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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免疫学技术中，如放射免疫，免疫酶标

技术，免疫荧光等方法常用标记的第二抗体来

检测小鼠抗原特异性抗体， 包括单克隆抗体的

产生。如何获得高效价的兔抗小鼠抗血清，是

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

是所获抗血清的效价常不够理想[1， 2 ] 。 我们在

前人的基础上就免疫方法和鉴定方法略作改

变， 获得了较高效价的兔抗小鼠 IgG 抗血 清。

其过程如下:

-、动物

BaldjCJ 小鼠及家兔来自我所动物房。 用

6 月龄左右雄性家免作免疫用 。

二、兔抗小鼠 IgG 的制备用免疫吸附柱

方法见[Z1 0

三、小鼠 IgG 的分寓

方法见[ 2] 。

四、. 免疲方法

试验共分三组(第→组 10 只兔， 第二组10

只兔，第三组 5 只兔)免疫程序分别叙述如

下z

第一组: 首次免疫用 1 毫升内含200~300

微克的小鼠 IgG ， 加等量弗氏完全佐剂 (羊毛

脂 :石腊油=: 1: 4，内 含 B 、 C 、 G为 1 毫克/

1 毫升)，背部皮下多点注射。以后每二周以

同样方法和剂量注射二次 ， 1ß.用不完全佐剂代

替完全佐剂。至第七次注射，改为 600 微克小鼠

IgG。注射后 7~10 天采血，分离血清，测效价。

第二组: 首次用 l 毫升内含 1 毫克小鼠

IgG ，加完全佐剂 ， 皮下注射 ， 二周后用 1 毫克

小鼠 IgG ， 如l不完全佐齐!J皮下和肌肉注射。第三

次为 1， 5 毫克小鼠 IgG ， 注射方式同上，第四次

和第五次为 2 毫克小鼠 IgG 肌肉注射 ， 间隔时

间均二周。采血同上。

第三组z 首次加完全佐剂，皮下注射，每

兔1. 5 毫克小鼠 IgG 。 第二、 三次注射量分别

为1. 5 毫克和 2 毫克小鼠 IgG，加不完全佐

剂，均肌肉注射。每次注射间隔二周。采血同上。

五.抗血清效价和特异性鉴定: 用珠脂扩

散鉴定?去。血清稀释剂为 o . 01 MPBS pH7 . 4 。

稀释兔抗小鼠 IgG 血 清自 lj2~l j4 096 置周

围孔; 1:10 或 1:20 或 1:30 稀释的混合 Balbj

CJ 小鼠血清分别置中央孔中 。 为检定抗血清

的特异性， 将羊抗小鼠 IgG 、 IgM 和 JgA 标准

血清*与待汩IJ抗血清同时与稀释的 BalbjCJ 小

鼠血清反应，只有与抗 IgG 标准血清呈完全

融合的抗血清才被认为是抗 IgG 血清。

除第二组和策三组各死 1 只兔子外， 其余

23 只兔血清效价测定结果歹IJ于表 1 0 

从表 1 可见，第二组和第三组平均效价明

显优于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中有 4 只效价

低于 64 以下的兔。 于 2 周后再沌入 2 毫克小

鼠 IgG(肌肉和皮下) ， 七天后采血， 效价变化

如下: (1)从 6 4 升到 256 ， (2 ) 从 32 升到

128 , (3) 效价为 32 ， 未见改变 ， (4) 从 64降

到 32。江世 益等[1]用加弗氏完全佐剂注射三

次，小鼠 IgG 总量为 7 . 5 毫克， 注 入兔后足

掌皮下和脑淋巴结， 所得效价为 64。陈 登鸿

等 [ 2]采用相同方法， 但只注射二次，小鼠 IgG

总量为 3 毫克。 所得抗体效价除一只兔大于64

以外其余均在 32 以下。 为制备放价较高的标

* 兰在抗小鼠 IgG 、 IgM 、 IgA 系吴国 Buffa lö

Medical Col1 ege 谢广美博士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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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细胞生物学杂志 1 985 年

装 1 王绍实验动物抗体效价的比较

一_..._-，，-----，.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
组 别 动物只数 Jft 休 放 价 每兔接受 IgG 总量

第一 组 10 64 ,32 ,32 , 32 , 32 , 16 , 16 , 16 ,8 ,4 2 . 4 ~5~ 

7 . 5 毫克

5 .0 毫克

第二组

第三 组

9 

4 

1024 , 256 ,256 ,256 ,256 ,256 , 128 , 64 ,32 

512 , 128 ,64 , 32 

记化合物，有必要提高抗血清的效价。第二组

和第三组均用数次肌肉注射，并改用弗氏不完

全佐剂。我们通常以 1:20 稀释的混合 小鼠血

清作效价测定时效果最好。

用荧光标 i己的兔 Ig 抗鼠 IgG 染 活细胞，

膜荧光清晰可见。

(参加1*工作的还有车裕芳、 主主j泣慧、 主润 !哥 、 张

'Ìct 1 书和吴夏君等同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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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外周血染色体的简易制备法

王绳 J~'

(江西大学生物系细胞室〉

在 ftílJ作鱼类外周血细胞染色休时，通常需

采用 Ojima 等和 Heckman 等建立的淋巴细胞

培养法。 最近，我们未采用淋巴细胞体外培

养，制得了尼罗罗非鱼 、 草鱼、江西万安玻璃

鲤鱼等数种鱼类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染色休中期

分裂相(图略)。 具体方法如下:

1. 将预先饲养在池塘网箱或室内水族箱

中的成鱼自水中提出，用布包住鱼体(臀鳝以下

裸露) ，使仰卧，然后用腆酒和 70% 酒精消毒臀

蜡基部皮肤。将吸有用鱼类生理盐水稀释的2%

植物血球凝集素(广州市医药工业研 究所出 售

的 PHA 冻干注射剂)液的注射器的针头 jit 鱼

体中线、臀鳝基部后鳞下刺入锥体腹部血管弧

中，轻抽注射器，有血液酒入即证明 己插入。

注射 PHA 液(用量见表 1 )。

2. t巴鱼放囚，继续饲养 2-3 天 后提出

水，仿 l 法向血管弧中注入 0 . 2% 的秋水仙素

液(用量见表 1 ) 0 4 小时后即可采血。

3. 用预先经肝素(500 单位/毫升) 漫润过

的洁净注射器自鱼体尾动脉中抽取血液 1 毫升

左右， 注入小试管中。加入 0 . 5 毫升鱼 类生理

盐水溶液 ， i昆匀，静置 30-60 分钟 。

4. 用吸管吸取富含白细胞的上、中 层液

体约 0 .5-0 .6 毫升，移入另一试管中，加入

0 . 06 M 氯化饵液 1 毫升， 低渗处理 10-20 分

钟。然后， 取一大型培养皿， 底部平行放置二

襄 1 注射药剂用最襄

----咀'~------------~--------------r-皿---叫司-~--~-----成鱼体重(克 〉 | 150-200 1 2OM50 ! 250-300 ! 300-350 1 3囚一1 00 400-500 

植物血球凝集素(剧 数 ) l o-m·叫 O.川-26 i o.2川32 i 0.3川40 i o.川 .4 8 ' O.川 .65

以画画 二?币1iEiFiF7;不可王土气豆豆豆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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