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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血清中游离 CD2对红细胞的溶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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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农业大学动物病毒病研究宅、l艘西扬陵 ·7I 2100 

摘 要 结血清中加八 细胞(RBC)后观察溶血的结果表明 正常猪血清对绵羊 III苇、 

牛 、马、家免 睬鼠及鸡 RBC的溶血指数分别为 72 0：22．84％，84 871 22 26‰，1 66± 

4 77％ 66 60±19 56‰， 16．40±7 40％，86 59±1 5 29％，88 45±26 76％、对 同种 RBC无 

溶解作 }1]或具微塌的溶解作H{ 根据诺血清对 RBC f由溶解作用，经绵羊红细胞(SRBC)吸收 

或加八 SRBC CD 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一3、LFA一3)竞争结合后即显著降低或消失，提出 

了猪血清溶解 RBC的作片]Lj血清中游离CD，的存在行 舯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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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圉分类号 $852．51  ̂

近年来，对 f T细胞膜脱落／分泌的游离cD 的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Mendes 

等在人的血清和尿液中首先检测到游离 CD，的活性 13。Owen等 和吴蔚等 0 分 

别从多发性骨髓瘤台并肾衰病人血清及正常人血清中分离到具有不同分子量的游离 

CD ．临床研究发现，血清中游离 cD，的存在与某些细胞免疫功能受抑制的疾病有密切 

关系 “ 。然而目前有关游离 CD，的本质、功能及其与膜 CD 关系的研究仍进展缓 

慢。为 了探索游离 cD 与棉应配体结合后可能0 f起的细胞生物学效应以及寻找 t种可 

观测的指征，本研究以猪血清加入 RBC后搠』定溶血指数的方法，就猪血清中游离 CD， 

对绵羊等几种动物的 RBC及同种 RBC的溶解作用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猪血清 采自市场购买的 1～3月龄健康小猪和宰前成年缝康猪，血清分离后 

置 4℃保存，供 5d内使月] 

RBC悬液 采集抗凝血，经生理盐水洗涤 3次后配成 5％的悬液，4℃保存，供 2 d 

内使用 

SRBC LFA一3的提取 按黄湄等 的方法进行。 

猪血清对 RBC溶解作用的撞测 每份猪血清检铡时均设四组，每组设两管，其中 

试验组每管加入猪血清和 5％ RBC备 0 4 m L．血清对照组每管加入猪血清和生理盐水 

各 0．4 m L．红细胞对照组每管加入 5％ RBC和生理盐水各 0．4 mL，全溶组每管加A 

5％ RBC和蒸馏水各 0,4 mL，混匀置室温 3 h后离心取 上清液测定 O．D值，取每组两 

管的均值计算RBC溶解百分率，即溶血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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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I{IL指数 

2 结 果 

试骑组oD 值 一血清对照组o．D值 一红细胞对照组o D值  
垒溶组o．D值 ×lOÖ／n 

2．1 猪血清对 SRBC的溶解作用 

用 r试验的 32份 止常猪血清对于 SRBC均表现有溶解作甩，其溶血指数最小者为 

15．5％，最大 者为 l00％，平均为 72．10 22 40％． 

2．2 SRBC暇收过猪血清对 SRBC的溶解作用 

F试 验 猪 血 清 中 jJ口人 等 体积 5％ 表1 SRBC暇收猪血清对SRBC的溶血指数 ％ 

SRBC，混 匀后 室 温振 荡吸 收 10 rain、 

2000 r／rain离心 15 rain，取上清液与生 

理盐水 2倍稀释的同份猪血清分别检测对 

RBC的溶解作用 血清在加入 SRBC后 

置室温 1 h的溶血 指数如表 1表 l表 

明，经 SRBC吸收过的猪血清对 SRBC r 验，P 0．0【 

的溶血指数极显著低于未经吸敉的 『分猪血清(尸<O．01)。 

2．3 加入 sRBC LFA一3猪血清对 SRBC的溶解作用 

试验猪血清中加A等量(v／v)人工提取的 SRBC LFA一3，室温振荡 15 min后检测 

对 SRBC溶船作川，并以 2倍生理盐水稀释 的未加 SRBC LFA-3的同份猪血清作为 

对照，试验血清在加入 SRBC后 l h的溶血指数如表 2， 

表 2 加入 SRBC LFA-3对 

SRBC的溶血指数 ％ 表3 猪血清对山羊等红细胞的溶血指数 ％ 

． P<0 05， P<0 u【 

由表2可知，4批加入SRBC LFA一3的猪血清对 SRBC的溶血指数显著低f未加 

入 SRBC LFA一3的同份猪血清 <0．05)，另 ·批为极显著低于未加入 SRBC LFA 

的同份猪血清 <O．01) 

2．4 猪血清对山羊等几种动物 RBC的溶解作用 

选取经上述两项试验的 1～18号猪血清，分别检测对山羊 牛、马、家兔、豚鼠 

鸡 RBC的溶解作J手j 试验血清在加入 RBC后 3 h的溶血指数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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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猪血清对同种 RBC的溶解作用 

选取 1～18号猪血清，分别 f-室N(23 ) 37c和 41℃下检测其对唰种 RBC的溶 

解作用，猪血清在加入 RBC后 于不同温度 3 h的溶血指数如表 4． 

猪血清对同种 RBC无溶解作用或具有 

微弱的溶解作用。 同温度在猪血清对同种 

RBC的破坏中无 著影响? 

3 讨 论 

Fernandez等最早报道 ，在体外条什 F 

人淋巴细胞具有破坏 SRBC的现象 石 

表 4 猪血清对同种红细胞的溶血指数 ％ 

镜等于 1987年在猪 PBMC对 RBC破坏作用的研究中，根据木瓜酶或 AET处理的 

SRBC受易与膜 CD 结合而变得容易被 PBMC破坏，经 45~C水浴处理 l h的 PBMC 

因表面 CD 脱落而失去对 自身 RBC的破坏作用，提出 了．猪 PBMC破坏 RBC的现象 

与 T细胞膜上 CD 有关的推洲 。但是有关游离 CD，破坏 RBC的作用 ，至今尚未 

见报道。本文根据 32份试验猪血清对绵羊等几种动物 RBC具有小同溶血指数，证明 

了猪血清对于绵羊 山羊、牛、 马、家兔 豚鼠、鸡 RBC的溶解作川 根据经 SRBC 

吸收过藉血清对 SRBC的溶血指数极显著低于未羟 SRBC吸收的猪血清 <0．01)，以 

及加入 r SRBC LFA-3猪 血清对 SRBC的溶血指数显著低 于未加入 SRBC LFA-3 

的猪血清(尸<0．05)两项试验结果，首次提出了．猪血清对绵羊等几种动物 RBC的溶解作 

用与血清中游离 cD 的存在有关的推断。 

在 2．2，2．3试验中．经过定量 SRBC吸收过的猪血清和加入了定量 SRBC LFA一3 

的褚血清溶血指数均明显低 r未经 SRBC吸收和未加八 SRBC LFA一3 l 份猪血清的溶 

血指数．但是经处理血清不同份的溶血指数与它同份未处理猪血清的溶血指数相比较． 

呈现，f：成比例的降低 提出猪血清对 SRBC的溶解作丹j，除受其血清中游离CD，存在 

量以及游离 CD，与 SRBC表面 LFA-3结台的多少外，还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试验表明、猪血清在 问温度条件下对同种 RBC无溶解怍用或具微 弱的溶解 作 

用 这一结果与石镜等 的研究结果相比较，除说明猪血清中游离 CD，对同种 RBC 

的破坏作用与猪 PBMC中的膜 CD，对自身 RBC的破坏作用不同外，还将提示猪血清 

中游离 CD，在结构或组成上可能与膜 CD 存在差异 

根据影响猪血清中游离 cD，溶解 RBC因素的复杂性，我们曾在预备试验中对正 

常猪血清加入 RBC之后室温放置的时间与溶血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结果月j SRBc吸收 

过的猪血清和加八 了．SRBC LFA一3的猪血清，因其中游离 CD，被吸收或被竞争结赍 

而对 SRBc的溶血指数显著低 F同份未经任何处理的猪血清，井且一 者的溶血指数差 

异在加八 RBC后 lh表现最为明显，随着室温放置时阃的延 长，这种差 异将逐渐缩 

小。因此、在检测正常猪血清对不问种 RBC溶血指数试验中，加入 RBC后室温放 

3 h；在 比较其经 sRBC 吸收猪血清和加入 SRBC LFA一3的猪血清与正常猪血清对 

sRBc溶血指数差异性试骑中．加八 RBC后室温放置 l h。 

本文报道的血L清中游离 cD，对于异种动物 RBC具有破坏作用，这 ·现象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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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对异种 RBC排斥过程中的重要 一步，或作为血液系统排异机理的重要方面，尚待 

令后进一步研究 但是，对 于血清中游离 CD 与 RBC结合而引发 RBC溶解这一现象 

的阐明，将为游离 CD=与 RBC表面配体的结合找到一项可观测的指标，对于进 一步 

深入研究游离 CD 在体内的存在、生物学特性以及生理功能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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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ree—Form CD2 in Pig Serum Upon RBC 

Xiao JuIIjie Chen Dekun 

Virus D~ease Research Laboratory of Animals，Northwest AgricuBural Unipersi[v，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The observation was made after RBC 'was added to pig serum，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aemolysis index of nOFlTlal pig serum upon RBC of sheep，goat， 

cattle，horse，rabbit．guinea-pig and chicken iS 72 l0±22．84％；84．87±22 26％ ；7．66± 

4．77％；66．60=l9．56％；l6．40=7．40％；86．59±1 5．29％；and 88 45±26．76％ respectively． 

There is no or only a 1ittle distructive effect upon allogenic RBC．This distructice effect of 

pig serum on RBC will decrease sign访cantly disappearing after serum was absorbed with 

SRBC or added SRBC，CD R(LFA～3)in it．ThUS，the related deduction of distrnctive 

effect of pig serum upon RBC and the presence of free-CD2 in pig serum WaS made． 

Key words hemolysis．crythrocytes，serology，immunobiology，pigs／free C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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