加热处理的淋巴细胞并不

显著影响膜酶对淋巴细胞的作用〈表 8 ). 

乍10-3一τ而广一丁.~<-ïo-=4----三、 ï(;-'
耕体稀释!吏

困 3 E-EARFC 戴值与ø:敏 CRBC 的不

固抗体稀释庭的关系

×一-x 正常人 。一一0肝癌病人

.一-.白血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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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
(9) 

肝癌病人
(5) 

白的1病人
(7 ) 

表 4 37 "c加热对 E-EARFC 影响

[-KFJlURFC 丁一FC
时击1瓦l'Æ 町E王「日前|处理Æf 1 p 1ft!五豆FH7可ili

表 5 鹏酶直接处理对 E-EARFC 影响

l:!干…!川……F比C 丁山F
叫市时|主翌旦旦'_J>__芝塑1些叩芝?芝割trl些芒些壁 i比飞主ι[哩?刊I jz):芝!芝些气哩哩L川p一信哩

一

[133| 〈00叫 22111 856| 义0001i608l4391<om
ì --...v. VV .J. 1 士 1 :1: 3.17 1 ,,, .uU"1 :1:1. 30 ! :1:1. 76 1 

6日!94ll主!!561 〈0 叫主!!"i12262l 〉0414f!16i21!791 〈005
|-7|<0.01|1114|11.43| < 00051.29|210| < 0.01

:1: 15.57 1 土 5.9 1 ,- U.U" 1 土 2.85 1 土 4.89 I ,-u. uuv I 士1. 46 ! :1: 0. 

表 E 淋巴细胞 37'C 温育后的 E-EARFC 与 37'C 温育后再用脯酶处理的淋巴细胞

E-EARFC 的比较

ERFC I EARFC I E-EARFC 

|温育后酶 I ",101,,_ 1="- 1 n 1* 1 温育后酶 1 _1",",1="- 1 n '* 1 温育后晦 I iRif，;:t hkIFft~. I 陆| 处理前 |酶处理后 P 值 1 处理前 1 酶处理后 l P 值 i 处理前 |酶处理后| 值

正常人 t 54,." ce 11~?]0 1 <0 时川8 1939 |<001|611 :411 |<0005
i :1: 11. 56 1 土 4.3 1 ，- u.uu"1 士 3.79 1 士 3.06 I , U.U" 1 :1:1. 54 i :1:1. 93 I 

肝癌病人问31 !156 l< 0001121 1184 l>04 |47 i25 |<005 
1 :1: 10.78 1 土4. 8 1 ，- u.uu~1 :1: 3.38 1 :1: 3.62 I/ u." 1 士1.

白血病人 |3314 |1357 !<001|1814 !1143 |<OW429 (2 |<001
5.57 1 士 5.9 i ,-U.UL I 土 2.85 I 土 4.89 1 -, u.uuvl :1:1. 46 土

表 7 37'C 温育前 E-EARFC 与 37'c 温育后再用腕酶处理的 E-EARFC 比较

[一旦| …二」雪RFC
温言 ~:û_l由1_1P ~_I 户A 前 1时1~_ 1ft ì…ltJjf一于

正常人 16~~3110 11~?10n 1<0.00112 2.- ~1"" 1 ~~9ne 1<0.01 ! 6~~ 011 141~ 110 <0.05 
|土 5.93 1 士4. 30 I , u. UUL 1 土 2.77 1 土 3.06 1 ,- U.UL i 土1. 301 :1:1. 931 

肝癌病人 1 60.. ~O n. I 15,.?0 òn 1<0.0011 21.. ~O 0' 118..~0 00 1<0. 0051 5~，59 on I 2. ，5~ "11 I <0.05 
i 土 5.94 土 4.80 l , u.uU"1 :1: 3.31 I 土 3.62 I , u. uuv I 土1. 26 i :1:1. 79 I 

白血病人 !43.14 113.57 1/11(\(\112 1. 21 11 1. 43 /1111 ,> ..12.00 12.00 /I1 M 

LJ二12.川-士 s.~o I u.uu" I 叫iZL二 -H~ …J二巳斗」μυ一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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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膜酶直接处理及加热温育后用腕酶处理 E-EARFC 的比较

ERFC I EARFC 1 E-EARFC 

酶处理|温育+酶 1 P 值 1 酶处理|温育+酶 Ip 值|酶处理|温育+酶 l
|处理 l' ~1_AL >=t 1 处理 l' ~1_AL .>or. 1 处理 l 

i 土 4.67 1 土 4.30 1 _/v.u 1 士 3.17 1 士 3.06 r / v. ~ 1 土1. 76 !土!

町届病人 1 1l~~0"p 11~?Oon : >0.4 11'l，- ~0.n Il~tOe" 1 >0.4 1 2. 60 12.50 0.5 
飞)士|土4.80 /' V." 1 土 3.49 I 工 3.62 ! /V.1f I __l_(\ 0 1"\ _l_ 1 r7 n 
、 I ~U.uV I ~~.UV ! I ~u.'u I -'-U.U~ I I :t 0.80 ! :t L79 
白血病人 |12.85 |13.57 |\n q i11.14 11LH l\HR| 。 RH i9nn l )no 
(7) 土 5.29 1 :t 5.90 i /' u." 1 :t 3.91 1 士 4.89 I/ u ， υ1 ~.υυu. Uυ1 'u. u -'-V.'-'U ...........tJ v .......U.d .l- ..，..!_'1 .uO 土 0.56 士 0.93 1 

表 9 淋巴细胞细胞毒性与淋巴细胞表面标志关系①

ERFC EARFC I E-EARFC NK 毒性② I PK 毒性①

I %:t S干 I~小T川些hTj忡?l哇哇?ltlf吃
正常人 问3.60 一 |川o 1 _ : 6.27 一 156.70 1 _ 174.00 一

(22) 1 土 6.90 1 士 5.00 1 I :t1. 6C川 i 土 26.401 士 27.70

巧克F人 l4L1150 |<o 叫 1Ljloo i 〈00叫 5ft3川 <OG15942301>05 「tif 叫 >0.5 

气俨入 |4750 |<0 叫 1638 i<00叫 290 |<0 川500 l>05f阿61巴l 叫>队u I :t 8.80 I ， v.vu~1 土 4ι.80 I ， u.uu~1 土1. 5 川 .VU _L土 29.20创I /U.O 1 :t 3川

①靶细胞为中科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提供的 7402 肝癌细胞株。

② NK 毒性为淋巴细胞天然细胞毒性。
③ PK 毒性为 PHA 剌激下淋巴细胞细胞毒性。

@各组与正常人相比较。

四、淋巴细胞中 E-EA 双标志细胞与淋

巴细胞细胞毒性的关系:正常人、肿瘤病人淋

巴细胞中 E-EA 双标志细胞与淋巴细胞细胞

毒性关系的比较见表 9 。虽然肿瘤病人和白血

病人 E-EARFC 比正常人显著低，但细胞毒

性都与正常人相似。

讨论

自从在淋巴细胞群体中发现带 Fc 受体和

带 SRBC受体的双重标志细胞以来，比较深入

的研究工作尚很少进行。如 Basten [l 4] 显示小

鼠的各种淋巴细胞中亦有该类双重标志细胞，

West[l町等人报道在 ERFC 实验中的高亲和力

的 ERFC 细胞不帘i Fc 受体而低亲和力的

ERFC 细胞带有较多的 Fc 受体。 Hallberg[le}

报道新生儿中带有引出C 受体及 Fe 受体的双

重标志淋巴细胞数虽显著低于正常成年人。

本文的研究涉及了带 Fc 受体和带 SRBC

受体双重标志淋巴细胞的一些生物学特性，及

该类细胞在肿瘤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异同。

我们的实验显示了肿瘤病人周围血淋巴细

胞中此类双重标志细胞显著低于正常人的数

量，这可能提示肿瘤对机体免疫系统有一定影

响，而使双重标志淋巴细胞减少。也有些肿瘤

病人，如乳癌、食道癌、淋巴肉瘤病人周围血

淋巴细胞中此类双重标志细胞并不显著低于正

常人的数量，这可能提示该类肿瘤对机体免疫

系统的影响并非涉及双重标志j材、巴细胞的减

少。从所得的实验数据亦表明引起肿瘤病人中

双重标志、细胞减少的途径是复杂的，初步看来

有 2

1..淋巴细胞中带有 Fc 受体的 T淋巴细胞

减少。

2. 带 Fc 兰主体的淋巴细胞 rll r"j 111' ;;]~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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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HC受体的细胞减少。

3，上述两类细胞都不减少但淋巴细胞表

面的民受体成 SRBC 受体与标记细胞(即致

敏的 CHBC 和 SRBC) 结合的亲和力降低。所

以用目前使用的混合玫瑰花结(混合 RFC) 不

能显示该类细胞。

4，上述 1 、 2 两类细胞同时减少.

在进行的 E-EARFC 双标志细胞的一些

生物学功能的实验中，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

用稀释度较高的抗体致敏 CRBC 时，显示正

常人和肿瘤病人的 E-EA 双标志细胞数量都

显著下降，表明 E-EA 双标志细胞中的 Fc 受

体有相当一部分对抗体亲和力是较低的，但有

少部分(小于 2 %)对抗体有较高的亲和力。曾

有报道提示B淋巴细胞上的 Fc 受体对抗体亲

和力较低[12]。我们亦注意到与 E-EARFC 实

验同时进行的 EARFC 试验中，在用稀释度较

高的抗体致敏的 CRBC 时，正常人 EARFC下

降的程度小于肝癌病人和白血病人，提示正常

人 EARFC 淋巴细胞中可能有较多的高亲和力

的 Fc 受体。

在本实验系统中淋巴细胞经 37"C处理 30

分钟后并不影响 E-EA 双标记的数量，表明

E-EA 双标志淋巴细胞上的 Fc 受体和 SRBC

受体对热有一定稳定性。

淋巴细胞用膜酶处理后的实验中表明，

E-EA 双标志细胞可以分为表面受体对膜酶

敏感和表面受体能对抗膜酶两个不同部分。因

此膜酶处理后所显示的 E-EA 双标志细胞数

量比膜酶处理前要低得多。值得注意的是肝癌

病人淋巴细胞经膜酶处理后 EARFC (即带 Fc

受体细胞〉的减少量小于正常人和自血病人.

这是否意味着肝癌病人淋巴细胞中带 Fc 受体

的淋巴细胞有相当一部分能对抗膜酶?由于我

们分析的病例还不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Lobo 曾报道[13 J 人体周围血中 B淋巴细胞

Fc 受体对膜酶敏感， Pang[12J等也认为K细胞

的 Fc 受体是对抗膜酶的， B淋巴细胞 Fc 受

体不能对抗膜酶。从我们的结果来看， E-EA 

汉标志细胞中 Fc 受体类型可能有两类，一类

是为B细胞 Fc受体，另一类为 K细胞 Fc 受体。

这样提示了 E-EA 双标志细胞可能是具有相

同表面标志而功能并不相同的一个群体。如果

确是这样，那么我们所进行的淋巴细胞细胞毒

性作用与 E-EA 双标志细胞数量之间不能得

出平行关系就不难理解了。在本实验的基础上

如把淋巴细胞功能实验与表面受体检测更进一

、步结合起来，我们相信可以更深入了解 E--EA

双重标志细胞的本质，及肿瘤对这些细胞的影

响.

小结

本实验显示正常人周围血淋巴细胞中带有

Fc 受体及 SRBC 受体的双重标志、淋巴细胞的

数量显著高于肿瘤病人。提示肿瘤的存在可能

对此类细胞有一定影响，但影响途径是复杂

的二在所进行该双重标志细胞的一些生物学功

能实验来看，此类细胞的受体在我们的实验条

件下对 37"C处理有一定的稳定性，用膜酶处理

及用不同稀释度抗体致敏的 CRBC实验显示此

类双重标志细胞的不均一性，提示该类细胞虽

然细胞表面标记相似，但功能或有差异.

参考文献

[ 1 ] Jondal , M, et al , (1972) .J, Exp , 

Med" 136: 207 , 

[ 2 ] Froland, S, S, et al , (197 4) 1 nt , Arch , 

Allergy Appl , 1 mmunοl" 47: 124 , 

[ 3 ] Melewicj , F , M, et al , (1977) .J, lm
munol" 118: 567 , 

[4] Brown, G , et al , (197 4) Eur ,.J, Irn
rnunol" 4: 302 , 

[ 5 ] Bloom , R, R, & Darid , J , R, Evalua
tion of in vi tro methods fo l' chara
cterization of lymphocytes and 
macrophages , In: In vitro Methods in 
Ce l1 Mediated and Tumor Immunity 
Bloom, B, R, & Pavid , J, R,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6) , 

[6] Papamichail , M, et al , (971) Lancet 
II 850 , 

[7] Shavach, E , et al , <1 97 4> Proc , N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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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