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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elle Erforschung iiber die Gewinnung allgemeiner 

aktiver lmmunit込tmittels der kutanen Applikation 

der lmmunogene als Salben 

VII. Mitteilung : Vergleich der i. v. Einspritzung des Koktigens 

mit seiner益usserlichenApplikation als Salben in der Erwer-

bung allgemeiner aktiver Immunitat, sowie zum V ergleich 

des Grades der erworbenen allgemeinen lmmunitat 

Von 

Dr. S. Ozu 

(Aus dem L'¥boratorium der Kais. Chir. Univeroitii.tsklinik Kyoto 

¥Prof. Dr. R. T orikata）〕

¥Vir haben die in der VI. Mitteilung erwahnten Versuchskaninchen unter gleichen Lebens-

bedingun甲n148 TaヌeJang geffittert unit festgestellt, <lass im Blutserum nachweisbare Agglutinin 

auf einen fast gleichen normalen Titer zuriicks:rnk. 

Dann haben wir samtlichen Tieren sowie <len normalen nicht vorbehan<lelten je 0,2 ccm 

einer Standardaufschwemmung von Typhusbazillen in die Ohrvene eingespritzt, um dann die 

Verschiebung des im Blute nachweisbar巴nAntitypl;usagglutinintiters zu verfolgen. Die Erget← 

nisse cler Versuche diirften aus folgender Tabelle undえbbildungdeutlich hervor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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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lle 

Die Verschiebung des Antityphusagglutinintiteγs im zirknherenden Blute kurz nach der Vorl司－

handlung sowie nach dem i. v. Ein<lringen der Typhusbnillen am 15円．’Tnge,an dcm <ler Agglu-

tinintiter fast in der Norm zunicksank. 

Art un<l I Titer a, s .礼Y、
I ¥I 叫 er o凶 andlu am IKぷ－［：；｜

r or~~~；n~－ 1~：誌＿＇，T：肝｜

I＇＂＇.“，！.，， 
”61 56 

3331 “＇I ＂~ ＇~J ＇判…ぺア ！H1竺r:d~oo13=

+ 100 

-65 

+ 75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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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 Ein-
spritzung 
von 1,25 

ccm Kokti-
gen 

Applikationl 
der Salbe I 
mit 2,5 ccml 
Koktigen i 

Dの， mit I 
3・75ccm I 
Koktigen I 

Kontrolle 
(nicht vor-
hehandelt) 

1 

Die Verschiebung des Antity-

phusagglutinins im Blute sowohl 

kurz no.ch der immu即時torischen

Vorhehandlung als auch im An-

schluss an das i. v. Ein<lringen 

der Typhushazillen in der 7..eit, 

in der der Agglutinintiter fast 

in die ~orm zuriickgekehrt明・ar.

-Vergleich der Art und Weise 

der immunisatorischen Vor-

behandlung in dtr H.higkeit der 

Tiere. auf das Eindringen der 

Erreger. hin mit <ler Mobilisie-

rung des sessilen I mmunagglu・

tinins in die al!gemeine Zir・

l、u[ationzu antwor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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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sammenfassung 

i. Die mittels cier Appllkation der Typhuskoktigenぬlbevorbehandclten Kanincher】， die

ja kurz nach der Vorbeha,ndlung eine un州 ・gleichlichkleinere Agglutininmenge gegenilb色rden 

mittels der i. v. Einsptitzung des Koktigens .vorbehandelten aufgewiesen batt-:-n, habcn die 

Fiihigkeit gezeigt, dem nachtraglichen, also nach 150 Tagen1J nach der Vorbehandlung erfolgten, 

i. v. Eindringen der Typhusbazillen mit der raschen えusl6sungeiner bei weitem grosseren 

Menge des spezifischen Agglutinins in der allgemeinen Blutzirkulation zu begegnen. 

z. Der Grad der erworbenen allgemeinen Immunitiit richtet sich nicht nach der kurz nach 

der Vorbehandlung im Blute nachweisbaren Menge des Antikorpers, wohl aber nach der infolge 

des Ein<lringens spezifischer Noxen in di巳 Blutbahn hervorgerufenen allgemeinen Reaktion, die 

vo1 a¥lem durch die im Uute nacbweisbare Antiki.¥rpermenge beurteilt werden kann, und zwar, 

falls die immunisatoriscl』enVortehandlungsweisen ein乱nderv_erschieden sind. (Bei eine;・ gleichen 

Immunisierungsmethode !asst sich die Intensitat der aktiv en1・orbenen J mmunitat durch den 

Grad des kurz nach der ¥'orbehandlun宮 imBlute ausgelosten Antikorpers beurteilen. ）~J 

3. Die ricbtige Abstufung unci Beurteilung ilber den Grad der erworbenen allgemeinen 

aktiven Irnmunitiit erfolgt in der Weise, dass die Tiere in der Zeit, in welcher der Gehalt <les 

Blutserums an Antikorpern fast die normalen Verhaltnisse zeigen, rnit einer kleinen Antigenmenge 

i. v. eingespritzt ¥¥ erden und die sich daran schliessen<le Auslosung der Antikorper im Blute 

ve巾！gtwird. Je grοsser die Immun 

； Ar】tikδrperin den Blutkreisl乱uf

4. Durch die oben erwiihnte Prilfung kamen wir zur Ueberzeugung, dass die Salben-

lmmunisierungsmethode der i. v. Einspritzung des Immunogens keineswegs nachsteht. 

5.- Antikorper, die sich kui・z.nach der i. v. Einfilhrung des Antigens binnen 7 Tage im 

Blute nachweisen !assen, sind grosstenteils sessil in den Zellen enthalten gewesenen und rasch in 

die Blutbabn mobilisierteworclen. 

6. Die dabei nachweisbaren Antikorpermengen entsprechen dem Grade der erworbenen 

lmmunitiit, falls die i. v. eingespritzte ;¥.ntigenmenge eine einheitliche war. Dagegen weisen sie 

auf die .¥ntigenaviditiit dcr immunogenen Substnmen hin, falls die Immunisierungsmethode die 

gleiche, aber die Immunogene quantitativ oder qualitativ verschiec.lene waren. Bei verschiedenen 

Immunisierungsmethoden wie z. B. der i. v. bzw. der perkutanen, h主ngenaber die mobilisie1ten 

Antikorpermengen davon ab, ob dabei die irnmunogenen Substanzen rascher in die Blutbahn 

eingedrungen waren und daher dem ganzen Organismus eine grδssere Giftigkeit ausiibten als 

die anderen. (Autoreferat) 

1) D. h. in der Zeit, in der die Menge des Agglutinins beinal】ein die Norm zuriickl、ehrte. 
2）・Vgl. R. T orikata，υie lmpedinersch剖nuog.Jena, 1930, S. 63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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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ー賓強目的

第5報及ピ第6報＝於テ腸」チフス寸菌」コクチグン可欠うまヲ皮膚＝貼月1シテ全身免疫ヲ獲得セシ

メヨウトシタガ，黄色葡萄！！Ji:球菌Lコクチグン「軟膏エヨル粧J主全身売疫CLオプソェン1産生）程

度ハ第1報ヨリ第4報マデェ記述シタ如ク静脈内注射ト同等，或ハヨリ以上優秀ナル発疫放架ヲ

得タノ＝反シ，腸しチフス寸菌Lコクチヂン「軟官ニヨツテハ，免疫操作後一個月間＝亙ル凝集素

ノ血中護~－ヲ指標トスル限リニ於テハ，貼用軟管量及ピ貼用皮膚面積ヲ増大セシメルコトエヨ

ツテ多少発疫妓県ノ向上ヲ惹起セシメ Jレコトハ出来ノレガ，静脈内注射＝比較シテ向ホ遁カ＝劣

等デアルコトヲ知ツタ。

一般ニ禿疫動物ノ血清中ニ特殊抗睦ガ詮明サレル時日ハ長短種々デアツテ， ソレガ決シテ獲

得サレタyレ完疫ノ唯一ノ標i致デハナイ。換言スレパ抗fi豊ハ殆ンド消失シテシマツテモ，或ル期

間中＝疋ツテ向ホ充分ナルヲモ疫性ヲ有シ，一朝克疫元ト同種類ノi毒物（菌デモ，毒素デモ）ガ外

界カラ侵入スルト，忽チ＝シテ迅速ニ，換言スレパ健常動物ヨリモ短時日デ，血清中ニ健常動

物＝於ケJレヨリモー）昔強大ナ免疫物質ヲ産生スルモノデアル。

此ノ事責ハ既ニ島渇教授ガ『淋巴細胞内異種蛋白質消化説』（日新皆望星第5年第4按，大正4年）

ニ於テ充分＝説明セラレグ所デアツテ， l':!Pチ共ノ記述中＝『一度一定ノ異種蛋白質ヲ消化シタ

経験ヲ有スル喰細胞又ハソノ後継者ハ，後日間犠ノ異種蛋白質ノ侵入スyレ＝舎スレパ，否ラザ

ルモノヨリモ迅速ニ消化シ去ル ノ特性ヲ有シ． ソノ結果抗髄ハ局所性及ピ全身性エ急速ニ且ツ

多量＝生産セラレル」ト説カレテヰル。

以上ノi撃設カラスレパ，嘗テ免疫セラレY経験ヲ有シテヰル動物ノ免疫獲得程度ナルモノハ

血中抗健量ガ正常値マデ＝低下シタ頃＝於テ，新タニ全身性＝侵入シタ同種ノ毒物＝針スル賞

該個惜ノ反醸ノ強弱＝ヨツテコソ判定スyレコトガ出来ルノデアツテ，然モコノ：方法＝依Fレノガ

免疫獲得程度ノ判定ニ向ツテ最モ合理的デ且ツ決定的デアルト言フコトガ出来ヤウ。本報告ハ

コノ！結ノ研究デアル。自Pチ第f）報ニ於テ売疫元ノ静脈内注射ニヨルヨリモ軟背貼用ニヨ yレ全身

売疫ノ方ガ非常ニ劣弱テザアルガ如クニ見エルノハ，果シテ員寅共ノ通リデ、アyレカ否カヲ貫験的

ニシカモ数字上＝確定：セントスルモノヂアル。

賓 験 材料

1) 賓験家兎

第 6報デ使用シタ家兎ヲ注意シテ個々別々＝飼養シテ置イタモノヲ再ビ用ヒタ。此ノ他ニ封

l畏トシテ何等苑疫底置ヲ施サナイ新鮮ナ7［..家兎ヲ佼用シタ。

2) 鴎Lチフス1ワタチシ「

昭和8年9月27日侮染病研究所裂浩ノモノヲ使用シタ。

3) 家兎血清

各家兎ノ耳静脈ヨリ2括ヲ採血シ，遠心シテ血清ヲ分離シ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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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説集反庸検査用標準鴻童扶斯診断渡

昭和8年7月初日後藤風雲堂製造ノモノヨリ第5報＝記載シ夕方法＝ョツテ約2000括ヲ準備シ

タ。含菌量ハ1姥中0.0007姥。

費験方法

第5報ノ寅験終了後約5個月間ニ亙Jt.-飼養ニヨツテ各家兎ノ血中凝集債ガ略々同程度（100倍－

200i喜迄）ニ低下スルノヲ待ツテ本貫験ヲ行ツタ。

、此等ノ家兎ノ中2頭姥死シタノデ，結局本質験＝使用シタモノハi［次膏4瓦ヲ貼用シタモノ ノ3

頭中任意ノ1頭（第10披）ヲ除外シテ，各群2頭宛トシ，静脈内注射，軟背4瓦貼用，軟膏3瓦貼用

及ピ針照健常無前庭置家兎ノ4群トシタ。 ソシテ各群各頭ニ同名菌i夜トシテ停研製腸 Lチフス寸

L ワクチン'0.2姥宛ヲ耳静脈内へ注射シ，注射後4,7, 10, 15, 20及ピ25日目ニ採血シテ第6報

エ於ケルガ如ク凝集債（剖チ同名菌ノ侵入＝割ース J~全身反臆ノ大小）ヲ決定シタ。

賞験成績

寅験結果ハ第1表ヨリ第8表マデ土示サ レグ遇リデ、アル。此等ノ表ニハ観察ノ便宜上第一同免

疫操作後ノ凝集1質ヲモ併セテ記上シ全経過ヲ認識セシムル様 エシ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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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表 腸Lチフス寸菌しコタチゲ ：，.－＇,1.25事f静脈内注射＝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番披Hi)

血清稀謬度 I20 I 40 I so 110'' [ 200ドOJI回oI soo l 10ooj 1州2州~2

話I 血 i青 ＋＋ ー＋ ＋｜一 ｜一 ｜ー｜ー 一 一 「 2150 

腸静 5日 計f 官十 村十 ＋＋ ＋＋ ＋ ＋ 

＋ 日一← 

一 1800 

三画二守官壁
7日 廿十 廿f 骨十 ＋＋ ＋＋ ＋ ＋ 一 1700 

11日 廿f 廿十 廿十 廿f ＋＋ ＋ ＋ ＋ 一 一 1850 

15日 ti十 ↑十＋ 官十 ＋＋ ＋＋ ＋ ＋ ＋ 一 ー 一 一 一 一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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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髭

25日 廿f tit tit 

第 5表 腸Lチフス寸菌Lヨタナゲv可軟膏4叉貼用＝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番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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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膏貼用後150日目＝腸Lチフス守菌液0.2姥注射

腸注 4日 ttt 甘十 ＋＋ ＋ ＋ ＋ ＋ 一 ．ー 一 ｜一 ｜－ 2330 

ナ射
7日 制十 甘f 廿十 廿十 it十 廿十 甘十 官十 廿十 ＋＋ ＋＋ ＋＋ ＋＋ ＋ 23うO

7 後 斗ー

」守白凝主長 10日 廿十 廿f 甘十 情 廿十 tt十 廿十 廿十 tt十 ＋＋ ＋＋ ＋＋ ＋ ＋ ＋ 一 2300 

菌液債
15日 廿f 甘十 廿十 骨十 甘十 廿十 廿十 ＋＋ ＋＋ ＋＋ ＋＋ ＋ 

＋ 同一

2300 。
． 20日 骨十 廿十 刊十 廿十 廿十 廿十 ＋＋ ＋＋ ＋＋ ＋＋ ＋ ＋ ＋ ー 2~50 
一
一
施 25日 廿十 骨f 廿十 廿十 廿十 ＋＋ ＋＋ ＋＋ ++ ＋ ＋ ＋ ＋ ー 2300 

第4表 腸Lチフス寸菌Lヨクチゲy 寸軟膏4叉貼用＝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番務17)

血清稀縛度！ 20 / 4o / so ／川ooJ 200 J-wo J s 州1叫州2州招州oJ

前血清 I+ I + I -l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2200 

四
支
貼
用
後
／
凝
菓
償

腸
「
チ

7
ス
」
菌
「
コ
タ
チ
ゲ
ン
」
軟
膏

11日

15日

20日

25~ 

30日

100日

148日

5日 I++ - I 2300 

- I 2250 

一’ 2250

- ' 2200 

- ' 2800 

ー『 2300

2350 

2150 

ー『 2050

7日

同・ 1:-

軟膏貼用後150日目＝腸ιチ7 ;i. ,1!i液0.2括注射

場チ射注 ｜ ｜ 4日 ｜怖 一｜一｜一 1-1-＋＋ ＋＋ ＋ ＋ ＋ ＋ 一 一 2100 

フ後 7日 官f 廿十 甘f 甘f 廿十 廿十 刊十 ＋＋ ＋＋ ＋＋ ＋＋ ＋ ＋ ＋ 一一 2000 

ス／ 
』．．．．． 

首愛 10日 廿f 官十 情 村十 廿十 廿十 ＋＋ ＋＋ ＋＋ ＋ ＋ ＋ ＋ ー 一 2100 

液債 15日 官十 廿十 廿十 廿十 ttt ＋＋ ＋＋ ＋＋ ＋ 

＝~~~＝ 
一 一 l!l50 。

． 
20日 甘十 廿十 骨f 廿f 廿十 ＋＋ ＋＋ ＋ ＋ ＋ ー 2050 一

一
銘

25日 官十 制f 廿f 村十 ＋ ＋ ＋ ＋ 一 2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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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稀様！主

高if 血 清

5日

腸六 7日
dノ・＇a叉占

11日7 用

ご後 15日高ノ
コt疑 20日
ク｛柴質

25日チ
ゲ
ソ 30日

軟 100日
背

148日

勝’射注
4日

チ後 7日
7 / 

ス凝 10日

歯液債巣 15日。
一 20日
一姥 2・3日

日本外科貨函第 12 巻第 6 盟主

＋＋＋＋ 

廿十 ＋＋ 

十~甘f ＋＋ 
＋＋｜＋ ｜＋一一

情 ｜情 ＋＋ ＋＋ ＋ ＋ ＋ ート Eー ｜ ー I ー I ー I ー

ttt 情 ＋＋ ＋＋ ＋ ＋ 

甘f it十件 l+I+

＋ 
＋ド 1-1-1-1-1-1-1

＋ ＋＋一一一一 ！一一 1-
軟膏貼用後150日目＝腸Lチ7ス寸菌液0.2耗注射

ttt I ttt I情 Ittt I 十~ ！ 廿t I 
制十 ！僻 ｜廿十 ｜情 ｜情 ｜情

情 Ittt l情 Ittt I情 ｜十↑十

tttltttltttltttlttti t 

ttt I十ttltttltttltltj

-l-l-!-l-1-
廿十 廿十 廿十 ＋＋ ＋＋ ＋＋ 

it十 ttt ＋＋ け ＋＋＋

＋＋＋＋＋＋ ＋ ＋ 

＋＋＋＋＋ ＋＋ ＋ 

- ' 1900 

－・ 1700

- ' 1700 

- ' 1750 

- ' 175'.) 

一i1700 

- ' 1700 

- ' 1850 

- ' 1900 

- ' 1950 

- ' 1950 

- ' 1900 

- ' 1950 

- I 2000 

2050 

- ' 2000 

第6表 腸Lチフス「菌L ヨ クチ ゲン可軟膏日瓦貼用＝ ヨ ル免疫効果（家兎番；~)t l:l )

血清稀碍 旦 j20 j 40 J so 100 200 I側｜州州1000＼酬2州側140001酬 8000 160001強重

前 血 清 ＋＋＋ 一1- 1－匝＝：－r＿ ！一

2150 

5日 ff十 廿十 廿十＋＋＋ 十 一 一 ー ー 2200 

腸六 7日 tt十 ttt ＋＋＋＋ ＋ ー 一 一 2200 
ヨま

チ員占
11日 官十 付十 廿十 ＋＋ ＋＋ ＋ ＋ ＋ 2050 フ用 ＋ 一 ー

;<, 後
15日 廿f 廿f 廿f 1950 菌L ノ ＋ト ＋＋ ＋ー ＋ ＋ ＋ 

2コ凝護 20日 廿f 廿十 付f ＋＋ キ＋ ＋ :1_jl= 一 一 1850 

25日 廿十 廿f ＋＋ ＋＋ ＋ ＋ ＋ 一 ？ 一 ー ー ー 1950 

ザ

ユ〆 30日 甘f 廿十 ＋＋ 

＋同

ー 一 一 一＇一 2000 

最膏 100日 ＋＋ ＋＋ ＋ ＋ 一 一 ー ー ー 2100 

148日 ...... ＋ ＋ ＋ ー 一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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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膏H占用後150日目エ腸しチフスT菌液0.2括注射

' 喧チ射法後
4日 村＋＋ ＋ ＋ 仲 ＋ ＋ ！＋ー11ー－ 1-1- I 2000 

7日h 骨f 骨十 廿f ttt 廿f 廿十 廿十！＋＋ ＋＋ ＋＋ ｜＋＋ ＋＋ ＋ ＋ ＋ 一 2050 
7 ノ

旨堂
10日 術情併情情＋＋＋＋＋＋＋＋＋＋＋＋｜一 一 2100 

液自買 15日 情情怖附情＋＋ i++ ++ + + + +I一一 2150 。
20日 情併情怖い＋ ＋＋＋＋＋ ＋ 

＝ ~l= 
2150 

まE 25日 廿十怖 廿f 廿十｜＋＋ ++ +1+ ＋ ＋ ー 一 2100 

第 7表 腸Lチフス市i液0.2立E静脈内注射ニヨJレ血中凝集依（封照）（家兎番披61i)

血清榔度 i20 J 40 ! so j州200:400 I州叫100011叫2叫刈40001白州側jl60001健重
『 ・・ -' 輔 自 ー ． 

高U 血 t脅 ＋ ＋ ＋ ：同： ー ー ー 2200 

腸2’射後注
4日 廿f ＋＋ ＋ 1800 

7日 甘f 制十 ttt 情 ＋＋ ＋＋ :t;_~t 一 1800 
7 I 

話ス芸ー 10日 甘十 廿十 官f 甘十 廿十 廿f ＋＋ ＋＋ moo 
液債 15日 廿十 村f 廿十 廿十 廿f ＋＋ ＋ ＋ ＋ 一 一 ー 一 ー 一 2000 。
一 20日 廿十 世十 廿十 廿十 ＋＋ ＋ ＋ ＋ 一 一 1850 
一一姥

25日 ttt 廿十 廿十 ＋ ＋ 2000 

第8表腸Lチフス守衛液0.2~静脈内注射＝ヨ ル血中凝集償（針照）（家兎番披67)

血清稀得度 J20 I 40 ! so I川却ol州州800J1叫i刈羽ゆ叩ゆ州側0116叫惚重
前 血 清 ＋ 十 +1+1ー｜－ ｜一 一 一 一 2100 

腸．’’ 注射後
4日 情 廿十 ＋＋＋＋＋＋ー 一 1900 

7日 ff十 廿十 廿十 ttt 廿f ＋＋ ＋＋ ＋＋ 
＋日－

一 1950 フ
ノ

ス凝 10日 官f 明十 廿f 情 甘十 ＋＋ ＋＋ ＋＋ ＋ ー 一 一 1930 

両液償業 15日 制 刊十 官十 州 ＋＋ ＋ ＋ ＋ ＋ 一 ~ 1950 。
20日 廿f 廿十 世十 甘十 ＋＋ ＋ ＋ ＋ ＋ 一 一 一 J!lOO 

一
事邑 2.5日 計f 廿f 廿f 廿f ＋＋ ＋ ＋ 1950 ＋ ＋ 一 一 一 ー 一 一

,. 

所見概括及ビ考察

以上ノ貫験結果カラシテ平均凝集憤ヲ得テ第9表及ピ第1同ニ示スコト＝シ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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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的｜免割 問自草案長皇室7鰐セ i君主指」 l I ~i I ； ； 前慮置 1::15日 I 日［15 日／~o 日 ！25 日 ［ao 日j~oo 日 l凶日 l言i詰i！~r日 t＇日［1 0日 白f5日i

第 l圏 各種像防禿接員長i置＝ヨ Jl：菟疫獲得m交／決定（第日表参照）

8000 

屯

7000「 I~ 
<i 

~ 
d月

60001 "' 

極縦割垣 ω ω 

r 4000 
『く
a、
か

4長S Jooo 

え
み 2000

本

モト
毛主 /000 

l → 免疫E主淀後経過日数

I三腸Lチ フス可菌Lヨクチゲン守1.25立E静脈内注射

][ ＝ 腸 Lチフス干』自・Lヨクナゲ y可軟膏4].¥( Lヨクチゲン吋含量＝2.5括）貼則

JI[= " " 6叉（Lコクチゲン吋含量＝::l.75立毛）J!Mtl
1V ＝野照無前慮置

金寅験結果ヲ Y;祭スル使宜上第 6報ノ寅験結~ミノ大要ヲ再引くスレパ下ノ如クデア yレ。

1) 腸Lチフス寸菌しコクチゲン＇ !¥j?.;ff4瓦及ピ 61・Lヲ4.5糎平方ノl支胸面iニ2JL.宛ノ割合デ24時

間貼用スル揚合ニハ，第5日目 ＝既 ＝著UJjノ血中凝集素 ノ増強ヲ誼i閃シ，第11日ニ最大トナツ

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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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秋背.:2瓦中ニ合イiサレテヰル Lコクチグン， i.;:i.25詫ヲ静脈内へ注射スル時ハ第7日目＝

最高凝集慣ヲ得タ。然シテ各最高撰集憤ハ静脈内詑射デハ1533悟，軟背41iデハ866f喜，軟背6

3正ヂハ933倍デアツタ内

3) 各免疫動物ノ血中凝集依ガ大n豊正常慣＝低下シ近似シテ一致スル：ハ免疫操作後約四O

日ヲ要シタ（本報第1闘参照）。

以上ハ第6報ノ成績デアルガ，本報告ニ於テ血r!t凝集素ノ値ガ一致スルニ至ツタ発疫操作後

150目白人腸しチフス寸菌液0.2姥ガ静脈内へ輸送サレタ後＝於ケル発疫家兎ノ：全身的反賑トシ

テ3流血中＝強現シ米ツタ特殊凝集来ノ値＝ヨリテ下ノ所見ガ確貫トナツタの

4) 腸 Lチフス寸菌液0.2耗静脈内侵入後各試獣デハ除外例無シ＝何レモ杢部第4日目ニ免疫

凝集素ノ護現ガ詮明サレタ。ソシテ，

5) 第 7日目ニハ遺カニ上昇シテ既ニ全経過中ノ最高議集慣＝到達シタ。印チ！）、量ノ同名菌

ノ血中侵入＝反舷シテ凝集素ハ短時日中「シカモ頼著ニ血中ニ産生セラレタ。

6) 第4日目ノ血清凝集債ハ何レノ免疫的所i底置ノ揚合ニ於テモ略k同程度ノ上昇デアツタ

ガ，第7日間＝ハ軟骨β瓦動物ガ最高ヂ§0001：｝. 欣•（f4瓦動物ガ7200供デ第2位トナリ，発疫的前

庭置直後ニ於テハ他ノ追従ヲ許サヌ和，約16倦ノ差ヲ以テ第1位デアツタ静脈内注射家兎ハ最

低位デ回00傍，掛照無断i底世家莞デハ1800悟デアツタ。

7) 第10日目エハ軟背4瓦動物ヵー軟背61L.動物ヨリモ凝集慣大デアツテ， 15日 20日ト漸次減

弱スルガ，第25日目ニハ向ホ軟官4Ji.:動物ハ2800倍，軟膏6瓦動物ハ24001喜，静脈内注射動物ハ

1600倍ノ凝集憤ヲ示シ，軟膏貼用動物カ，＇ ~J シ合セタカノ如ク何レモ静脈内注射動物ヨリモ明白

＝大ナル凪1中凝集素ノ産生及ピ持続ヲ予kシタn

月） 橡防的発疫操作直後エ縞接シタ最高凝集1買ノ比較ニ於テ下位ヂアツタ軟膏貼用動物ガ

150日後＝及 ンデ同名菌ノ血中侵入＝反舷シテ静脈内注射動物ヲ凌駕シテ， ソレヨリモ却テ顕

著＝大（5200: 8000= 100 : 134）ナル凝集債ヲ産生シタノデアル。而シテ此際4瓦ヨリモ8瓦軟背

家兎ノ庁ガ将jk 大（7200:8000）ナル凝集素ヲ産生シ夕刊

9) 14冷日目ニ於ケル鰻重ヂハ静脈内注射ヲ受ケタモノト 41［軟官貼用ノモ Jトハ平均25瓦

減弱， 6li.軟常貼l吋ノモノハ半均おJL増加lトナリ居リ， マタ150日目＝小量ノ腸Lチフス寸菌血中

注射後25日目デハ無前庭置健常動物ハ175瓦ノ減少デ頴著デアルガ，？静脈内注射免夜動物ハ100

瓦増加， 4瓦軟背苑疫動物ハ65瓦減少， 6瓦軟ti；免疫動物ハ75瓦増加トナリ居リテ，此ノ間エハ

何等格別ノ考察ヲ必要トスル如キ差別ハ無イ。自Hチ前以テ売疫底置ヲ受ケテ庭~！！＿＿呈塾＝

些土と春生里三塑皇三土土が＇ －－~:JJ坦1前豊量打包？と竺旦？とL三塾唖ノぅ塑！？と圭三些三室生里1
ア受ケルコトガ微弱デアツタト認メテヨカラウ。

以上ノ：事賞ハLオプソニン1ノ血中産生ヲ指標トセル仇－色葡萄蹴球菌Lコクチゲン「軟骨皮膚貼

用＝積投シタ杢身売疫獲得程度＝於ケルト号、ク一致スル所デア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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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ノ宵験結梁デ以テ，発疫元ヲ軟ヲザトシテ貼用スルコトエ依ツテモ亦タ，共ノ血中注射同

様＝顕著ナル全身性白働売疫ガfil(:-1／.スルモノデアFレコトノ確信＝到達スJレコトガ出来Jレ。マタ

橡防注射ソレ自身＝織強シテ流血中＝焚生シ米リタJレ凝集素ノ犬小ハ共佳直チ＝共際獲得サレ

タル自働売fl:ノ大小ヲ指示シ得ルモ Jヂハナイト言フコトモ何等疑ヲ帰ム徐；地ノ無イ程ェ明瞭

トナツタ。

吉富博士ハ『売疫獲得程度 ノ犬小ハー＝橡防波射後1週間内外＝於ケFレ流血中最高凝集依ノ大

ノj、ニヨリテ判定セラルベキモノナリ』 トノ意味ヲ述ベテヰルガ，此ノ場合ノ発疫操作ハ何レモ

『免疫元ノ静脈内注射』ト言フコト＝限定サレテ居ツタモノデアル。従ツテ互＝相異ナFレ発疫操

作ノ優劣 ノ比較ヲ目的トスル所ノ本研究結果＝適用サレヌモノデアル。

腸Lチフス「菌Lコクチゲン寸ノ 1.25！姥ガ静脈内ニ議防的ニ注射サレタ家兎ヂハ血中最大凝集債

ハ7日目 ＝＝－ 1・1533ヂ，共ノ2倍量ノLコクチゲン寸ヲ含有スル4瓦軟背家兎ヂハ 1・866，共ノ3俗

量ヲ含有スノレ6瓦軟膏家兎デハ1:933式一見宛カモ軟背家兎ノ発疫獲得程度ガ静脈内注射家

兎ヨリモ劣弱デアルカノ：如ク見＇－＇－ jレガ，併シ賞際ノ：免疫獲得程度ハ61｛.軟行デ最大，4J.DI¥次官デハ

梢々僅カニ小，静脈内注射デハ顕著＝小，詳シク11"ヘパ 8,0-7.~. 5,2ノ比ニ於テ小デアリシコ

トガ立詮サレタ。

思フニ静脈内注射デハ克疫元ガ決シテ全部完全＝喰細胞元形質ニノミ掃取サレルモノヂハナ

クシテ，売疫元ノ一部ハ喰細胞以外ノ細胞（印チ高等細胞）トモ結合シ，ソコヂ免疫元軟管貼附

ノ揚合ヨリモ毒作用ガ強ク現ハレ，サテコソ健常動物デモ細胞内エ既存シテヰル特殊凝集素ノ

急劇ナ ／L動員（Mobilisierung）ヲ~（シ， ソレデ血中接集素 J1fliカe軟背動物ヨリモ一時一寸強大ト

ナツタモノデアラウ。

之ニ反シテ免疫J亡秋刊貼附デハ発花；cノ大部分ハ局所皮膚喰制胞-rc.1wn内ヘノミ機取セラレ，

高等細胞トノ結合ハ殆ンド無ク，従テ青＝作用＝原因スル念蓮ナノレ既存凝集系ノ血中動liヲ必要

トセズ。 ソレデアルカラ血中凝集素ノ是大値ハ静脈内注射ニ比シ分量上非常ニノl、トナリ ，且ツ

時間的＝モ4,5日間遅延スルエ至ツタモ ノデアラウ。併シ元米ハ免疫元ガ多量＝喰憧サレタコ

ト故， illiJi~欠ニ消化サレテ貫際上ノ自働免疫獲得秤ー度ハ免疫j亡ヲ静脈内へ注射シタ場合ヨリモ却

テん トナツ タモノヂアラウ。i

以上ノ考察＝ヨレパ健常1！附Ii庭世動物デモ或ハ盈虚壁重L~三圭L豆三恒三重望主三埜座里へ

注監！.！＿墾イヤニ血里三E旦ノこレテ米J怪集素ノ；培五分ノ竺ど、.？... Jさノ免疫J乙性初！塑型？豆雪望

事直i乙三盆~！~三三よと主三ノニ主主主ア：どチ....：..＿＊＿＿理会乙主三三九里畦2'-.究喪主三I暫智竺主'it取＇（＇［

内既，~盗塁茎三急治主！姐ニ生三ノ動員三一束三タ結集ヂ7止。
健常動物ヂモ諸種ノ細菌（抗原）ニ針スノレ抗髄｛；校集索）ハ細胞内エモ血清中エモ既存シテヰル

モノデアルカラ．免疫J乙静脈内比射ノ場合ニ・ハ；lヅ主トシテ此ノ既存抗慣が動員サレテ出現ス

Jレノヂア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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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背動物デハ売疫元ガ念蓮＝血中へ侵入スル様ノコト無ク，先ヅ以テ大部分ガ局所皮内喰細

血乙色へ揖取サレテ，其鹿三造住竺と Yレノデアルカラ，凝集素ノj急速ナル血中ヘノ動員ヲ死土ス

ノ必要ナクシテ，徐々＝管際上ノ売疫獲得ガ進メラレルノデアル。 ソレテ命以テ異質 ノ売疫7l強

度＝成立スルノデアノレ。

ソレデアルカラノj、量 J同名菌ガ血中へ侵入シタ際＝於テ，念蓮＝喰車Ill胞原形質内既存尭疫凝

集素ヲ静脈内前置動物ヨリモ準カ＝大量＝血巾へ動員シ得タモノデアル。0.2詫位ノ微量 F売疫

元ノ血中侵入ヂへ ゾレガ揖取消化サレテ，ソノ様＝急速＝大量ノ援集素ガ血中＝護現スルモ

ノデナイコトハ．封j照健常無断i庭置動物デ明白＝立詮サレテヰル所デアル。

以上ノ解説デ以テ発疫疋ノ静脈内注射ノ；場合ト，発疫元軟膏貼用ノ；場合ト＝於ケル血中凝集

素殻現ノ機縛＝差別アル コトガ日月白トナリ ，マタ共際民ニ寅際J:;o大ナyレ白働免疫ヲ獲得スル

こ王ルモノハL望室主三並盟国主主cヨリモ.＇.（'ii'.可 L売疫元駒子ノ表皮貼用寸テL三三Zと土言三塁互

理解サレタト思フ。

金圭 吾品

市盲 目間

1) 強防的底置後 150日目ニ腸Lチフス寸菌液0.2詫ガ静脈内へ進入サレタコ トニ反臨シテ何

レノ家兎モ迅速且ツ多量ニ凝集素ヲ血中ニ産生シテ，第7日目＝最高説集債＝建シタ。

21 最高凝集慣ノ順位へ軟膏の瓦動物（8000倍），軟膏4瓦動物（7200倍），静脈内注射動物

(52仰倍）デアツタ。

3) 免疫操作ニ引績イテ 7日目位ノ間＝最大トナツタ血中凝集債ノ大小ハ，発疫操作ガ何レ

モ皮下注射トカ，静脈内注射トカ全ク同一様式場合＝限ラレグ際ニJ ミ獲得サレタyレ白働克疫

程度ヲ標徴シ得ルガ，併シ免疫的操作ガ種々 ＝異ル揚合エハ， ソレヲ以テ直チェ獲得売疫程度

ヲ判定スルコトガ、出来ヌモノデアル。

4)' 静脈内注射＝引キ続キ血中ニ護現シタ援集素ガ大デアツタ所ノ家兎ハ，尭疫元軟背貼用

ノ結果トシテソレニ引績キ血中＝現ハレタ凝集素ノ値ガ小デ、アツタ軟背家兎ヨリモ，却テ員ノ

発疫盤件程度ハ顕著＝小ナルモノデアツ タ。

5) 発疫冗ノ静脈内注射ノ結果ト シテ短時日（7日目最犬）＝血中＝現ハレ来ル凝集素ナルモ

ノハ本報告＝於ケル微量同名菌液ノ血中途入ノ結果デモ判明スル様ニ．輸送サレタ免疫元ソレ

自身ガ消化吸牧ノ結果ト シテ産生シグモノデハナクテ，共貰ハ発疫元ノ刺戟＝反雁シテ喰細胞

元形質中ニ＝発疫孟注射前ニ於テ＝既存シテ居ツタ所ノ凝集素（細胞内援集素）ノ念蓮ナル血中

動員ノ結果デアル。

6) 之＝反シ軟背貼用ニ積護スル流血中ノ凝集素ノ設現ハ此ノ：如キ既存凝集素 ノ急速動員ノ

結果デナクシテ，局所皮内喰細胞ガ尭疫疋ヲ嬬取i白北シタ結果トシテ， 血中へ移行シタ所ノ凝

集素デアル。均シク援集素デモ共護現スルニ至ツタ根師、ガ耐々杢ク異ルモノデアノレ。 軟仔貼用

ーヨ JI,血中凝集素コソハ員＝尭疫的機i陣ガ健全＝進行シタ結果デコソアルカ ラ．共護現ニ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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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ノ時日ヲモ要シ， Eツ一時的動員ノ揚合（免疫元静脈内注射ノ揚合） J如ク高値デアリ得ヌノ

ハ首然デアル。

7) 売疫獲得程度ヲL血中＝於ケル抗韓量ノ大小1ニヨリテ判定セントスル際ニハ，発疫的前

鹿置直後＝於テ血中＝詮明サレタ抗鰭値ノ大小ヲ指標トスルコトハ全然用ヲ鶏サズシテ，ソレ

ニ依1レ判定ハ誤謬ニ陥リ易イモノデアル。免疫操作ヲ!i＝異ニスル揚合ニハ特＝然ルモノデア

yレ。

売疫獲得程度ノ員個信頼スベキ判定ハ議防的発疫操作完了後， 3,4個月ヲ経過シテカ ラ血中

抗韓量ガ疋常値＝接近シテ低下シタyレ際＝於ケル，微量同名菌ノ血中侵入＝針スFレ全身性ノ反

臆ノ大小＝発疫凝集素ノ血中動員能力＝＝ヨリテ最後的ノ確定ニ到達スベキモノデアノ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