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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杀伤 (NK )细胞是 1975 年发现的 [IJ 。

它在肿瘤免疫防御系统中有很重要的作用 ， 可

能是机件防御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是免疫监视

受重视的一千机理[2J。干扰素是活化 NK 的一

个关键信号 [3J。有关干扰素本身对 NK 的增强

作用 ， 报道也不少 [4 - 6 J。根据 Senik 等人的报

道[7] ，干扰素对 NK 的激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

步是它与细胞膜结合 ， 第二步是充分发挥作用

的步骤，此时要有 RNA 及蛋白质 的生物合成

相配合，否则仍然不起作用。经干扰素作用的

细胞能产生 2'-5' 三聚腺嘿岭核苦酸(2 '-5'P3-

A 3) , 2'-5'P 3A 3 有许多重要的生物功能 ， 包括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但对 NK 活性的作用尚未

见报道。本实验对 2'一5'P3A3 能明显增强淋巴

细胞 NK i击性作了详细报道。

材料与方法

正常人夕|、周血淋巴细胞 (PBL) , 分别加入不同浓

度的 2'-5 'P3A3 (巾 科院生化所合成)作 效应细胞，

125IUdR ο扫科院J51 子能研究所生产 )衍-d己的 K 562 细

胞(人 l~lJm 病细胞株， 对 NK 敏感)作靶细胞， 进行细

胞毒试验。

K 562 细胞培养于 RPMI-1640 完全培液(RPMI-

1640 培液内加 2mM 谷氨酸胶，25 mM Hepes 缓 i中液 ，

10 %灭 ìtí小牛血清)。

1. 1呵UdR 标记 K 562 细胞

每 1 X 106 K 562 细胞/4 ml I书加入12μ11 mM-5 

FUdR (SER V A)及 1 5 μCi 125IUdR ， 在 37"(;温浴 6-

8 小时 ， 然后用 Hanks 液洗三次， 以去 除游离的

125IUdR ， 计数 ， 用 1640 完全培液配成实验所需浓度的

K 5 62 细胞悬液。 一般， 每个细胞可标记上 1-2 脉冲

/分 (cpm ) 0 

2 ， 用 FicoU-Hypaque 进行密度梯度离心正常人

Jf干素抗凝全: 1且 ，取得单个核细胞后 ，加 1640 完全培液 ，

放入培养瓶巾， 在 37 'C 贴壁 45 分钟 ， 除去巨噬细胞 ，

所得 PBL 用完全培液稀释至实验所需浓度 ， 作为效应

细!lf12 。

3 . 天然杀伤活性的测定

本实验除了特别说明向 实验条件外 ， 天然杀伤活

性测定如下z

效革巴比为 100:1 ， 总体积为 0. 4 m l ， 于 37"(;培养

16 小时，取出后离心 15 分钟(转速 2000 转/分) ， 弃

去上清液 ， 加入 0.1 ml 0. 5%胶酶 (DIFCQ )及 0 .1 ml 

0.005 %DNase(SIGMA ) ， 置 37'C 温浴 30 分钟 ， 然后

JJ口人 0. 8 ml Hanks 液 ， 摇 匀 ， 离心 1 5 分钟 (2000 转/

分 ) ， 吸取上清液测定。

4 . 杀伤率计算
测定 (cpm) -自然释放 (cpm )

杀伤率% 一 一一一---:- X - 标i己 (cpm) 一自然释放(cpm )

结果

1. 2'-5'P 3A 3 对正常λ PBL 的 NK 活性增

强作用

' 7:1模拟生理状态 ， 便于今后应用于临床 ，

将 2 '-5'P3A 3 与PBL 同时加入靶细胞中 ，于 37 "c 

持续作用 16 小时， 测其 NK 活性，所得结 果

用杀伤率 ( %)表示， 结果见表 1 。

从表 l 可以看出 ， 在进行试验的 14 例中

有 9 例 PBL 的 NK 效应因 2'-5'P3A 3 的作用而

明显增强，说明 2七5'P3A 3 对正常 人 PBL 的

NK 活性是有促进作用的，尤其是 PBL 本身的

NK 效应相对较低者更为显著，有的甚至可提

高杀伤率二倍左右L

2. 2'-5'P3A 3 是作用于效应细胞来提高

本实验曾受到上海细胞所王球达工程师、 国际妇

婴保健院同位素窒 - _I二医附属妇产科医院 同位素室大

力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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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卷第 1 期 细胞生物学杂志 à~ 

、 装 1 2 '-5'P3A3 对正常人 PBL 的 NK

活性增强作用

例数 「丁 一
PBL + 2' -5'P 3A3 

1μ儿-1 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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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列数据为 2'-5'P3A3 及 PBL 与靶细胞于

37'C持续作用 16 h 所得杀伤率%。
.表示2'-5 'P3A3 明显增强 PBL 的 NK 活性 ， 以单

独 PBL 的 NK 洁性为对照 ， P<0.05 。

NK 效应的， 并非作用于靶细胞

2ι5'P3A3 增强的 NK效应是通过增强PBL

的杀伤力还是通过降低靶细胞对PBL 杀伤的抵

抗力来达到的呢? 或者两者都有作用呢?为了

弄清这一问题， 实验将 2'-5'P3A3 单独短期处

理 PBL ， 然后用 Hanks 液洗三次，以去除残余的

2'-5'P3A 3 ' 测 i亥 PBL 的NK i舌性，并与同例 PBL

在 2'-5 'P3A3 长期持续作用下的 NK 效应进行

对照 。实际另将 2'-5'P3A 3 单独短期处理的把细

胞， 然后用 Hanks 液洗三次 ， 以去除残余的 2'-

5'P3A 3 ' 以该细胞为靶细胞，洲正常人 PBL 的

NK 效应，并与同例 PBL 在 2'-5'P3A 3 长期作用

下的 NK 活性进行对照， 结果见表 2 、 表 3 。

从 表 2 看 出， 将 PBL 先用 2'-5'P3A 3 于

37 "c短期处理后洗去作细胞毒效应细胞，它的

NK 效应与 2'-5'P3A 3 及淋巳细胞同时加入靶

细胞实验组中的 NK 效应相差不显著。从表 3

看 出， 用 2'一5'P3A 3 短期灶理靶细胞 ， 而不处

理 PBL ， 所得 NK 效应与 PBL 本身的 NK 活性

袤 2 比较 2'-5'P3A3 短期 (蕾时〉与长期
(持续)处理 PBL时的 NK 活性差异

PBL + 2' - 5'P 3A3 

o 0.1μM 0. 33 μM 1μM 3 . 3 μM 10μM 

L 24.9 30.1 33.4 38 . 6 39.2 40.0 
LW,h 29.6 31.4 37 . 1 39 . 1 37.1 
LW2h 28 . 7 31 .0 39 47 . 3 38 . 2 
LW3h 31.6 32 . 4 40. 3 40.0 36.5 

L 表示PBL与2'-5'P3A3 同时加入靶细胞中。LW1h
表示 2'-5'凡A3 处理 PBLlh 后洗去。 LW1h表示 2'斗'

P3A3 处理 PBL 2 h 后洗去。 LW3h 表示 2'-5'P3A3 处
理 PBL 3 h 后洗去。 表中所列数据为三次实验的 PBL

于 37 'C作用靶细胞 16 h 的杀伤率%平均值。

襄 3 比段 2'-5' P3A3短期(暂时)处理扭

细胞与长期(持续〉处理 PBL 时的

NK 活性撞异

PBL + 2'-5'P3A3 

o 0.1 川" 0 . 33 μM 1μM 3 .3μM 10μM 

LI 60 .6 63.1 61. 8 56 . 7 65 . 3 68.9 
TW1hl 42 . 4 37 . 2 46 .1 59. 5 43.6 
Ll 48.0 42.3 42.6 44 . 8 50 .6 50.2 
TW1h2 32 . 8 38.6 36 .0 29. 5 46 .1 

Lh L2 表示二例 2'斗'乌A3 及 PBL 同时加入未经

2'斗'凡A3 处理的靶细胞实验。 TW，h，、 TW1h1 表示二
例 2'-5'P3A3 处理靶细胞 lh 后洗去， 加入 PBL ， 但

不加 2'斗'P3A3 的实验。表中所牙IJ数据为 PBL 于 37 0C

作用靶细胞 16 h 的杀伤率%

相比反略有 下 降。 由此说明 2'-5'P3A 3 促进

PBL 的 NK 效应是通过增强 PBL 的杀仍为来达

到的，而并非通过降低靶细胞对 PBL 杀伤的

抵抗力来达到的。

3. 2'-5 'P3A 3 作用于 PBL 增强 NK 效应的

时相效应

结果见图 l 、 因 2 。

从图 1 看出， 2'- 5'P3A3 l'信用于淋巴细胞

40 分钟后即有较明显促进 NK 效应的作用 。

从凹 2 看出， 由于 扩-5'P3A3 的作用，PBL

对靶细胞杀伤率在 8 小时内 )~T 、达到的 53 . 6%

就相 当于没有 2'-5'P3A 3 作用 的 PBL 在 16 小

时申对靶细胞的杀。IJ djß 1Ï'.1 44 . 2 %还略有提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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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不同浓度 2'号'P3A3 对不同效:靶的
NK 活性影响

细胞生物学杂志~13 

褒 4

实
验

100/ 1 

36.8 

48.2 

44 

39.7 

37.8 

44.6 

43 , 0 

40 , 8 

效 (PBL ) : 靶 (K 562) 

18 , 2 

17 , 3 

22.8 

31 , 7 

6 , 5 

3.5 

10. 4 

21 , 4 

6, 7 

8 , 3 

21 , 5 

15 .4 

8 

实
验。作用时间(分)

不同浓度 2'-5'P3A3 加入不同比例的效 cPBL) :靶

(K562)于 37'C作用 16h，测其 NK 活性， 所得结果以

杀伤率%表示。

2'一5'P3A3 作用于 PBL 增强 NK 效

应的时相效应(1)

1μM2'一5'P3A3 处理 PBL不同时间后，用 Hanks液

洗三次 ，然后将该 PBL 作为效应细胞加入靶细胞中 ，温
浴 16 h。上图数据是两例实验结果的平均值。

图 1

作用时间(小时)

图 2 2'斗'P3A，3 作用于 PBL 地强 NK 效应的时相效应( 1 ) 
一一表示 2'-5 'P3A3 不存在情况下， 单独 PBL 的 NK 活性。

…. .表示 l!lM 2'-5'P3A3 + PBL 的 NK 活性。上图数据是两例实验的平均值。

由此说明 2'-5'P3A 3 能提前淋巴细胞杀死靶细 讨 论

胞的时间。 本实验显示 2'-5'P3A 3 对 PBL 的 NK 活性

4. 2'-5'P3A 3 对不同效靶比的 NK 活性的 有明显的增强作用，尤其是 PBL 本身的 NK 效

应相对较低时更为显著。但有的 1μM2'-5'P3A3
就能显示明显的 NK 活性增强作用 ，有的 10μM

2'-5'P3A3 才能显示明显的增强 作 用，有的都

不显示明显的增强作用，说明了 PBL 对 2'-

5'P3A 3 的敏感性有个体差异， 实质上也反映了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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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4 。

从表 4 看出， 与不经2'-5'P3A 3 处理的对照

组相 比，正常人 PBL 在 2'-5'P3A 3 的作用下，相

对较低的效阳比可达到相对较高的杀伤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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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的异质性。

干扰素对 NK 的敞活并非直接，其中要有

RNA 及蛋白质的生物合成相配合 [ 7J。而 2'-5'

PaA3 对 NK 的增强作用由实验显示只需要作用

于 PBL 40 分钟就能明显显示，这似乎与 干 扰

素激活 NK 要有 RNA 及蛋白质生物合成相配

合有某种联系。

本实验还显示了 2'-5'P3Aa 能提前 PBL 杀

伤靶细胞的时间，并能缩小一定的效靶比例。

这些现象似乎反映了 2'-5'PaA 3 有可能提高了

PBL 的有效杀伤成分， 增强了 PBL 的杀伤力。

有的肿瘤病人，尤其是转移性肿瘤病人的

NK 活性相对较低[町.2'-5'P3Àa 如能使NK效应

较低的肿瘤病人增强其 NK 效应的话，那就更

富有实际意义， 这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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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体内脂肪体细胞核 DNA 含量的细胞光度法测定

关雪辰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昆虫脂肪体与哺乳动物的肝脏有相似的功

能。它是营养物的贮存场所， 又是代谢和合成

各种血蛋白、卵黄蛋白的中心。 (Wyatt ， 1975;

Chen T. T. 1979 )[1] 0 1981 年 K.K. Nait'等 [2J 曾

研究东亚飞煌 Locusta migratoria成虫脂肪体细

胞核 DNA 在发育中的变化，表明成虫羽化后不

同发育天数的脂肪体核 DNA 量差异很大，而且

随着昆虫的发育核内 DNA 分布趋向较高倍体。

1979 年 Irvine 也同样证明煌虫成虫脂肪体核

明显地有多倍体。蝉虫成虫脂肪体怯 (Lauverjat

1977γCouble 等 1979) 不进行有丝分裂，但现

已知有 DNA 复制而导致增加多倍性。

是否所有昆虫脂肪体细胞都产生核的多倍

化? 有关脂肪体 DNA 含量的资料表明 z 沙漠

握Schistocerca gregaria 成虫脂肪体细胞发生多

倍化 (Pinamonti等 1966) ，而在红椿 Pyrrhocoris

apterus (Machat 1969) 和丽蝇 CaUiphora 幼虫

(Przce ， 1969)都没有多倍化。我们采用 Feulgen

染色法对直麻蚕末龄幼虫、预蜗及蝇、粘虫和

作蚕蜗脂肪体细胞核 DNA 含量进行了细胞光

度测定， 以了解昆虫体内脂肪体细胞核 DNA

含量的变化。

材料与方法

草麻蚕取自广东， 一化性作蚕取自河南，粘虫取

自北京郊区。 解剖昆虫， 取其脂肪体及其辜丸， 加生

理盐液匀碎，作成单层细胞载片标本。置 Carnoy 液中

{ 固定，再按常规进行 Feulgen 染色。采用 XFG-01 型

显微分光光度计测量，波长选用 545 毫微米。 为校正

细胞核 DNA 分布不均匀 ， 采用一波长二区域法 测定

(G. L Wied 1970) 。

结果与讨论

、重麻蚕蝠期脂肪体细胞的形态

菌麻蚕蝠脂肪体为j炎黄色条带状。脂肪体

‘ 组织分布于整个身体内，穿入大部分器官。大

部分脂肪体储藏在腹部，与肠道紧密联结。使

M脂肪体作为肠道吸收后接受营养的最先组织。

古在麻蚕脂肪体油红染色片为本豆豆陈进生先使协助

jllU作 ，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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