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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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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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直径相等的粗玻璃棒， 将洁净的载肢片放于

玻捧上。 j商力11数滴血细胞悬液，使铺展， 再滴

加干净的 0.06 M 氧化锦低渗液至充满整张就

玻片，盖好培养皿， 继续低渗 10 分t111 。

5. 沿培养皿壁缓缓地倒入 50% 酒精和冰

酷酸(1: 2) 组成的提合固定液， 注意不要漫着

载玻片， 盖上培养i阻， 蒸气固定 60-90 分钟。

吸去混合固定液，加入无水酒精，蒸气固定10

分钟。从培养皿中取出就玻片， 倾去上面的低

渗液， 略为干烛， 将无水酒精和冰醋酸(l: 3) 

混合固定液滴满载1皮片上， 固定 5-10 分钟。

倾去固定液， 然后将载破片倾斜约 3 0 度~ I贝

IiR新自己固定液自载破片高端淌下， 如此反 复

3-4 次 。 空气干燥。

6. 在一块洁净的玻璃板上平放一破片作

文架， 将染色体制片有细胞的一面朝下，架一

端于破片上。用 pH 6 . 8 的磷酸缓冲液稀释的

…配
…

f
… …湖

…

(1: 10 ) Giemsa 染液充满于玻片与玻板之间的

空隙处，染色 30 分钟， )刊 蒸 i白水冲洗， 除去

过剩的染液，阴干。取 24 x 50mml~甘盖玻片，

用加拿大树胶封片，即可长期保存。

本法操作简便，所用仪器极其简单，药品

价格便宜、 容易购买 ， 普通实验室和水产养殖

单位就可开展工作。 此外， 该法可避免体外培

养中常出现的细菌侵染， 由于关键步骤在体内

生理条件下进行，减少了体外因素对染色体形

态可能产;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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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纯化抗原性物质的单克隆抗体亲和层析术(一)

荧嘉陵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Köhler 平11 Milstein 于 1975 年创建的淋巴

细胞杂交瘤技pit h] ， 之所以能够导致免疫学乃

至整个生物学领域中的一场革命， 其关键就在

于单克隆抗体所特有的高度专一性。这-特性，

不仅已使其成为 ----"种可对生物体系中存在的各

种抗原或抗原决定族进行探测 、 鉴别、定位、

跟踪以及结构与功能耐究的精确王具。而且，

还可使其与国相载体偶联， 市IJJ或具高度专一性

的免疫吸附剂，而成为一种几乎可用以分离纯

化任何抗原性物质的有效手段[2] 。

由于Ìjl抗亲手IJ层析水具有简便 、快速、 产率

高 、 容量大 、 以及特别适于含量极做又不甚稳

定而j难 以借市规方沾提纯的生物洁性物质的纯

{仁等优JJi ， ih i扯 l jl川于细胞 j民蛋白的241 化。

1979 年 ， Sunderland 等和 Parham 报道"-41 ，

分别采用此术， 由大鼠胸腺细胞和人淋巳母细

胞， 分离纯化大鼠白细胞共同抗原(L-C) 、 及

人 HLA-A2 和 HLA-B7 抗原， 获得 成功。嗣

后 ， Dalchau 等又报道了[5 ，町 ， 采用 此术 分离

得到人臼细胞专一的膜糖蛋白抗原， 和人脑一

粒细胞 T淋巴细胞抗原的结果。直至 1980

年， Secher 和 Burke (7]采用抗干扰素单抗亲和

层析柱， 经过一步简单的 l吸附和洗脱程序，便

将干扰 素纠化了 5 000 倍，从而进一步显示了

单抗亲和层析才己的威力之后， 始被广泛地用于

纯化淋巴 l主i~ 、 生长因子 、 凝血园子 、 激素、

酶、精蛋 白 、 j羊素 、 受体、 癌 JJ圣抗鼠 、 病毒抗

j瓜 、 i'll1 H刨JL胆、寄生 !l:t ;j)'C j}~(等不同类型的 jJ'c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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