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耳多糖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夏 冬、林志彬 (北京医科大学药理教研室，北京100083，中国) 

摄■ 银耳多糖 (TP)50，100，150和 200 ／ml能显 

著促进刀豆素 A(Con A)诱导的淋巴细胞增殖．TP不 

影响氢可的格对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的抑 制作用．TB 

50和 100me／kg ip qd×8分别使羊 红细胞诱 导的小 

鼠空斑形成细胞(PFC)增加 77．6 和 81．8 ．TP 150 

和 200 ps／ml使小鼠脾细胞培养 上清液中白细胞介素 

2的活性降低．TP 50pg／ml可促进 Con A诱导的 l4 

月龄小鼠淋巴细胞增殖．TP 80 mg／k套 |p使 14月龄 

老年小鼠PFC增加 l7．1 ． 

黄■调 银耳}多糖}淋巴细胞； 氢可的格I刀豆球 

蛋白A}空斑测定}白细胞介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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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IT The effects of aminophylline 

(Amj) Oil jmmune syStems in normal NIH 

mice were studied． Ami jg 25． 5O and 

100 ms／(kS—d) ×8．1O d increascd hemo- 
lytic ability of plaque form ing cells and 

antibody concentration while it creased 

the delayed type hypersensitivity tDT1{) 

xcection and pe ripheral white blood cells 

phagocytosing function．Amj l，5，1O g／ 
ml also promoted lymphocyte transforma- 

tion of Emethyl-。HI TdR incorporation 

induced by PHA 0． 

KEY W ORDS aminophylline~ hemolysins： 

layed hypellenltitivtty~ 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 ~phagocyt osis 

摄■ 氨茶碱(aminophyllinc．Ami)25．80，100me ／ks 

可提高正常NIH小鼠空斑形成细胞的溶血能力，促进 
抗体生成}抑制 SRBC诱导的足垫 迟发型超敏反应， 

降低[m JH]1皿 参八的全 血白细胞 吞畦白色葡 

萄球菌的作用． Anti 1， 5，10 pg／ml在体外可 促进 

PHA诱导的 [加时 JH]1皿 参八的淋巴细胞转化． 

关■调 氨茶碱i溶血豪}迟发型超敏感 性}淋巴细 

胞转化，吞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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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ors，AdR)的拮抗剂．各种免疫活性细胞 

都有 AdR， Ami可通过阻断 AdR影响多种免 

疫功能“_2)，最典型的优证是腺苷脱氨酶缺乏 ， 

发生合并性 T和 B淋巴细胞免疫趺陷症．但报 

遭不一，多数临床研究表明，Ami对机体非特 

异性免疫有抑制作用，并可使哮喘患者的抑制 

性 T细胞(T．)增多 ． 本文经在体 和离体实 

验，探讨了Ami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M^．Ⅱ  IALS 

NIH小鼠， 由新 疆计 划生育研 究所动物 

室提供， 早 兼用． 

氨茶碱水针剂，北京制药厂出品．植物血凝 

素(PHA)美国 DIFCO公司出品，批号 732413． 

RPMI-1640培养基， 美国 GIBCO公司出品． 

[memy|-。H~TdR，740 GBq／mmol， 中 国科学 

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出品．6巯基嘌呤(6 MP) 

片 剂， 上海 第 七 制 药 厂 出 品． 地 塞 米松 

(dexamethasone，Dex)针剂，江苏常州第二制 

药厂出品． 

白色葡萄球菌肉汤培养液，由新疆医学院 

微生物学 教研室 提供． 49型玻璃纤维滤膜， 

上海红光造纸厂出品． 

对空斑形成 细胞溶血 能力 的影 响 小鼠 

46只，体重 22~SD 3g，随机分组，ig给药，次 

日用 SRBC(SRBC ：NS，3：5，rot：vo1)悬液 

ip致敏小鼠，末次给药 l h后，拉脱颈椎处死， 

剖腹取睥．以磷酸缓冲生理盐水 (PBS)液洗脾 

细胞悬液，700×g离心 5 min，重悬为 4×10 ／ 

ml，混匀．每管加入悬液 Iml，SRBC lml， 

I：5补体 I m1． 另设不加补体的对照管．37℃ 

温育 lh， 1600×g离心 10min， 吸取上 清液 

1ml， 加 3ml Drabkin试剂， 用 72一l型分光 

光度 计 测 吸 收 率 (absorbancc，A)， ^=540 

nlrt(”
． 结果 Ami的 3个剂量组均提高空斑形 

成细胞的 溶血能力， 作用有剂 量依赖关 系． 

Dex减弱空斑形成细胞的溶血能力 (Tab 1)． 

Tab 1． Effects of aminopbylline (Ami) and 

dexamethasone(DeI)mg／(kg·d)×8 d On hemolytic 

ability of plaque forming ceils jn mice and OI1 

serum hemolysin concentration (HC) in mice． 

Number of mice in parentheses． i±sD． 

⋯ P< 0．01 s NS。 ”tP< 0．01 坩 Dex． 

(mg／kg) Absorbancc H · 

NS 一 0．21±O．02(9) 187~27(10) 

Dex 5 0．14±O．02(9)⋯ 80~27(8)⋯  

Ami 25 0．28± 0．02(9)⋯ ”t 287 47(8)⋯ ”’ 

Am i 50 0．32~ 0．02(10)⋯ ”t 293± 27(10)⋯ |1t 

Ami 100 O．33±O o03(9)．．．”t 313± 33(8)．．．”t 

对血清溶血素形成的影响 小鼠分组和给 

药方法 同上． 给药后次 日ip SRBC悬液 免疫 

小鼠．末次给药 1 h后，小鼠眼眶取血，放置 

1 h， 700×g离心 5rain分出血清， 用生理盐 

水 稀释 800倍．取血清、5 SRBC和 1：5豚 

鼠血清混匀．另设以生理盐水代替血清的空 白 

管．37℃温育 30min，700xg离心 5rain，每 

管取上 清 1 ml， 加 Drabkin试 剂 3 ml混 匀， 

10 min后测 A值( =540 Il1)． 按 HC5。=(样 

品的吸收率值／半数溶血时的吸收率值)×血清 

稀释倍数式算出 各管 的 溶 血 素浓度 ’． 结 

果， Ami 3个剂量组 均能明显 提高 溶血素含 

量，Dex组则降低溶血素含量(Tab I)． 

对迟发型超敏反应(delayed type hyperlen- 

sittvity，DTH)的影响 小鼠 45只，体重 23± 

3 g，分组与绐药方法同前． 给药前 1h用 5％ 

SRBC每 鼠 50 l左后足整 sc免疫小鼠，于 d7 

以 5 SRBC每 鼠 5O l右后 足垫 sc攻击， 用 

千分卡尺 记录攻击 前和攻击后 24 h右 雷足垫 

厚度， 以其差值 表示肿胀度 ． 结果表 明， 

Ami 3个剂量组 均抑制 DTH反 ， 但抑制程 

度 均比 Dex低 (Tab 2)． 

对 ['methy!-3H~TdR参入的淋 巴细胞转化 

的影响 无菌条件下小鼠心脏取血， 每鼠 0．3 

ml置入 3 ml含肝素和小牛血请的 RPMI一1640 

培养液中，10瓶为一组． 设无 PHA的阴性对 

照组、有 PHA无药物的 阳性对照组 和 3个不 

同剂 量的 Ami组 (1 PHA溶液 0．15ml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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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2． Effects of Ami end 6-metcaptopurine 

(6-MP) mg／(kg·d)× 7 d 011 delayed type 
hype~'senshivity reactor in mice immunjzed with 

sheep red blood cells．i±SD ． ⋯ P< 0．01 w NS． 

tttP~ o．0． s 6-MP． 

3 m】淋巴细胞培液中)． 37℃温育 48 h，每瓶 

加 入 20 [m甜hyZJH]TdR 185 GBq／mmol， 

继续温育至 72 h．’冰浴终止培养．每瓶培养液 

均在 49型纤维滤膜上过滤，依次用 2O 双蒸 

水、5ml三氯 乙酸溶液冲洗，再用 3ml无水乙 

醇脱色， 滤膜在 6O℃烘干， 放入 5ml闪烁液 

中， 用国产 FJ-2101液体闪烁计数器计数 cpm 

值． 结果表明， 3个剂量的 Ami均促进 PHA 

诱导的淋巴细胞转化(Tab 3)． 

Teb 5．Effects of And OD PHA-induced peHpherml 

blood lymphocyte trlms|Olrm|fion 0i [m~hyIJH] 

TdR incorporation in mice．PHA 1．5 mj／xm1． 
= 1 0，置±SD． ⋯ P<0．们 坩 ton／eel 

对全血白 细胞吞噬 功健的彤 响 小鼠 68 

只体重 21±3 g，随机分组， 给药 10d后，取 

血 0．1 m1加入含肝索的 RPMI一1640莜 0．8 m‘ 

中，再加 0．1m1白色葡萄球菌液(在 =620nm 

时用生理盐水调 ^至 0．5，然后稀释 320倍备 

用)． 另设 不加 血只 加菌 液的 空白 对照组． 

37℃ 温育 1 h后，每瓶加入 10 l̈[methyl一哪] 

TdR 】85GBq／mmol， 37~C再温育 l h，冰浴 

终止培养． 用 49型玻璃纤维滤膜过滤， 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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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 置 5ml闪烁液中， 用 FJ-2i0l液体闪 

烁计数器测 cpm值 ．并按下式计算吞噬作用 

抑制 {卜(给药组 cpm一对照组 cpm)／给药组 

cpm．结果，空白组cpm为 9586±5156，而对 

照组 cpm 降至 2070±1 99，说明全血自细胞的 

吞噬作用很强．Ami 3个剂量组的 cpm均高于 

对照组， 但都低于 Dex组． 提示 Ami和 Dex 

两药都能抑制自细胞的吞噬功能(Tab 4)． 

Teb 4．Effee／s of Asd end Dex On the．rabbi仃 

of p．一口h．m _ W BC plhagoeytosing StaphylococcuJ 

哦 m  of [ y IH]TdR Jncorporeffon in ndce． 

V~SD．“‘P<0．01 v，illdine．tttp<O．们 w Dex． 

实验结果表明，Ami可提高小鼠空斑形成 

细胞(PFC)的溶血能力， 使溶血素生成增多， 

促进 PHA诱导的外周血 淋巴细胞转化， 抑制 

DTH反应． 降低全血 自 细胞对细菌 的吞噬功 

能．上述作用均有一定的剂量依赖关系． 

腺苷通过 AdR抑制某些 免疫 反应， Ami 

可选择性地阻断 AdR，逆转 Ad的免疫抑制作 

用， 似为 Ami提高 PFC的溶血能力、 促进抗 

体合成的 原因 “，． 据 报 道， 辅助 性 T细胞 

(TH)， 分为两种亚型， TE 1介导DTH，TH 2 

不介导或抑制 DTH， 并促进细 胞分化和抗体 

合成． 另外 还分泌 IL-5和 IL一4， 后两者 

亦能促进细胞分化和抗体合成．Ami可能是作 

用于 TH细胞亚型而发挥抑制 DTH和促进细胞 

转化的 “)． 这与 Pardi R等的研究 结果； 

茶碱激活T。系统抑制 排斥反应， 又能促进人 

外周血淋 巴细胞对 PHA的增殖反应“”是一致 

的．临床观察 面̂ 使病人 数增多， 使移植 

； 曩 疆疆 蕊 囊 -一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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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抗宿主反应 (GVHR)转阴 ， 亦与本文 

Ami抑制 DTH反应一 致． 

本研究 发现 Ami降低小鼠 全血自细 胞吞 

噬细菌 的功能． Nelson S等让小鼠 吸入含金 

葡菌和 奇异变形杆菌的气 雾剂， 发现 Ami降 

低肺的杀菌能力 t O Neill等指出， Ami降 

低病人肺巨噬细胞的杀菌活性、减少过氧化氢 

的产生“’． 我们的 Ami降低 非特 异性免疫功 

能的结果与之相符． 

1 GⅡbertselI RB． Adellllsinc and adenosinc 

recep'mXs in 证衄nune hlllction．Ag肼 “ Actions 

1987， 22 ： 91 

2 Bitch RE， Polmar SH． Adenosine induced 

tmmunosuppression：the role of the adenoSine 

receptor-adenylate cyclase interaction in the 

alteration of T Iymphocyte surface phenlltype 

and  immunoregalatory function． 1nt J 

lmmunotgmrmuc ol 1986：8 ：329 

9 Nelson S． Summer W R， Jakab GJ． Amino- 

phylline-induced suppression of puim ollary 

antibacteriaI defellses． A，．1 ReP Respir Dis 

1985；151 ： 923 

4 Nefll SJ，Sitar DS Klass DJ，Taraska vA， 

Kepron W ． M itenko PA． The pulmonary 

disposition of theophylline and its influence 

oil human alveolar maerllphage bactexicidal 

function．Ibld 1986； 134 ： 1225 

5 Simpson M A， Gllzzo JJ． Speetrophlltometrie 

determinatioll of lymphocyte mediated sheep 

red blood cell hemolysis m vitro．J J l l“砌  

Method s 1978：21 ： 159 

6 Zallg XX， Qian BC， Speetrophlltometric 

determination of hemolysin types and con- 

centration．Acts Pharm S 1987；22 ： 301 

7 Xu XY． Li Y， Xu J．A modified hum oral 

ilnlllkule assay method-A method of hemolysin 

determin ation f扫ld 1979；14 ： 43 

8 Lagrange PH ， Macl【ancss GB， M iller TE． 

Influence of dose and route of antigen 

injection ∞ the immtmolllgical indllction of 

T celIs．J Exp M 1974；139 ： 528 

9杨 锋、章建 民．用 H rdR掺人法测定全血 白 

细胞吞噬功能．上海免疫学杂志 1986；6：302 
10 M osmann TR． Coffman RL． Two types of 

i~ouse helper T-cell cllllle． Immvmo／ Today 

l087； 8 ： 223 

11 Shore A，Dcsch H—M ．GelfandEW ．Induction 

and sepasation of antigen-depelldent T helper 

and T suppressor cells in mal1． Nature 1978： 

274 ：586 

12 Pardi R．Zouc hi M土，Fcrresu E，Ciboddll GF． 

Illverar血 L．Rugarli C． In 1io effects of a 

sin gte infusion of theophylline on human 

peril)heral blood lymphocytes． C{饥 Exp 

Immureol 198l；57 ： 722 

13 Shapira Z．Shohat B，Boner G ． Levi J． jo_ 

sim a H ．Servadio C．Theophylline：A possible 

innun noregulatory of T-ceils．Transplant Proe 

1982；14 ： 1l3 

l4 FJi1lk G， M ittelman  M ， Shohat B-Spitzer 

SA ． Thcophylline in duced alterations in 

cellular immunity in asth matic patients 

a  Allergy 1987：17 ：913 

l5 Sun B，Lill F．Li GH．Immullomodulation of 

cimetidinc in mice．Ac re Pharmac~ Sin 1988： 

日 ： 89 

Progr~s r6eents dans la surveillance biologique 

des m矾 icaments antithrombotiques 

1989 Oct i3-1 4 Bordeaux 

Please contactI Laboratoire d H6matologie 

Facult6 de Pharmacie 

3， Place de la Vicmire一 

33076 Bordeaux Cedcx． 

Franc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