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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itteilung. Ueber die Messung der von salbenimmunisierter 

Hautstelle aus in die allgemeine Blutbahn 

gelieferten Opsoninmenge. 

Kaninchen h司bさn "'ir auf die dじpilierte Ri.ickenhaut in einer 

Gross号 von4,5 cm X 4,5 cm 2,0 g einer Staphylokokkenkoktigensalbe IO Minuten lang mit der 

Fingerspitze beliebig stark eingerieben und den Rest der Salb~ rnittels einer p且ssendenBandage 

24 Stunden lang darauf appliziert. Nach Verlauf von dieser Zeit haben wir die Salbe rnit 

Benzin gri.indlich beseitigt und dann die Verschiebung des Opsoninindex im Blute so lange 

verfolgt, bis er nach Erreichung ei『1ermaximalen Erhohung wieder allmahlich in die Norm 

zurlickgekehrt ist. Dies erfolgte nach 42 Tagen nach Abschluss <ler 24-sti.indigen Salbenappli-

kation (vgl. Abb. 1). 

〔Ausdem Laboratorium der Kais. Chir. Universitiitsklinik Kyoto (Prof. Dr. R. Tori!惜 ta）〕

Normalen erwachsenen 

Abb. 1. 
Zur Messung <ler von der salbenimmunisierten Haut aus in die allgemeine 

Blutbahn gelieferten Opsoninm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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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hl der nach der Salbenimmunisierung －砂 Zahlder nach der Invasion der Materia 

abgelaufenen Tage. morbi ins Blut abgelanfenen Tage. 

l=Kaninchen mit der Traubenzuckerkoktigensalt〕eimmunisiert, und denen nach 43 Tagen 
danach anstatt der vorbehandelten, die korrespondierende normale Ilaut exzidiert worden 
1st. 

II= Do., ceteris paribus mit der Koktigensalbe ohne Traubenzuckerzusatz vorbehandelt. 
III=Kaninchen wie unter I vorbehandelt, denen ceteris paribus die immunisierte Haut exzidiert 

worden ist. 
JV =Do., jedoch wie unter II immunisiert. 
V =Gar nicqt vorbehandelte nor male }¥aninchen, 

2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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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lann haben wir clie vorbehandelte Haulstelle so herausgeschnitten, class die Trennung 

der Hiut liberal] je 1,0 cm tiber ihr巴 Grenzehinli 1児rund von der Unterlage dicht an der 

oherflachlichen Fascia gescbab本. Die ¥Vunde ¥¥'Uide primar zugenaht. 

Gleich nach dcr Operation haben wir in die Obrvene 0,1 ccm einer Aufschwemmung von 

bei 60°C ahgetoteten Staphylokokken (c江. 0,00021 cm Erreger auf 1,0 ccm 0,85 proz. Koch-

salzlosung) ein‘gefiihrt, um dann die Verschiebung des Opsoninindex im zirkulierenden Blute zu 

verfolgen. Die Erg巴bnisseder Versuche diirften aus λbb. 1 (S. 1105) und Tabelle I hervorgehen. 

Tabelle I. 

Die Berechnung der von der salbenimmumsierten Haut aus ms Blut 

abgegebenen Opsoninmenge. 

Maximal・ I 

index am I 

Art des : 14.’rage ; Mittel l mmunogens ! nach Ab- I _ • 

in der Salbe schlu日 <lerI ＂＂~＇＇ 

Eミ11:-;1011
der Haut 

－

t

－
 

t

1

t

－
 

n

副

u
n
－
一

泊

町

H
m
匂
－

m
e
－－

B
d
十

汀

n
川市一

h
i
J
白

羽

生

旧

註

一

］
批

d
－
u
k
p
恥一

r
s
I
s
e
－

－

 

e

H

u

g
（

一

D

H

a

一

t

一

n
e

一

e
引

Z

E

一

印

刷

P
A
 

x
 

e
一

n
団

n
日

t
e
d

－

川

町

旬

副

h

d
－
m一

、m
町

t
B
F
M
a
m

－

r
－1

・u

I

e
】
一

e

b

u

s
ド

H
H
一

D
h
a
m
回

h
F
W
一

4

ハ
け

．
己
主
主
M
W
〉
己
H

Z－
）

ECMEwn仏
C

叫
v
A

仁

e

↑

汀

e

p

i

吾

一

N
凶

m
m
U

、A
M

一
6

7

一川片

り
け
凸
v

一
9d
一

A
2
ρ
O

一向。

3
0

一

4
一

9
4

一
7

1σ
一
久
一

1ο
一
O

ωd
て

ζω
凶
ω国
白

申

h
H
Cこ
〉

ロ
ω
£
ω
C
ω
』
dwM
む
己
記
エ
一
言
E
R
2

市
町
一
幻
川
町
一

ω助
一

去

の
州
日
一

L
U一
色

野

一

丸

山

田副」
tHC
ロhdNdhω
】
同
甲
両

む
甘
口
C
阿
古
〉
口
同
．
〉
・
同

ω国
d
l
F

．
m叩

E
〈

出

一

山

一

山

一

時

一

吋

E

一

t
b
t

一b
t
一

t
L
t

一
u
t

－
a

一司
u
－日

U

一e
u
n
－

－
h
・
出
品

7
日

巾

m
T

一

山

m
山
一
叩
弘
一

k
m
由

一

m
出

ー

一

品

一

品

川

一

四

一

泊

4

町

一

川

一

山

一

川

一

Q
U
U
リ

一

。

h
M
U
リ

一

ρα

一

グ

引

一

3
ハ

い

一

3
ハい

m
m一
一

）

m
m
一

一

デ

ド

戸

陶，，

nρ
、

e
F
J
H

一

九

日

3

二

1

一

一

－A
n
 

a
 

qu 

一

一

守

K

2

ゴ

一

一

O
で
ド

I

H
U

一

一

批

砲

配

J
A

－
－
一

0
6
t
r

w
一
品
一
州
北
川

町

一

一

中

d

u

・0

一

n
e
n

一

一

割

k

Staphylokok-
kenkoktigen I 

ohne Tran-I 
3,072) 100 

69% 

henzucker 

Do. 

l 1 Kurz vor der Exzision der Haut war der Opsoninin<lex im Blt巾 wiederin die Norm (1,0) 

zuriickgckehrt (vgl. Alゐ.1, S. 1). 
2) Mittelwerte von je 3 Tieren. 

Ergebnisse mit Besprechung. 

1. Die Opsoninmenge, die auf die Invasion der l¥Tateria morbi bin von der Hautstelle 

aus in die Blutbahn geliefert worden ist, betrug etwa 

l,33 gegen 0,91 ( =69%) bei der Koktigensall〕巴 ohneTraubenzuckerzusatz und 

1,94 gegen 1,18 ( ＝旧三ノ） bei der mit Traubenzuckerzusatz. 

2. Es hat sich also he1耳目gestellt, <lass clieje川geH叩 tstelle,welch巴、or4-3 Tagen einmal 

* Die zu diesem Vorgehen zugrunde liegenden Vorprlifungen ergaben die Opsoninausl6sung in der 

Umgebung der salbenimmunisierten Hautstelle folgenderrτiassen: 
1,65 ...... in der betreffenden Hautstelle, 
1,32 ...... 0,5 cm Uber die Grenze hiniiber, 
1,00 ...... 1,0 cm iiber die Grenze hiniiber, 

I, 00 ...... in der korrespond1erenden normalen I-Iautstelle. 
Auch hatten wir festgestellt, dass das Opsonin dabei mehr oder weniger auch in der Subcutis, aber 

nicht tiefer durch die Aponeurose hin<lurc4 erzeugt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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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els der Koktigensalbe immunisiert worden war, s巴lbstin der Zeit, in der der Opsoninindex 

im Blute gar keine Spur d巴rErhohung mehr zeigt, auf das .Eindringen der Materia morbi in die 

Blutbahn bin so reagieren kann, 61-69 Proz巴ntder ins Blut zu mobilisierenden Opsoninmenge 

zu Jiefern. 

Dabei stammte die tibrige Opsoninmenge im Blute also 39 31 Proz. sehr walir:；ι：heinlich 

hauptsachlich von den die irnmunogenen kolloidalen Teilchen au （~espeicherten Zellen, di巴 sich

in den lymphatisch巴nApparaten (Lymphclrlisen und Lymphbahnen) auf elem Wege von der 

Hautstelle bis zu der Blutbahn befinden. 

3. Der Zusatz <l巴STraubenzuckers zu der Koktigens乱！behat so gewirkt, class die absolute 

Opsoninrnenge im Blute zunahm a!s sonst; u. z. um 20% bei der provisorischen und um 46% 

bei der rnobilisierten Op,oninmenge, wahrend der relative Wert der rnobilisierten Opsoninrnenge 

beim Traubenzuckerzusatz urn凡%叩rkleinertwar (Tabelle I). 

4. Die obige Feststellung will uns sagen, dass der Traubenzuckerzusatz zu der Koktigen-

salbe die Aufspeicherung der immunogencn Substanzen sowohl in der Jokalen Haut, als 

auch ausserhalb der Hautstelle noch im tiefer befindlichen Gewebe so erhi)ht, class der von der 

Haut aus in die Blutbahn abzugebende Anleil Opsoninmenge des Blutes gegentiber elem von 

nandere Korpcrteilen aus zu liefernden relativ verkleinert wird. 

II. Mitteilung. Ueber die Messung der von der salbenimmuni-

sierten Hautstelle aus in die allgemeine Blutbahn 

gelieferten Agglutininmenge. 

Normale erwachsene Kaninchen wurden miltels cler Typhusbazillenkoktigensalbe genau so 

vorl〕巴handelt,wie in der I. Mitteilung beschrieben. Nach Abschluss der 24stlindigen Salben-

immunisierung haben wir den Titer des Antilyphusagglutinins irn Blute so Jang巴 verfolgt,bis 

er am 122. Tag巴 wiederin die Norm zurlickgekehrt ist. 

Dann haben wir die Hautstelle, die also vor 4 Mona ten imm unisalorisch vorbehandelt 

worden war， 司nstattzu exzidieren, wie im Versuch I, durch die .¥pplikation einer 2 proz. 

Cocainsalb巴＊ zu anasthesieren versucht. 

Die Coe乱insalhe,2,0只 inder Menge, haben 11・ir namlicb je 1,0 cm tiber die Grenze der 

Hautstelle hinaus 10 Minuten Jang rnit der Fingerspitz巴 eingeriebenund den Rest der Sc1lbe 

mit einer passenden Bandage 24 Stunden Jang darauf appliziert. 

Nach Verlauf dieヲerZeit baben wir 0,1 ccm einer Aufschwemmung von Trphusbazillen, 

die <lurch halbstlindige Erhitzung bei 6。。cahgeti.itct wonien waren, in die Ohrvene cinge-

spritzt, um die einheitliche nattirliche Invasion der Materia morl>i in das Individuum nachzu-

礼hmenund um zu sehen, wie die Tiere darauf reagieren・ Wir haben also den Titer des 

Agglutinins im Blute bis zum 28. Tage ¥'erfolgt，日iihrendwelcher Zeit clie λpplikation der 

キ 210g CocaiQ mur.1 4810 ccm Aq. destill.1 4010 g Lano)iQ und 1010耳Vase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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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ainsalbe taglich einmal erne日巴rtworden war. 

Die Ergebnisse der V巴rsuchegPhen aus Abb. 2 sowi巴 Tab巴lieII hervor. 

6 号事巻16 宮存函主主科タト~I 1108 

Abb. 2. 

Zur Messung der von der salbenimmunisier!en Haut 刷、 indie allgemeine 

Blutbahn geliefe耳tenAgglutininmenge. 

l 5 7. IO 14 21 28 

+ Zahl der nach der Invasion der Materia 
morbi ins Blut abgelaufenen 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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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gglutininknrve bei Kaninchen, denen anstatt der vorhehandelten die korrespondierende 

norrnale Haut in emer Gr凸出evon 6,5 cm×6,5 cm cocainisiert warden ist. 

lf =Do. ceteris parilms die vor 4 Monat en vorbehandelte Haut cocainisiert worden ist. 

][=Do. bei normalen nicht vorbehandelten Kaninchen. 

Tabelle II. 

Zur Berechnung der von der salbenimmuniSlerten Haut aus ins Blut 

gelieferten Agglutininmenge. 

Die mobili I IDie vom der 
Maximal- lsierte Agglu-1 I immunisier-
a~glutinin- I tininmenge I o/ !ten Hant aus 
titer am lbetreffend d同月 linsBlut ge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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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ebnisse mit Besprechung. 

1. Nicht nur das sp~zifische Opsonin (Versuch I), sondern auch das homologe Agglutinin 

wurde von der Hautst巴Ileaus, 11elcbe vor 4 Monaten durch Koktigensalbe immunisiert worden 

war, in die allgemeine Blutzirkulation geliefert, sobald gleichnamige Erreger ins Blut eingespritzt 

worden sind. 

H~iut aus ins Blut mobilisiertc Agglutininmenge Die dabei von cler vorbehandelten 2. 



envies sich als 77,8 Proz. von der ganzen Agglutininmenge im Blute. 

3. Die i.ibrige Antikorpermengc, 22,2 Proz., ist aller Wahrscheinlichkeit nach, wie beim 

Versuch I ausgesprochen, den das Immunogen aufgespeicherten Zellen, die sich vor allem auf 

dem Wege von der Hautstelle bis in die Blutbahn befinden, zu verdanken. 

Dab士ifiillt uns der Befund auf, dass die mohilisierte Agglutininmenge eine entschieden 

grossere ist als die provisorische, wiihrend die provisorische, sowie die mobi!isierte Opsonin・

111.enge, wie beirn Ver臼 chI crwiihnt, keinen grossen Unterschied von einander aufwiesen. 

Bei cler Salbenimmunisierung scheir】talso clie provisorische Lieferung cles Agglutinins ins 

B!ut eine relaliv kleine zu sein. 

1109 弘重．軟脊免疫局所皮1荷ノ全身性作用

4. 

Daraus geht auch hervor, da哩sdie provisorische Antikorperaus!Osung im Blute, clie sich an 

die priiventive Vorbehanrllung anzuschliessen p日eεt,nicht immer clen G1arl der erworhcn印乳II・

gemeinen Immunitiit ausdri.ickt, wohl aber die beim einheitlichen Einclringen der Materia morbi 

mobilisierten Antikorpermengen. 

III. Mitteilung. Zurn qualitativen・ Nachweis der Agglutinin-

absonderung von der vor 4 Monaten salben-

immunisierten Haut. 

Diesbezi.iglich haben wir 2 symmetrische Hautstellen an der Riickenhaut normaler erwach-

sener Kaninchen rechts und links von cler Mittellinie durch die Salben mit und ohne Typhus-

bazillenkoktigen unter sonst gleichen Bedingungen 24 Std. Jang vorbehan<lclt. 

Arn 121. Tage clanach hahen wir jeclern ’fiere 0,1 ccm einer Typhusbazillenaufschwemmung 

(ca. 0,00021 ccm Erreger) in die Ohrvene eingespritzt. Nach 6 Stuncle11 nach der Invasion der 

Materia morbi haben wir die beiden Hautstellen unter aseptischen Kautelen exzidiert und jedes 

Stuck Haut j合 inclie freie Bauchhohle eines frischen norm且Jen Kaninchens gebratht. Dabei 

ist darauf hinzuwei回 n,class die tfautsti.icke p巴inlichvom Blut befreit sein sollen. Die Er-

gebnisse der Verfolgung des Aggluti11intiters im Blute cler k乱ninchen mit elem 

der Bauchhohle geht aus Abb. 3 hervor. 

Hautsti.ick in 

Abb. 3. 

Zurn Nachweis der von der salbenimmunisierten Haut aus erfolgten Agglutinin 
absonderung (Mittelwerte von je 3 Tieren). 

I= Agglutininkurve im Blute der Kaninchen 

mil dem vor 4 Monaten immunisierten 

Hautstiick in der Bauchhiihle. 

II=Do. mit nicht immums1erten normalen 

KontrollhautstUck. 

3 5 7 10 

→ Zahl der nach der i.p. Einfilhrung der Hautstilcl碍 abgelaufen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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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histologische Untersuchung cier in cier Bauchhohle einl"s andl"ren normalen Kaninchens 

10 Tagc Jang gebliebenen Hautstiicke der immunisierten Tiere ergab folgend巴s:

Bei Nr. 103 u. 105: Kerne nicht ge伝rbt,di巴Struktnr undeutlich; die Epithelschicht 

spontan abgeschiirft (vgl. Tafel日g.1-4). 

Bei Nr. 111 : Kern巴 guttingiert, die Struktur noch relativ dentlich sichtbar (vgl. 

Tafel日g.5 u. 6). 

Ergebnisse mit Besprechung. 

1. Normale Kaninchen, denen dasjenige Hautstiick, welches、or4 Monaten clurch eine 

Typh ushazillen koktigensal b巴 vo1behanclelt worden war, in di巴 frcieBaucbhυhie gebracht worden 

ist, ergab nach 42 ：ミtundeneinen A日glutinintiter ＼けn120, nach 90 Stunden einen von 320, 

n乱ch 138 Stunden einen von I局日 unci nach 210 Stunden einen von 120, wahrend derartige 

AgglutininauslOsung bei den Kontrollkaninchen mit elem korresponciierenden nicht immunisierten 

Hautsliick in der Bauchhohle gar nicht zu kunstatieren warい・gl.Abb. 3). 

2. Unserer Ansicht nach ist dies ein <lirekter Beweis dafiir, dass die iiberlebenden Zellen 

des Hautstiickes <las .¥gglutinin in die freie Bauchhohle, d.h. in die Lymphe absonderten, damit 

der Antikorp?r <lank dぅrFunktion der Ge臼ssenrlotheli巴nin der allgemeinen Blutbahn gela耳目t

m’i rrl. 

3. Unsere Tatbestanrle sprechen alle fiir die im Jahre 1915 von unserem hochverehrlen 

Lehrer, Hern Prof. R. 1'orikαtαzum Ausdruck gebrachte und seitrlem durch wrschi巴dene

Be we時fiihrungenallmahlich immer ve出1rteteTheorie泊berdie Frwerbung aktiver (allgemeiner 

sowie lokaler) Immunitat*. 

IV. Mitteilung. Ueber die Fぷhigkeitder Tiere mit der durch eine 

beliebige Koktigensalbe immunisierten Haut, auf die Invasion 

verschiedener Errでgerhin homologe Antikorper ins Blut zu 

mobilisieren.-Zum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r homologen 

und der heterologen anamnestischen Reaktion. 

Normale Kaninchen wurden mit einer Staphylokokkenkoktigensalbe bzw. Streptokokken-

koktigensal be ocl巴r心＞likoktigensalbegenau so rnrbehandelt, wie in der I. Mittt:ilung beschrieben. 

Durch Verf.,I三un日deshomologen Opsonins im Blute haben ¥¥ ir uns da¥'Oll iiberzeugt, dass der 

Index nach 52 Tagen nach der imn】unisatorischenVorbehandh1ng wieder in die Norm zuriick-

gekehrt ist. 

Dann haben wir in die Qhrvene der Tiere ie 0,1 ccm (=ca. 0,00021 ccm Erreger) einer 

Aufschll'cmmung vim StaphylociJCcus pyogenes aureus bzw. Streptocnccns oder B紅白riumcoli 

ホ Vgl.Tori！惜ta,R., Ni5'hinigaku, Jahrgang乃， Nr. ~＇ 1()15 SC¥、＂ie.Koktoprazipitinogene und 
Koktoimmunogene, Bern 1917, S. 243-252 u. S. 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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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te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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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e im b~i 60°C sterilisierten Zustande eingespritzt, um dann die M巴ngen der im 

auftretenden homologen Antikcirper in ihrem l¥/Iaximalindex mit einand巴rzu vergleichen. 

Ergebnisse der Versuche gehen aus Abb. 4, 5, 6 und Tabelle III hervor. 

Abb. 4. 

Die auf die Invasion von verschiedenen Erregern hin ins Blut mobilisierten Maximalmengen 

des Antistaphylokokkenopsonins; u.z. Lei den Tieren mit der vor 52 Tagen 

<lurch die Staphylokokkenkoktigensalbe vorbehandelten Hautstelle. 

l=Opsoninkurve bei den T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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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6. 

Die auf die Invasion von verschiedenen Erregern ins Blut mobilisierten Maximalmengen 

des Anticoliopsonins ; u.z. bei den Tieren mit der vor 52 Tagen 

durch die Colikoktigensalbe vorbehandelten Hautst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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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hl der nach der Invasion von verschiedenen 
Erregern abgelauたnenTage. 

Tabelle lll. 

Die Fahigkeit der Tiere mil der durch eine beliebige Koktigensalbe immunisierten Hautstelle, auf 

die Invasion verschiedener Materia morbi hin homologe Opsonine ins Blut zu mobilisieren. 

Unter回 hiedezwischen der homologen und der heterogen anamneslischen 

Reaktion (Mittelwerte von je 3 eine Gr叩 pebildenden Tiere). 

Zahl der Tage nach Abschluss 
<ler Salbenimmunisierung be-

treffa Colibakterien. 

＇~， Maximalindex im Blute am 14. 
、～ 、 ··~ Tage nach der Salherト

Weitere ・ ・... immunisie1ung 
Priifungen iiber 、 ＼ ＼

die anamnest1sche ・・.～ 
Reaktion. ・-.. ..._ I A I B I C I A I B I C I A I B I C 

~I 3,082! f 3,lf!i I 2,882) J 2,88"! [ 2,88ヨJI 2,S62J i 2, 1n21 i 2,682J I 2,10ヨ）

. Staphylokokken I 203 I I j [ 120 f I 120 
Maximalindex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 j＿一一｜ ー｜ ｜一＿I I 
n 7. T平山chI Streptokolζken I I 121 I I 210 I 1-1- I ｜山
der Invasion 11 

der Erre伊： 1・ Colibakterien 

betreffend Antト I uuル＂~＇
staphylokokken- I は岬tokokken司 I oeucロenaAnn 

opsonin bei Staphy I opsonin 1》eiStrepto-I 叫 opsoninl 》e i 

lokokkenkoktig砕 lkokkenkokt伊
1 1 11eren salben-Tieren I salben-Tieren ' • 

1 ........ ＿，...皿、".IdAnti-

Streplo 

llS I 217 

瓦lι［品I~ご！五I~
120 

Grad der anamnest1schen 
Reaktior】； undzwar der 

1) Die Invasion 《］er壬：rregererfolgte einheitlic 

sierung, d.h. also in der Zeit, in der der einmal auf die Hohe gegangene Opsoninindex wieder 

allmahlich in die Norm zuriickgekehrt ist. 

2) Diesχeigt, da相 die Tiergruppen A, B u. C eigentlich fast die gleichen Opsonimnengen im 

Mittelwert zu erzeugen imstande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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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ebnisse mit Besprechung. 

1. Diejenigen Kaninchen, die v内r52 Tagen durch eine beliebige Koktigensalbe vorbe・

band巴ltword巴n waren, er呂乱be日 bei der Invasion des hornologen Erregers eine bein品hdoppelt 

so griissere l¥Tenge homologen Opsonins als bei der der heterologen (Abb. 4-6 sowie Tabell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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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raus geht h巴Ivor, dass sich eine salb巴nimmunisi巴rteHautstelle vor allem die Fahi.l('-

keit angeeignet hat, nachtraglich-solange die erworbene aktive linmunitat noch besteht-

homologe AntikδI P巴rauf die Invasion eines beliebigcr】 Erregersトinins Blut abzugeben; und 

zwar bei der Invasion des homologen in cinem weit grosseren l¥Iasse als bei der eines anderen. 

3. Die sog. anamnestische Re乱ktionzerfallt somit, wie in Tabelle III auseinandergesetzt, 

in 2, namlich die homologe und die heterologe, rnn denen die lelzte』eseinerzeit von Conrαdi 

un<l Bieling本 mitgeteilt官ordenwar. 

4. Wenn die Invasion des homologen Erregers das homologc Opsonin im al!ergrossten 

Masse ausgel6st hat, so bat man邑ichdabei vorzustcllen, dass daneben auch alle moglichen 

(heterologen) Opsonine mit einem weit kleineren Index als das erstere gleichzeitig mobilisiert 

worden sind ; denn die争ezifitiitberuht, wie vielfach bewies~n, auf nicbt qualitative, sondern 

quantitative Unterschiede. 

5. Es sei noch darauf hingewiesen, das> die Dα・ucr soicie der Grad derαktiv erw抑 benen

lmmwiitiit mittels derαnαmnestischen Reaklion be'llrteilt werden止αnn; denn diese Reαktion 

wird entsprechend dem Grαde der Imm’'llnitiit叩iehroder weniger so W.nge wαclige1ザen,bi・sdie 

lmm-unitiit noch besteltt. 

Zusammenfassung (1.-IV. Mitteilung). 
1) Bei d巴nsalbenimmunisierten Ticren stamm巴n die Antikorper im Blute mehr als die 

Hal代evon der immunisatorisch vorbehan<lelten Hautstelle, wahrend die iib1igen hochst wahr-

scheinlich von den die immunogenen Substanzen aufgespeicherten Zellen, die sich entlang der 

Lymphbahnen von der Hautstelle bis in die Blutbahn befinden, geliefer t、verden.
2) Unserer Berechnung nach betrug der von der Haut sell】stb巴igetrageneAnteil der 

Antikorper im Blute 61-69.% beim Antistaphylokokkenopsonin (Tabelle I) und 77,8% beim 

Antityphusbazillenagglutinin (Tabelle II). 

3) Die vor ca. 4 Monaten durch Typhusbazillenkoktigens tlbe vorbehandelte und nunmehr 

exzidierte Haut erzeugte im Blute eines normalen k且ninchens das homologe Agglutinin mit 

einem Maximaltiter von 1 : 320 nach 90 Stunden, falls sie gleich nach der Exzision in cler 

freien Bauchhohle des Tiers gelagert worden war. Somit wurde die A・usscheidung des Agglu-

h向型oneinem uberlebenden Hαutstiiclc in die’wngebende Lyrnphe al{( dir叫 tem Wege 

πacltgeu>i.esen. 

4) Die salbenimmunisierte Hautstelle besitzt die Fahigkeit auch in der Zeit, in der keine 

Spur <ler Antikorperzunahme im Blute mehr nachzuweisen i雪t,gegen die Invasion eines Erregers 

in den Korper bin. homologe Antikorper ins Blul zu mobilisieren ; und zwar in einem weit 

gr6sseren Masse bei der rles homologen als bei der eines heterologen. 

5) Somit gilt es, die lwmologe an九rnnestische Reaktion von der heteroloク・enzu unter・

scbeiden. 

6) Durch die anamnestische Reaktion, insbesondere d urch die lwmologe, ist man imstande, 

die erll'orbene aktive Immunit盃tan ihrem Grad sowie ihrer Dauer zu beurteilen. 

告 Vgl.Deutsch. med. Woch., 42, 1916, S.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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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有ijl帝岡大翠持率部外科事教室（烏潟教授指導）

副手墜事士 弘 重 充

第 I報軟膏免疫前庭置局所皮膚ヨリ既往反庭二際シテ

血中へ供給セラルル抗鵠（特殊Lオプソニンl)lil：ノ測定

緒 ．言言－

"" 
烏7月数段ノ『喰細胞兎疫墜設』(1915年）ニヨレペ発疫j亡ヲ或yレ川所エ作用セシムレパ，該部

ノ定1H'l:iJ1'巴系細胞（成義喰争lllH包）ハ白倒的ニ発：！主1l.:ヲ揖取シ，白家原lf51'[rf1ニ於テ消化ス。共

ノ結果抗開ハ先ヅ細胞内ニ生成セラレ，局所ノ抵抗高マリ (l,,j所性白働発疫獲得），三欠デ一定度ニ

抗酷ガ生成セラルレバ司児ニ訪抗Miハ＊111胞外へ分泌セラレテ， ijj;巴ヨリ血行中へ移行シ，~身ノ

組織ハ此ノ抗開ニ濯流セラレテ，共ノ赤よれ全身性免疫（「l家性他働免疫）ヲ獲得スルモノナリト。

山内局所発疫＝闘シテハ八打l，若手野，小津，橋本， It山，宮司ノ諸氏ハ発：皮操作後未ダ血中

ニ抗n豊ノ詮llJJセラレザル時期ニ先チテ，既ニ局所＝ハ免疫物t'llr~大量＝生成セラレ，共ノ後，

辺二大血 i:f:r ニ特殊抗措ノ増強ス 1レゴトヲ寅験的ニ，·，：，市セリ。此ノ貫験成結ハ.i'~it.W:.J交ノ i}\ill ト

一致スルトコロナリ。

免疫元ヲ血i:f:r へ注射シグル後，約 1 週 rm ＝－テ，戎ハj之府ニ i;~花 l山＼！J＼’nヲ貼)iJ シタ 11.- 後， 2 週

間内外ニシテ最高 ＝－ ~主シタル血中ノ t.'f ＇／止l/c開~：，：：ガ吏 ＝－ 1，ゴ個月ノ経過エテ略々正常値ニ低下

復師セシ際ェ， t）、両Ii＝－使用セラレタリシ免疫元ト同種ノ毒物Jガ血中へ位入ス 71.-時ハ健常動物ヨ

リモ迅速ニ，且ツー居強大エ血rf1一同名ノ免疫物nヲ！ヴ：生スルコトモ亦タ買防「J'-Jニ立誰セラレ

タリ（吉＇1｝；叉平，ノHI土茂氏論文刻！｛｛）。

此ノ：事買ニ到シテモ亦タ，既ニ19HJ'.i三f.';iRJ教授ハ「免疫現後ノー解探』『f-1ノ一節＝於テ『一度

一定ノ異種蛋白＇｛＇［ヲ ii'fiヒシタルl食品lllff包，叉ハソノ後繕干すハ後日同種ノ異種蛋I’ltTノ侵入スル＝

合スレパ，否ラザ、〉レモノヨリモ迅速ェ消化シ去yレノ%t'fヲ,fj'lン， ：）l：ノ結果抗膿ハ局所＇ l'l：及ビ全

身性ニ急速ニ多：r.：ニ生r・f'セラ yレ』ト述べラレタリ。本

此ノ見解ーニ従ヘバ，皮肉免疫ニ於テハ特殊抗措m失後ノ同名!¥-ii）：入ニ反肱シテ血中ェ特殊抗

間ノ ：，；，~；主ナル高度ノ増強ガ立誰セラルルナラペコハ局所皮府ヨリ lill中へ供給セラルルモノタ

ラサ 71.--JJ Jカラズ。

持 t・onradi及ピ Bieling，、 1!)16.'lj三＝至リ『以前＝腸 Lチフス＇ 'ii象防注射7’乏ケタリシ｛同盟ガ腸 Lチ7ス1

以外ノ非特殊性感染ノ紡呆トシテ抗腸Lチ 7 ス寸菌凝集素直ガ大：，：：~血＇＇＇＂＂生産セラル、 I •J\lt)J ヲ認メ，之ヲ

Anamnestische Reaktion ト呼パンコト 7提言セ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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尭疫的ニr:Ji1虚i世セラレタル局所！之内ガ良ニ斯ノ；如キ作用ヲイiストセパ，：，＇＼・々 身関ノ：外表ヲ包

ム皮府ハ日常絶エズ免疫性ヲ獲得シツツアリ。従テ全勝表ニ於ケ 7t..j責汎ナ yレ皮fr守fj'1jハ『兎疫皐

上！芝府ト同』1~！；質ヲ fl スベキモノト迎解セラル yレ消化系乃至呼吸系ノ粘膜』ト共ニ，後天性発技

ノ獲得＝封シ至大ナル意義ヲイiスルモノト ））ヘザル可カラス。

本報告・ェ於テハ『皮府ガ果シテ全身免疫ノ発現ヲ主宰スルガ主「lキ主要ナル役目ヲ前ジ1'Jルモ

fナリヤ否ャ』ヲ賞験結以ニ問ハント欲ス。

本報告ノ目的ハ自｜］チ下ノ如シn

義＝「葡萄糖加苑疫l亡ニヨル経皮全身克疫ノ研究』ノ第2報及ビ第3報ニ於テ皮肉免疫ニ際シ，

免疫元＊ニ萌j萄糖ヲ混入スyレコトエヨリ血r[1特殊抗fl豊ノ顕著＝増強スルハ，局所皮府ガ強力ナ

ル白働免疫ヲ獲f＇.｝－セシ結果ェアラズシテ，兎疫芯ガ葡萄糖ヲ添加セザ、リシ揚合ヨリモヨリ多量

エ全身性（淋巴一血行）＝移行シ，共ノ結果杢身ti：ニモ抗酷ガ多~（ ＝＝－ 産生セラレシニヨルモノナ

ラント推考シタリシガ，本報告ニ於テハ，此ノ見解ガ異質j£シキモノナリヤ否ヤヲモ吟味セン

ト欲ス。併セテ，免疫元ガ皮府ヲ透過シテ多量＝全身l1EC淋巴－JfrL行）ニ移行セシモノトスレ

パ，此等全身性ニ移行セシ克疫1C:ニヨリテ獲得セラレグル全身克疫ハ， R個強力ナル全身性白

働免疫ナリヤ否ヤヲモ［潤明セント欲ス。

費験第 l 克疫元軟膏貼用局所皮膚及ビ附近組織細胞J抗原掻取程度＝就テ

皮膚ノー局所ニ克疫l亡軟’l°i；ヲ塗擦貼附シタ Jc揚合＝，局所性免疫ヲ佐f'JスJI..範間ハ軟背貼用

面積内＝限局スルモノナリヤ，或ハ;j；央官1JfJ'fヨリモ成汎ニJ,'iJl:'flニ波及スルモノナリヤ.＇.~共ノ i従

サニ於テJin何ナル部分マデ到達ス yレモノナリヤ，換二ースレパ局所性免投ヲ獲得スル組織ノ範閏

ヲ立膿的＝（共ノ底サ＝於テモ，亦グ~t ノ深サニ於テモ）解明スベキコトヲ必要トス。本寅験

第1ハ此ノ目的＝向ヒテ行ハレグリ。

量＝『葡萄糖加克疫元ニヨル粧皮全身免疫ノ研究J§fH報ニ於テ，家兎背部ノ皮肉ノ一定面積

(4.5糎平方） ""-Lゴクチグン「軟汗ノ一定量（'.2.0J.f.）ヲ塗擦貼fljセシ揚合，皮下組織ト良山ト接｛蝿

スル部分ェ於テへ局所性売疫獲得ハ顕著＝立誰セラレシモ，更＝深ク皮下組織ト筋膜ト接鯛

スル部分ニ於テハ兎疫元『fl葡萄糖出入ノイI無ニ酔lセズ，局所性免疫成式セザ、ルコトガ；川市セラ

レタリ。

帥チ兎疫元軟骨貼fljニHuレ局所克疫護生範間ノ深サハ既ニ解決セラレタ Jレヲ以テ，本寅験ニ

於テハ共ノ！貰サノミヲ決定スレパ目的ハ達成セラルベシ。

1）貫験動物

瞳重2砥内外ノ白色位常雄家兎

2) 克疫元軟背

費験材料

黄色葡萄状球菌ヲ揖氏37°ニテ24時間普通寒天斜面ニ培養シ， 0.85五食腫1.Kニ浮11/f－セシメ，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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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綿ノ 1:Jj）母ヲ 1 同通過セシメ， 3000同特ニテ 30分遠心シ，烏1P.~教授沈澱；｜・ニぷテ共ノ合菌量ガ

3度目（約0.0021詫）ナ yレガ如クニ， 0.川口ノ食臨水ヲ加へ，揖氏100。ヱガll騰シツツアル重盤煎~J:t ヱ

テ30分川煮i~llセリ。煮沸後，上段液ヲジルベルシュミット氏陶：I:櫨過器ニテ櫨過シ，長期保存

ノ目的エテ0.5'?,;J',f;1）｛；－ニイi茨酸ヲ加へ，車黄色葡萄欣球f{:jしゴクチゲン「ヲ得タリ。更＝此ノ

'ililLコクチゲン寸ェ5.0%ノ古1J合＝葡萄糖ヲ添加シ， 5.0%葡萄糖加黄色葡萄AA球菌しコクチゲン寸

ヲ調製セリ。

車黄色市j萄ii.I¥:球菌 Lコクチゲン寸及ビ5.0%葡萄糖加!i't＇色葡萄 fU：球菌Lコクチグン寸各々50.0詑

宛＝，無水Lラノリン・1'.?5.0瓦， l’｜色Lワゼ、リン寸5.0瓦ヲ加へ，充分ニ混fl／シ，車黄色葡荷蹴球正i

Lコクチグン「秋’i'i；及ビ5.0＇ノ葡萄糖加黄色葡荷欣球菌 Lゴクチゲン寸軟干i；ヲ得タリ。

3) 黄色荷主iii:llk球菌菌液CLオプソニン＇ 1&1UIJ)

黄色市j萄i伏球菌ヲ捕氏37°, 24時間普通寒／く斜ii'riェ培養シ，任立ノ；量ノ 0.85；＇，食臨水浮説 1夜

ヲ作リ，脱脂綿ノ部居ヲ 1同通過セシメ，描氏1;0ぺェテ30分加熱セシ後，遠心沈澱シ（菌開ノ洗

瀧），菌i任＝－O./lfl0，，食由経7.kヲ加へ，再・ピ遠心沈澱セリ。斯ノ如クシテ，；，；i後3同菌臨ヲ洗樵シタ yレ

後，新鮮ナル 0.5%干［決酸加 0.85%食臨水中ニヂ等＝浮批セシメタリ。此際 1 詫 r~r J合菌量ハ

(3000同陣ニテ30分遠心）ιif.14士詑沈澱~t- ニテ1度目（約0.0007詫）ナリキ。

4 I tj主Ml内喰菌現象検査月j~11 本小冊子球

既似（『市勾糖加苑fij乙エヨル車＇iU主全身発疫ノ研究：第1似』）ノモノト同一物ヲ使用セリ。

費験方法

衣兎ヲ1群3踊宛トシ， A,B2群＝分子，次ノ操作ヲ行ヒタリ。

各家兎ノ背部ヲ可及的短ク努毛シ，山毛部ニ4.5糎’I＇：方ヲ記録シ，此ノ範国内ニ A群ニハ車

Lコクチヂン「軟官ヲ， B群エハ 5.0%葡萄糖hn」コクチグン可i次号子ヲ谷々 2.0瓦宛10分間指頭ヲ以

テ塗擦セリ。 i会擦部ハ同大同!T~！ ノ Lt ロファン寸ニテ被覆シ，来1：創官ニテ周回ノ皮膚ニ統ニ同定

シ，更ニ共ノ上ニ糊，；停ヲ施シタリ。本貫験ニ於テハ特ニ軟日ガ貼用範囲外ニ漏出セザル様ニ軟

吋貼用部ト周1:1.1ノ1z1111トヲ蔵密ニj塵断スルヲ要ス。 24時間後ニ糊帯ヲ去リ，軟；n=ハ」ベンチン寸

ニテ清拭セリ。

清拭後既報（『葡萄糖加免疫元エヨル粧f主杢身免疫ノ問先：第 1

報』）ニ辿ベタ yレガ如キ方法／えピ注意ノ下ェ， rJ¥Ti夜ヲ充i繭セル小Tii'f

子球ヲ 1）軟~－｝貼！日部， 21 貼用部 F周縁ヨリ離隔スルコト 0.5.糎，

3）貼用部ノj商品象ヨリ離隔ス yレコト1.0糎ニ佐々4f；ペl川市江，合計12個

（第 1附）ヲ皮下組織ノ民皮ニ近持セル所ニ，ノj、孔ヲ町山側ニ向ハ

シメテ装填セリ。

A, B2群共免疫「J'J忠世ヲ行ハザリシj;J・fii}以y.Jf!!IJノ位常！之府下ニ

モ同校ニ 4個宛装填シ，別！！〔（トヒリ。

1 圃

@) 4、硝子球技填部f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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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時間l後＝石l'f子球ヲr.w-カエ取リ H1シ，内容ニ就キテ喰illi作lllノ大小ヲ測定セリ。 Lオプソニ

ン寸検費ハ既報（商iit!Dノ方法＝憐リタリ。

費験成績

検1tノ品目見Lハ第 1長＆ビ第2去ニ示サレタリ。

第 1表車しコクチゲン寸軟脊貼用後局所皮膚及ピ 第2表 5%葡荷車1f1111しコタチゲン寸軟脊貼用後局所

近接組織ノ Lオプソニン寸合~1i: (B頭平均） 皮膚及ピ近接組織ノしオプソニン寸合:lrt(3頭卒均）

柳川喰｜菌ト~与す長
軟脊貼用部｜ :JU I 訓（｝ I 59.B I 1,64 

0.5糎離隔部｜ 17回日 I 29.3 1 46.lj i 1.29 

1.0糎離隔部｜ 14.6 1 2i.3 1 3n.9 1 o.99 

針照I15.o I :ii.o I 36.o ¥ i.oo 

賞験成結ヨリ認識セラ Fレル事項ハモ欠ノ虫「lシ。

可検内符 ｜ 喰

軟脊貼用部 1 22.0 

0.5糎荷量隔部｜ 19.0 

1.0糎離隔部｜ 15.6 

主主 照 I15.6 

菌「~注量
39.0 I 61.0 I 1.65 

29.0 I 48.3 I J.32 

21.『 1 内6.9 I ・1 1 ・》• I • 

21.0 I 36.6 I 1.00 

1) 黄色葡萄献球菌Lコクチゲン寸軟干f2.011；ヲ家兎？？部ノHi.I舟4.5糎平方ニ2必寺間貼用後，皮

下組織内ニ員皮＝也抜セシメテ小冊子球ヲ装填シ， in vivoニ於テLオプソ＝ン「ヲ検査シタル

ヱ，軟背貼HJ部ノLオプソ＝ン寸顕著ニ増強セルヲ認メタリ。

2）しコクチゲン寸＂＇ ＝＝－ 叩乙き！！合ニWii~：1 *7.~ ~if'~~－~主開閉店？＇：＿＿！＿~~肢を
ハ，否ラザル場合＝比シ殆ンド相違ナカリキ。以上ハQ｛エ報告セラレシトコロ（「葡萄糖加免疫

元ニヨル粧皮全身免疫ノ研究・第 1報』）ト一致ス。

3) しコクチゲン川｜桁刊占！｜］部ノ周縁ヨリ離隔スルコト 0.5糎ノ的所ニ於テモ向ホしオプゾー

ン寸ノ精強ガ認メラレタリ。此l際 Lオプソニン寸係数ハ＇，~'i.L コクチゲン可｜拘刊liHJ部： 1.29市街概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加しコクチグン寸軟・n貼用部： 1.32ニシテ，師寺kJ・ ノf111＝＝－ーハ大ナル運庭ヲ認メザリキ。

4) 更ニ軟仔貼HJ昔日ノ｝？；]ff.象ヨリ離隔スルコト1.0糎ノ何所ニ於テへ Lオプソ＝ン「係数ハ皐

軟H貼！日部： 0.99，葡萄糖力fl'＼次・［＇j；貼川部： 1.00.＝.シテ， Lコクチゲン「『ド＝葡萄糖混入アル場合

モ， 1ft~ キ揚合モ共＝：. Lオプソニン寸ノ晴担ハ杢ク認、メ f'Jサリキ。

印チLコクチゲン「軟＇ff貼月！？？日ヨリ 1.0糎ヲ離隔スル筒所＝於テハ局所性免疫へ車Lコクチグ

ン寸軟'Ffニテモ，葡萄糖加Lコクチゲン「1¥i}どr'fニテモ何レモ成。：セザルコトガ日：誰セラレタリ。

提 要

よ~*1~1レエ免疫元ハ軟坦坦坦E些里担剛胆三三旦三堕11＇－~且坦（J'i=鍾坐主三己

主三重捗ヲむしゴト 0.5糎部＝於竺杢Z乏生里坐主~_Qtシソレ以上1.哩三主哩三些主
ハ最早克枝）己ハ移行セザルモノト~へラル。

此際軟背中ニ葡萄糖ヲ混入シ府ルゴトハ納l胞ノ揖取スル抗原荒（乃至抗原揃lf:正能力）ニハ恒：

化ヲ及ボサザ Yレモノエシテ，之ガ~ニ特エ多：，：：ノ抗原ガ皮膚局所細胞ヨリ橘取セラルルガ如キ

所見f民、ン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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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含有iik:L~l ノ抗原ハ任ラザル揚合ヨリモ多量ニ皮府ヲ透過シテ深部組織（淋巴ー.n'IL行）

へ吸収セラyレルガ£mキ事貫ガftナリト恨定スルモ（拙著：葡萄糖加苑疫元ニヨル粧皮全身元疫

ノ研究刻EO，此際局所1芝府細胞ガ、抗M＼ヲ「H動的＝揖取ス JL.-範間，分量乃至能力（従テ亦タ抗臨

時生長ノ士fr強ヲ来サザルモ Yカト考へラル（此馳ニ闘シテハ更ニ後文ヲ参！！夜セヨ）。

費験第2. 兎疫元軟膏＝依＇＂全身兎疫血中抗種 J費生母地＝就テ

貫験第1ニ於テハ売疫元ハ軟？ドドヨリ局所皮膚細胞ニヨリテ局所皮内ニ概取セラルルモノニ

シテ，此l努発崎元ニ干M~＇J糖iR干flアルモ，此ノ局所細胞ノ抗原揖取作m乃至分量ヲ昂進モ減弱モ

セシムルモノニ非ザルコトガカ：誰セラレタリ。

本貫験ニアリテハ1117¥'(i；発疫ニ依ル全身売庇（血rlt抗鴨）ノ護生ハ全部ffe｝所皮府ヨリノミ産生

セラルルモノナリヤ否ヤノ疑問＝向ツテ貰験的ニ解明ヲ輿へント欲ス。

1) 貫験動物

鴨JJ!:2 lti;内外ノ｜’l色健常雄家兎

2) 売疫元軟行

賓！的第 1ト同一物ヲ使lljセリ。

3) Lオプゾニン「検査HJ!MT液

費 験 材 料

資I~命第 1 ニ使HJ セシモノヲ HJ ヒタリ 0

4) 白血球波

中＇i'J：肉汁10詫ヲ酷ffi約350瓦ノ健常I毎日，fノ腹腔内へ注入シ， 4時間後ニ耐子毛細作ニテ脚下

部ヲ穿刺シ，流／［＇，シ来レル腹水ヲ共ノ億使用セリ。

5) 石I拾血清

1:i:貨店命直前ニ試猷ノエi：翼静脈ヨリ採血シ， j主心シテ血清ヲ分離セリ。

6) 黄色(i'jj1,'JJ/I~球菌液（既往反/.f~J令交用）

黄色市~＇JHJ\球菌ヲ捕氏37° ニテ24時間普通寒天斜面ニ培北九 0）~!1%食臨水ニ j宇治セシメ，脱

脂綿ノ)11］居ヲ1同通過セシメ， 3000同陣ヱテ30分遠心シ， J'';i勾数段沈澱；；十＝テ共ノ合菌量ガ31支

日（約0.0021詫）トナルガ如ク二O川 o，ノ食臨水ヲ加へ掘1¥:fiO＇ニテ 30分加特設菌シタリ（石炭酸ヲ

加ヘズ）。

費験方法

助1.ii!I'11ノJi'i:此［日葡勾j伏球菌しオプソユンl：，：－ガ時々 同一ナル｛州市.1nr,Hli底世家兎ヲ泣搾九各群

Ii fiIH,'i.£, A, J3及ピCノ3ii下ニ分チ， 1；ノ女flキ操作ヲ行ヒタリ n

A, B2群ノ外試獣ノ：右＂ff部ヲーJ’ザニ＇fr'C:シ，現T:f','I；ニ4.5糎’｜〈方ヲ共ノ外局｛ヲ硝酸銀ヲJ:J，テ

記録、九此ノ胞｜！？｜ニ A群ニハ皐Ht＇色 （（；j硲j伏球菌Lゴクチヂン「軟干i；ヲ， B群ニハ5.0°；巾萄糠加

古色前向f[k;f;J(1~j h コクチゲン寸秋山；ヲ谷々＇！..OJL'i江10分rrn指副ヲ以テ敢ft！，~ セリ。 羊路市ハ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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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ノ Lセロフ 7 ン寸ニテ被ヒ，利滑り7・fヲ以テ周閤ノ皮肉＝術＝同定シ，更 ι ソノ上＝繍帯ヲ施シ

グリ。 24時間後ニLベンチン寸ヲ以テ軟1fヲ清拭除去セリ。

斯クシテ臼ヲ途ヒテ血清~11 ノ Lオプソエン1合医 ヲ iJ!IJ ／とシ， Lオプソニン1 量ガ底世前 lfj直エ

復師セシ第43£1f=l =A, B, C ノ3群ヲ，更＝ 3期宛a,a', b, b', c, c＇ノ 6群エ分チタリ。

a, b2群ハ軟官貼用皮府ヲLベンチン1及ピLアルコール寸ニテ清拭シ，可及的無菌性＝軟背貼

用皮膚ヲ貼IH部ヨリ周回ニ1.0糎成ク，印チ6.5糎平方ニテ，筋膜ニ接スルマデ切除シ（寛験第1

参mo,a', b' 2群ハ軟干f貼附ff!JJト劉郁性反劉・側ナル健常皮！舟ヲ同椋＝，同面積ダケ切除シ，皮

府猷損部ハ倒縁ヲ牽引シテ縫合閉鎖セリ。

切除後直チ＝ a, a', b, I/ Yえビ cノ各群各顕ノJ.¥：翼静脈内へ同名菌トシテ黄色面j萄蹴球菌液

0.1拷（＝菌臨lトシテハ約0.00021耗）宛ヲ杭射シ，注射後第3,5, 7, 10, 14及ピ21日目ニ採血シ

テ，血清中ノ抗「百］名菌Lオプソ＝ン寸合長（自｜］チロrn・反 /JY!;；ノ大小）ヲ測定セリ。

c' 1ll ニハ刻）！（~トシテ何等ノ底位ヲモ行ハザリキ。

しオブソ二シ寸検査方法

先ヅ一端ニ目標ヲ記セノL毛利H管＝，一定 l，！：ノ白血球含有腹水，可検血清及ピ菌液ヲ各々空気

居ヲ隔テテ吸引シ，之ヲε｜三球形附子Jill内ニl次キl+lシ， 父 タl汲ヒ上ゲテ反復繰リ返シ，内容ヲ良

ク混和シタ Jf.,；後，全部ヲ他ノ毛細1管ニ吸入シテ，櫛氏37°ノ≫llf卵器内ニ15分間静置セシ後，内容

ヲ戟物硝子上＝吹キ／iiシ，硝子上＝艇ク業平ffY，型 J主flク乾燥，同定，染色ヲ行ヒ， 鏡検セリ。

鏡検ニ際シテハ白血球ノ輪廓正シク， EL'/ fJJl..J'r：セルモノノミヲ100個計上セリ。菌悌ハ完全

ニ細胞内＝取リ入レラレシモノノミヲ計上シ， I白血球内ニ 5個以上ノ菌ヲ描喰セシモノハ計

ir-＂＇加ヘサごリキ。

喰車｜｜｜胞数ト被納i胞数トノ和，印j チ喰菌子ヲ劃！！（~家兎（c＇群）ノ喰菌 f ヲ以テ除 シ タル商ヲ Lオ

プソニン寸係数ト1iシ，以テ喰菌作川ノ大小ヲ比較セリ。

賓験成績

賓験結見ミハ負’~3 表ヨリ l:rVi 表マデ ニ示サレタリ。

第 5表翠黄色葡萄｛伏球菌しコタチゲン ·~(k，背貼別家兎ノ会身性兎疫獲得脱皮（3頭平均）

l軟脊R占m後ノ絞過日数ト血rj1Lオフ・ソ＝ン a ｜第健制 病院｛前血rJ•佼入後 I ＊＇~（過 II 放
免疫前血清 I 目 j I I I t口行官＝－I凶常州＿＿！二百回1し 空三竺l三~＿＇＿＿Jfr怒りUff,_

1…nl5 n日ln1rcil IO日114日I:!l Fl防 r:I ~日 11波ゆ13 rJ r=i＇けバ円γ ｜
一一←一一竺_'=1_i011l=IJ' tel 1=11 H I fj I fol I El 一日－｜三吋1竺：！竺 ー~~U 1~~ －~ 

包A ~ I I -~＇ 』 I_ -.I 「一一一一寸－－－：－二！日切削ーム．，「一一，－－ l一一 ' - f一一
喰 叫 3・い.01 7 .01 I0. ：~ 1 I0.61 6.GI 3.3 4.3 1日附 ~.:i i 日； ~ . ：： 1 .G; 

薗 7.6 4.ol .o 1 o.::l i:i.:11 14.GI s.ol 5.o 5.61釣市内1 2.nl 7.o: 1 s ::I 14.o1 I~.o' 12.3 

ヱ リ J いの向日 いの~I I I h、。1:m後泣1 I : ,i . －・I• j 

ー子 14.司 7.3い3.o17.:-:1 :i:i.01 25.2j 14.61 s.3 9.91反策入14.(JI ]:J.()I I ' 

オプ~十寸一一一一一「←一 j－一寸 I i i ー｜お色 ｜三三ーで二一－~ －－「 ＿ ＿I __ 1 －ー

い係数IO.U7J LOOド・3D 2.18j 2.必I3.1111 I.32/ u31 i.ool~m :in i o.87[ :i.'.W' :us1 2.bol :.i.:i:i1 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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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表 _\'f！.黄色葡萄llk球菌L コタチゲン ＂~次干rn占用家兎ノ全身性兎疫獲得程度（3頭平均値）

免疫前血清！軟制服／削跡血中」オフソニン＂ I君臨1~；~~；1ア／＇！~ほ起草－
3 f_f日151111h111[~~I] I ~：f f:r 1γ｜守口 1~i=r1諮問3日仲間［1 日目 11g~ 日 I }:fa 1γ 

' r=「＝「一一一「 J, I＝，ーて二「ア l日後主主l ~I ハハl n J ＂ ~ I n 

喰 I 7.01 λ1;1 ;,.111 7.GI io.01 no1 1.0 ::i.n 4.61目策入12.3j 4.01 仏Oj 8.31 5.61 .0 

蘭 I 7.31 31il 7.:li 10.:lJ 14.01 14.GJ 8.0• 5.0 Ii.ill軟色 I 2.31 4.GJ 11.GI 11.01 s.oj 11.0 
I I I .I I I n n n I脊稲 l ｜ ｜ ｜ ｜ ｜ 

子 I14.:11 ＇ － ~1 1 '.l.::1 i1.!J1 24.01山 I15.ol s.6 9.91n附 I 4.Gj 8.61 20.61 19.3, 13.61 20.0 

明言（iio.付。わi付I2.5ol 3.12f 1 .ぉ11.17下oJ~：： 19'司司五戸1[o.93

第 5表 5.0%葡萄務1Jn黄色稲荷朕球菌しヨクチゲン1軟有貼用家兎ノ 全身性免疫獲得程度（3頭平均値）

｜軟削占用後ノ絞週日数ト血中」オプソ＝ン『 ！第懲萄｜ 智鹿苧~＇.！：ぞ叫ん里~
免疫前血清 ｜ 一一一一一一」四骨町 H蝋 r叫•1·c 勾ノノ－ ~ 

'3日目l
I I I I I ー I I -::-1 J日切削 I I I I I o 

喰 ！ 日.61 3.61 7.01 9.引13.u11 s.01 1.01 州 4刊日除服l－｜ パ 18・｜ ・｜ ’l .0 
菌 I ~.0 1 4.0I 10.:il 12目〔＞I16.Ci' 1 ul 9.61 5.61 5.ol fiitrl•〔内 I 3.61 8.31 23.01 1S.G! 13.61 12.6 

I .I I I .I I I I ol J稀後注｜ に｜ .I : i I 
イ－ I 14.61 7.GI 17.ill 21.剖 日リ｜け’｜ ｜ 割 引 I I I け 4 ・｜

I I I I I I I I 刊 可反昔r'i_入l οi I i I I 

衣Z冨Fぷl五 ！1.861 2.可乃14:

第 6ヨ昼 5.0；；杉葡萄－務jJJJ古荷色司Iii喜司司たE主菌しコクチゲン1軟干子R占m秀〈兎ノ金？身ti：免疫聖H穿Pl度（3頭豆F均）

｜軟刑問］ノ終週後fl数 ト血中J アソ＝ン1 1第1柑｜ 智東甲岳山ぞみ~：！－＇.央
3e疫前血清｜ • 一 一 ｜四切静l H岐ド jJJL •j• L A ノ ／ - ＂＇ 一一

－~ .... J~I~：：＇同世~~~l_1r：口白色｜巴l諮問川51 1 日［1 日岡山1 I昔日 ！？己

I I I ~-,::i : I I 「τ三一つ一｜日後設「一工；「 I I I I 
喰 It.i.61 3.61 6.削 9.6113.31 I I 4.o 4.61 I I I ! I I I I I u「 ｜ ｜ ｜ ｜宝・リ 也旧資入｜ ｜ ｜ ｜ ｜ ｜ 
菌 • 7.61 4.31 9.:11 12.61 17.0I 18.ol 9.61 6.o .'i. ：~I秋色 I 2.:il 501 14.ol 13.0I 白；； 12.0

i I I , " ,,I i I I ！日ハハ｜脊稲｜ I I I I .1 二子 ' 14.'.!I 7.!Jj 11i.!I[ 2 。－ ~1 ~ I 町 I I 10.0 9.91 I I I I I I 
I I ＂・＂： ! I I I ...υJ U・IM；刈 I I I I I I 

予言；・iT；）~fl~ ！ Lo8戸い~{j;15j 3. n/ i.41戸不明器 1-o.s;r司2.21]2.18j u7i P.98 
第 7表 無前庭位家兎耳青v-脈l勾黄色剤事1,Jlk球i-1''1°侵入後／

血清ιオプ ソニン可／披移（月政平均値）

前 血 清 I－，，－－－塑11；｛菌血r)l伎入後ノ経過日数 無底世他常刻rn＼家兎 lJfJL ~1· Lオプ ソ

一一一－ :; rt 1:1J5 I了!Ti門了日・110f_flfl!i]豆堅固
一一一一「一一一「 ｜ ← l －－ー ｜ ｜ ニン寸 合最ヲ免疫試猷ト 同時同列 ニ検

喰 I 6.0 I 2.0 I :L ：~ I 7.0 I 7.G I 5.6 I 9.:; 

菌 I s.o I 2.:: I 4.o I 9.o I io.6 I 7.6 I 12.3 賓シ タ ルニ第8表ニ一括示シタルガ如

子 i 14.川 4.:: I 1.:: I 16.0 1 is.2 I i:-i.:l I :iu; キ動揺ヲ示シタ リη

，オプソニ ハ " - .I •• J I I I 
＞係数｜ υリ5! O.tlij 1.151 1.45( 1.781 1.山 I i.o:l 

第8表免疫系兎ト I刑制リリ＝検査セ ラレタル蚤lfilf金！~彪置米兎／血中
Lオプ ソュン＂i,:.:（喰繭I子）ノ勤続（3政平均）

l吉｜ （震計品川護j級協） II （探索話：：.：！ぇ~~離政）
~~ー王｜包~止：~叫竺日－匝！I ；~亘5~ナ型~
喰 I7.0 I 3.3 I 4.0 I 3.6 I 4.:J I川！日。 I:1.:; ! 4.3 JI 2.G I 3.o I 5.o I 4.6 I 4.6 I ¥l.:l 
蘭 I 1.1: / 4.o / ri.:; / 4.:3 / 5.3 / 4.o / r..o i 4.o / 九日 ！！ っ（）！3.3 / 6.o I 5.n / 5.s / i2.o 

子 I1-l.li i 7,3 I !):; ! 7.9 I 9.6 I S.:2 i II・0I 7.:l I 9.9 II 5 .. 6 I 6.3 I 11・ol山 I9.!J I :!J.:: 

備考：茨，，’（）内ノ；；G'Jf，、免疫家兎＝開スルモノ zシテ，免疫家兎ト到す．七シメテ同時間列＝検査セ干レ
9 ル コト ヲ；さ1リバ。数字ハ免疫家兎ト ：.？－I Si: セル無庭 Ill世［＼•常米兎＝於ケル血＂＇＂＇ オプソ＝ン ＂ J 正常的
!WH削沌問ヲ爪スモノナリ。



所見概括及ピ考察

上言己しオプソエン寸

合長ノ推移ハ~； 2 闘

エ示サレタリ。

マタ車 Lコクチグ

ン「軟背動物ト葡萄

糖加Lコクチグン寸1肱

膏動物トノ局所l支府

ノ11無ニ闘スノレ既往

反肱ノ程度ヲi'l'>l・.rtセ

ルニ第9表ノ結果ヲ

得グリ。

弘重. i険；育免疫局Jifr皮府ノ全身性作用 1121 

第 2回同名病原菌（黄色稲荷紋球菌）血中侵入＝際シテ免疫前庭置局Jifr皮膚ヨリ血

rj1 ＝－供給セラレタルLオプソニン1盆ノ測定一食験結果／総括（第9表参照）

4.00 
＊ 
第黄二
回色ー
十司自主E
三萄古事
日株販
目球内
皮菌注
！背O入
切・
除。
依O
後O

過総J
’’
 後入注内脈静総

数

1
前

聞

日

後此日血中Lオフ・ソーン守値ノ、

殆ンド正常（LO）ニ復蹄セ

リ。

第9表 同名低往反感＝際シYr丸コタチゲン1軟脊動物ト稲荷現在加しコタチゲン寸軟膏動物ト＝於ケJレ

局所皮膚ヨリ血中へ供給セラレタルLオプソ＝ン可値ノ測定

ま3.SOJ

~3曲1
フ｜

ソ 2sot 

ン 2.001

しー ' 

: 1.so!I 

I l.UU 
3 5 7’ 10 14 21 28 42 

→免疫庭置後ノ絞過日数

J =5.0%萄葡糠加しコクチゲン寸軟膏貼用語長兎

If =fff_Lヨクチゲン1軟脊R占朋家兎

1=5.0.%市菊8主力OLコタチゲン1軟ff≪占用ノ皮

！宵切除家兎

IV＝車」ヨ タチゲン寸軟膏貼則皮膚切除家兎

V＝無前庭置家兎

前庭置＝使用
第 14日目

卒｜即日目制
第7~ r-11 既往反臆ー｜百 M所俊樹日

シタル兎疫元 ノ最大Lオ 最大Lオ テ克疫室長兎ノ産分血中へ供給セ
7• ツーン 1 均 皮膚ノ切除 ＊~ 7・ソ＝菌置7・生シ ?lFレLオ7・ 比 ラレシ Lオフ・

軟膏／種類
係数 既~係＝数＝射液註健常家 ソソ＝ン1 係敬 ソ＝ン寸故

単 Lコタチ 3.Q/IJ 免疫局所・7切除セ 往 278 家： l.3a I 
ゲン1 軟有 3.0!J ス・シテ他ヲ切除ス 反・兎」（100)

Riff. =-/ 係君主 69% 
同 J二 :l.1 '.!I l 

(100）先疫局所ノミヲ切 JH 1.87 ヨリ不ー 0.42 s1 I 
l!J<ス

喜 一 一テシ II

葡wa糠しコタ 3.691J 免疫局所ヲ切除セ 詮 無・？＇－： L!J4 
チゲン1 軟膏 3.72 ズシテ他 7切除ス 3.il!J 前3「レ四 (146) JOO 

量主ゴt五 61% 

向上 3.7/IJ (120）免疫局所ノミヲ切 2.:n 0.16 39 
除3ミ

1）線、テ 3頭平均値（第3表ー第6表参照）

発l 既往反膝用菌液＝同名黄色葡萄扶球菌（約0.00021沌）

叫注射日＝軟膏免疫後第43日目（此ノ時期＝ノ、血r(1Lオプソ＝ン1係数＝干1.0ニ復蹄セリ）

以上ノ所見ヨリ認識セラ Jレル事項ハモ欠ノ如シ。

1) 黄色葡萄i!k:F3.RfkWLコクチグン1ヲ・P.J＼’ii；ノ形ニ於テ皮府ノ一定面積（4.5糎Zf：方）＝，一定量

(2.0］｛）ヲ貼mスル｜仇 Lコクチゲン寸rf.1ニ5.0% ノ割合ニ葡萄糖ヲ混入シタリ シニ．血中＝産生

セラレシ品んLオプソニン1ハ葡萄糖混入賞！~キ揚合ヨリモ卒均 3.10 ・ 3.72=100: 120ノ比エ於テ

guチ20%ダケ精強セリ。而シテ葡萄糖ノ有無＝闘セズ，軟背貼月l後第1-1日間＝於テハ血中産生

Lオプソニン寸ハ全粧過ノ最大f[Iニ到達セリ。

以上ハ既＝拙著『葡萄糖加克疫元ニヨルま（i'.J主全身売疫ノ研究』＝於テ立詮セラレシトコロ

ナリ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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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Lオプゾーン「合量ハ漸~J-；減少シ・み’~42 日目ニハ葡萄糖合1f ノ場合モ，然ラザル揚合モ，

共ニ略々庖置前ノ値（1.0) ：＝.印刷セリ。

血 r［；ノ Lオプソエン寸！日：ガ 11：市ff{(：＝.低下セシ際（第43日目7 ニ黄色葡萄欣球菌ノ微量（約

0.00021詫）ヲ静脈内ニ注入シタ yレ＝下ノ所見ヲ得タリ。

21 各試獣共例外ナク菌注入後第3日目ニハ Lオプソニン1 量ハ菌注入直前ノ値ヨリ低下セ

リ（陰性反[!ff;，陰性別）。第5日目ニ至リテLオプゾエン「ハ各群共ー費ニ増強シ始メ，第7日目

ニハしオプソニン寸ー居顕著ニ上昇シ，各試獣何レモIi｝大ff11（ヲ示シタリ n 此ノ最大値ハ下 F如

シn 無断i底置動物1.45:'1)1.L コクチグン寸•lik·if貼月JI芝府切除動物1.87く5.0"2,(i¥j萄糖加 Lコクチゲ

ン「軟官貼用皮府切1；~；動物:2.21く単Lコクチヂン寸軟干f貼HJ動物2.78く5.0%葡萄糖加」コクチゲ

ン寸軟骨貼用動物3.39。

3) 此際前！主世局所！ι府ヲ切除セラレタリシ試獣ハ血rf;i宅生 Lオプソニン11宗教顕著＝小ニ

シテ車Lコク Fヂン寸試獣ニテハ1.33 0.42=100: 31ノ比ニ於テ， gpチ69～葡萄糖加 Lコクチ

グン寸試獣ニテハ1.94:0.76=100・39ノ比ニ於テ， gpチ61；.；小ナリキ。

gpチ之ニ基キテ既往反/flt.（菌鴨血中μ入）＝｜際シ， ！11'1所It円ヨリ血rf1へ供給セラレタルLオプ

ソ＝ン寸量ヲ算111セル ：＝.'iliiL コクチヂン「軟干f試獣ニテハ血r~r ニ i；下生セラレタル線量ノ時口…葡

萄糖加Lコクチゲン＇•li7\'if試獣ニテハ61%ニ相常セリ cme夫参mn。

4) J:J, kノ封上ヒニヨリテ売疫的前庭山ヲ1i毎サレタル後43日ヲ経過シ，ー・旦増強シタリシ血中

しオプソニン寸ガ，， ：＇，；；＼イII’〔ニ復師シタル時期ニ於テモ－ii\月有事ノ際， ＠nチ血rf~ ニ同名菌ガ侵入シタ

ルw；；~ ニ「局所r!01!1J ハ血『［ r動lkオプソニン寸ノ ()1ー｛ゅう； c過半）ヲ生産シ以テ血中へ jJI：給シタ yレ

モノナルコトヲ生｜｜ノ［＿，o*

此｜際jt¥j萄糖加」コクチグン「？｜けど印刷物ニテへ車Lコクチグン1軟仔動物ヨリモ血中産生Lオプ

ソエン「ノ絶封量1.33:15l4=100: 14iiノ比ニ於テ，マタ局所皮！丙ョリ供給セyレLオプソニン「量

モ皐Lコクチゲン「軟1｝動物事1{i\i萄糖力flL コクチゲン「 •F7;ff動物＝0.42: 0.76=100・180ノ比＝於

テ葡萄糖添加しコクチゲン 1ノ方ガ大ナリキ。

5) 以上ノ針比ーヨレパ葡萄糖加しコクチグン「軟＇ Hヲ！＇｝＿ テセル）11）所皮府売店ニアリテハ発

疫l亡ガ11!.h守ヲ透過シテ皮肉目、宇卜へ輸送セラ yレル~，；：モたナルノミナラズ，局所性ニモ亦タ組織争Ill

胞ヨリ陣取セラルル分：，：－ ＂－＝ナ IL モノニシテ，~；，＇； ！，，＇）全身苑位相度（血qi，七生抗開：，：）モたナyレノ

ミナラス，前川！之内－ョリ血r[rへ供給セラル IL~A鼎＼＇·~：：モ亦タ大トナ yレモノナルコトヲ J:il ’レ。

6) 然ルニuuu日監ニ際シテ局所皮肉ーョリ血中ニ供給七ラノLYレ抗開ノ比較慣＝於テへ車

長此際血’｛l動員抗拠ノ H古車，印チ39-31%ノ、女11何ナル組織ヨリ供給セラレシヤノ疑問＝逢着スペシ。恩

ブエコノ、局所皮Jr可ョリ血中＝主主入スル迄ノ淋巴道（淋巴問jl'/,f，淋巴管及ピ淋巴腺）中＝定者：スル抗原ヲ掘取シ

qt；レ庚義I険細胞ヨリ血＂＇へ供給セラレタノレ号ノナラン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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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コクチグン「軟仔動物ノ方ガ葡萄糖/JULコクチヂン寸軟干i；動物ヨリモ61%針69%ノ比＝於テ初

々大ナリキ。此ノ所見ニゴレパ葡萄精ヲ添加スル時ハ f泊所！以守備取ヨリモ皮府目、タト組織ニ椀

取セラ Fレル分量ガ比較的大，反盟三塁！：＿L三~_J_三三三寸断・i； ニテハ局所！主府内揖取量ノ方ガ比較

的大ナルモノト考察セラル（吸牧及ビ揃取抗原量ノ絶羽偵＝：￥： リテハ何レモ葡萄糖加抗原軟背

動物ノ方ガ否ラザル揚合ヨリモ大ナfレモノタルコトハ部ii道ノ：如シ）。

7) 之ヲ要スル ニ軟'ff克疫＝際シテハ抗原ガ局所皮府綱胞＝搬取セラルルノミヱ止マラズ，

ー部ハ皮府ヲ透過シテ深部ニ移行スルモノナレドモ，局所皮閥＝描取セラ Yレル分量ノ方ガ過去ド

＝遼シ，従テ｝｜拘子尭疫ニ依リテ設生スル全身性兎疫 （J(JU~＇抗臨）モ亦タ軟背中＝葡萄糖ノ添加

ア1レト否トニ拘ラズ局所皮肉ガ過半ヲ司ルモノナルコトヲ認ム。

8) 粧皮兎疫法ヲ以テ免疫元ヲシテ j支府ヲ介シテ杢身｜生＝吸牧セシムルコトヲ目的トス IL.

ヨト恰モ皮下乃至静脈内注射莞技法ト同格ナルガ如ク想像シ，電モ此際ニ於ケル局所皮膚ノ尭

疫製上ノ重要性ニ想到セザルガ如キハ大ナル謬ナリ。

主cl:: 吾.... 
不同 白岡

1) 健常成熟家兎ニ就キ！芝府ノ一定面積（4.5糎平方）ニ黄色葡萄欣球菌 Lコクチゲン寸 1.25姥

ヲ秋背トシテ貼附シタルエ第14日Fl＝於ケル血中最大Lオプソ＝ ン寸ハ平均下ノ値ヲ示シタリ。

阜」コクチグン＇•I次H······3.09Cl00 ） く葡萄糖加Lコクチゲン「•I次1'f3.72(120）。

印チ葡萄糖力flLコクチゲン寸ノ方ガ20%ノ増強ヲ示シタリ（第9表）。

2) 尭疫後43日ヲ経過シタル助1111」オプソニン寸ハ殆ンド全部正常値（1.0)＝復蹄シタリ。此

ノ日売疫前庭置局所皮肉ヲ切除シ，直後ニ黄色的拘欣球菌 0.00021姥ヲ静脈内へ注入シタルエ

7日目＝於ケル血中産生最大Lオプソニン寸係数（既往反肱ノ程度）ハ下ノ：虫flクナリタリ（第9表）。

l. 壊しコクチゲン1軟汗動物・司ー0.42（局所f芝府ヲ切除セザリシモノ＝1.33), !!!flチ局所皮

府ノ供給シタルLオプソエン「量＝69%

IL 葡萄糖力rJしコクチゲン「i肱’n動物・・・・・・0.76（局所）芝府ヲ切除セザリシモ .J=1.94），印チ

局所皮府ノ供給シタ yレLオプソニン寸量＝615'，~

3) 以上ノ所見＝様レパ軟官：免疫局所皮膚ハ時日ヲ経過シテ全身t'f:C血中）増強抗鴨疋常＝

重盤シタル後ト雄モ，一朝布事（繭ノ血中侵入）ニ際シ，血中三t'f11週開ヲ供給スル能力ヲ保持

と星と主三三yテ，血中動町並盤・!j'.i：ノ山一型竺；i塾生塾｝三、』，j所皮府ヨリ護生スルモノナ士三E

Z皇土2

4) 此際抗！Jt¥if主＂＇エ 5.0'?,;l：市j荷糖ヲ加ヘタル場合ハ否ラザル揚合ヨリモ血rj.t動ii抗関ノ綿

量ガ1お： 1.94=100:146ノ比＝テ大ナルノミナラズ，局所皮膚ヨリ血中へ供給セラルル抗憾

ノ結崎モ亦タ0.91:1.18=100: 129ノ比エ於テ大ナリキ。即チ飽堅生虫坦忽三空路

ノ局所皮府以外移行ニ向ツテモ， 局所性細胞ノ掃取量ニ向ツテモ｛］利 ニWillスルモノナリ。
~匂～角，、情F、A，、戸』A，、，、，、，..，－、プ～~－←~、ーマ】《ず、円円，，......，，～戸、円，、｛，、（，、A，、－、，~、（ー】－【~、ぜ、，、，、，、〔，~、， M、，、戸、~~ － ----rγ‘ー、 . γy、~、r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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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Fレニ局所・皮府ヨリ血中へ供給セラレタル抗開量ノ比~i交慣ハ箪 Lコクチゲン「軟1J J方

ガ fJjj荷糖加」コクチゲン「•l1l~f＼；ヨリモ61%: fi!Y＇，，ノノ比ニ於テ和々大ナリキ。此ノ所見ニヨレパ葡

硲糖ヲj足利スル時ハ抗）Jj＼ノ局所刊も昨取ヨリモ局所皮1月外揖取（｝，泊所iz1i守ヨリ血行へ進入スル迄

ノ淋巳也>j-1ノIf.正義ノ喰中Ill胞描取）ノ方ガ比較的－／.；＿ナルモノ＝ シテ，之 ＝反シ葡萄糖ノ混和無キ

時ハ抗原カj之！円以外へ移行ス Fレヨリモ局所性細胞ェ揖取セラルル分量ノ方ガ古'Ii者ニ於ケ yレヨ

リモ比較的ニ大ナルモ ノト考察セラル。 此故ニ主ト シテ局所皮h号制II胞ノ抗原撤取（Aufspeiche-

rung）ヲ期シ， 抗原ガ局所皮膚以外へ移行スル分量ヲ比較的＝小ナ ラシメン ト企ツル揚合ニハ

年ロ：fJii菊糖ヲ混和セザyレヲ可ト ス。 マタ局所皮膚細胞ノ嬬取ヨリモ局所皮膚以外ニ抗原ノ移

行スル分主！：ヲ比較的大ナラシメント企ツル場合ニハ葡萄糖ヲ混和スルヲ可トス。

6) 何レノ揚合ニテモ（葡萄糖ノ混fl.Iアリテモ無クテモ）軟骨免疫法＝依ル全身’性発疫ノ獲

得＝；：；；；リテハ！”1所皮肉ガ「血中全抗悌量ノ過半（61ー（）9？.ふ）ヲイJI＇、給スルモノナリ。

7) 免疫元軟管ヲ以テスル粧j文発疫ハ他~；；；；J之府ガ自ラ進ンデ免疫元ノ大半ヲ揖取 (Auf-

speichem）シテ以テ，局所皮府ヨリモヨリ主要ナル諸内臓ノ組織ヲ抗原ノ負荷ヨリ除外保護シ，

他商注射免疫ト同等以上ノ全身売疫ヲ達成、ン，更ニマタ局所皮府自身＝於テ強大ナル自働菟疫

ヲ長期間＝亙リ保i'J＇スルコトノ；事寅（第 9表，第 2[lt1il）ニ於テ共ノ特殊ノ免岐阜，上ノ真意義ヲ

れスルモノナリ。

第 2報軟膏兎疫後（4個月経過）同名既往反態ニ封スル

局所皮膚Lコカイン1庭理ノ影響

緒 可言－

"" 
J.!01守ノ任意ノ一同所ニヲ引先Jじ’｜りとifヲ貼11)シタル後， ソレニヨlキ績キテ一度高7 レル血中ノ

」オプソ＝ン寸ガ再ピ1E'i;¥f1{fェマヂ低戸1，・セシ際ニ．微量同名菌ガ血中ニ侵入スル時へ此等発疫

動物ハ再ビ血rjrニ健常動物ヨリモ迅速＝．且ツ多中＝しオプソニン「ヲ産生スルモ， Z象メ軟仔貼

用＝ヨリ市i!J;皇位セラレタリシ局所皮府ヲ切除シ置ク時ハ，切I＼余セザル揚合ニ比シLオプソニン「

ノj主生ハ61-69%ダケ1！、ナリキ（第1報）。

1~似lヲピ ＝於テハ．欣·n；免疫所I底置!R1所皮府ヲ切除スルコトノ代リ＝ Lコカイン寸秋口ヲ以テ虚

理スル時ハ如何ナル品·~リL ヲ ll年来スルカヲ同名凝集素ノ血中 I{・生ヲ指棋トナシテ寛験結果＝問

ハント欲ス。

1) 貫験動物

関tJ-!:2砥前後ノ位常白色雄家兎

2）発f.tic軟・-n:

賓駿材料

掃氏37° ノ卵7卵器ニテ24時普通寒天斜面ニ培養セシ腸ドチフス「菌＝テ，第1報所i[事ノ如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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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ニテ腸」チフス寸菌」コクチゲン寸デ調製シ．｝｜次行ト ｝，；~ シタリ。

3) 凝集反臨検査用腸Lチフス「ir,ii1((

腸」チフス「菌ヲ揖氏37°ニテ24時間普通：ぶ天斜面ニ培養シ，任意 庁1＼：ノ 0.85%食臨7K浮滋i夜

ヲ作リ，脱脂綿ノi寄居ヲ 1問題過セシメ，揖氏60°ニテ30分加熱セシ後，遠心沈澱シ. fl¥f笹ニ

0.859，；食臨7kヲ加へ，更ニ；主心沈澱セリ CiH間ノi5t樵）。斯ノ如クシテ 3岡正i酷ヲ洗糠セシ後，

3000同体エテ30分遠心シ. .r.~if.~教長沈澱3・｜ニテ 1 姥中 f合菌量カ‘ 1 度目保J0.0007耗） ナルカ汝fl

クニ0.5 5'~； ィ i決酸加0.85~；食臨水『：（：1 .＝.平等＝浮惜セシメタリ。

4) 腸」チフス寸菌液（同名既往反肱肘）

腸Lチフス「商ヲ擁氏37°, 24時間官通寒天斜面ニ土庁芸シ，第 1報所J院ノ：如キ方法ニテ調製セ

リ。合菌量ハ約0.00021括ナリ。

5) 2.0%」コカインプ軟官

躍酸」コカイン寸 2.0J.L.，蒸溜水 48.0詫， ifIT~lKL ラノリン寸 40.0瓦，「I色Lワゼリン「 10.0瓦。

以上ヲ充分＝混和シ軟官ト鴻セリ。

6) 可検血清

毎寅験直前ニ試獣ノ；司：翼静脈ヨリ血液2姥ヲ採取シ，室温ニ 1時開放置シ，遠心シテ血清ヲ

分離セリ。

賓験方法

軟背免疫白Ii血清ノ抗腸Lチフス1菌凝集前カ、80乃至100i[fナyレ家兎ヲ 1群 3頭宛トシ， A,B及

ビc.l 3群＝分チ，失ノ操作ヲ行ヒタリ。

A, B 2群ノ各家兎ノ右背部ヲ丁寧＝勢Eシ，此ノ労毛部ニ4.5糎平方ノ正方形ヲ共ノ：外廓ヲ

硝酸銀ヲt,)、テ記録シ，此ノ両積内＝腸Lチフス寸菌Lコクチゲン寸軟背 2.0瓦ヲ10分間指頭ヲ以テ

充分：＝.i全保セリ。塗擦部ハ同大同問ノ」セロ ファン＇－＝テ被覆 シ，幹創行ニテ周囲ノ皮膚商＝密

ニ同定シ，更エ繍帯ヲ施シタリ。 C 群ニハ何等ノ底置ヲ行ハズシテ劉・rn~ ト属セリ。

斯シテ軟膏除去後第3,5……・・ト日 ヲ逐ヒテ血中ノ凝集慣ヲ測定シ，第122日目ニ凝集憤ガ

底置前ノ値＝復師セシヲ確メ．更ニ下記ノ操作ヲ行ヒグリ。

A群＝ハ｝｜次行貼用皮府局所ニ，月1問－＝1.0糎庇ク（第1報：賓験第 1参！照）， 6.5糎平方ノ面積

内＝上記2.0%Lコカイン1軟官2.0ll.ヲ指頭ヲ口、テ充分ニ塗擦セリ。

B群＝アリテハ Lコカイン1 軟背貼用部ト針！！質性ナfレ反診l側ノ健常皮！内ヲ努毛シ，此ノ部＝

Lコカイン寸軟ffヲA群ト同面的ニ同一方法ニテ同一量常擦セリ n

it擦＝ハ高ii漣ノ如ク保護細，i持ヲ施セリ。告を擦後24時間目（印チ吊手Jjヨリ第123日目）ニ A,B 2 

群及ピ C 群ノ作家兎ノ耳翼静脈内へ腸」チフス寸菌液0.1括（~1開：約0.00021耗）ヲ注入セリ。 Lコ

カイン可｜知い、t全保後24時間H－＝更新，持続セリ。

注入後，第 3,5, 7, 10, 14, 21及ビ28日日ニ各家兎ノ血中ノ抗腸」チフス寸前凝集主 F憤ヲ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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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シ以テ同名既往反腔：牛ノ大小ヲ比較スル＝資セリ。

；凝集反感検査方法

可検血清ヲ新鮮ナル減菌0.85%食臨7kエテ倍数稀梓セシモノヲ各試験管＝0.5耗宛取リ，之ニ

jjij記腸Lチフス「菌液ヲ0.5詫加へ，充分ニ振麓セシ後，端氏37° ノ解卵器内 ＝18時間静置シ，更

＝安温.：＝ 3時間放置後，反［！日；ヲ検五年セれ反ff!Bノ拐、弱ハ］、；；L',ノ符蹴ヲ以テ記入セリ。）＇，；］・ J!ttト

シテ血清ノftリェO又50，；食t:,(Mzヲモ使用セリ 。

反舷ノ強弱ハ（掛），（件），（十）及ビ（ー）ノ符披ヲ ］.：），テ表ハシグリ。（柵）ト ハ民l.'iU註モ強度

ニ シテ基液ハ査ク活llJJ. 管底＝厚キ膜欣沈澱ヲ認メシ モノ． （件） ト ハ反艇中等度ニシテ~.~i夜ハ

多少j図濁セシモ，向ホ脱却）＼沈澱ヲ認メ得シモノ．（＋）トハ反肱剥クシテJ主的ノ湖濁ノ程度ハ掛

照ト殆ンド同 ジナリシモ，管底ニ袈欣沈澱ヲ認メシモノ，（一）ハ反阪ヲ全ク詮明シ得ザリシモ

Fニシテ，法1・mtト同程度ノj図濁ヲわ 、ン．管底ノ 中央ニ遊縁明瞭ナJレ闘形ノ沈澱ヲ認メタルモノ

ナリ 。猫ホ反臨ノイi無ヲ巌格ニ判定センガ嬬＝疑ハシキl；祭ニハ Lアヶツレチノス コーフ。寸ヲモ併

用シ，以テ午lj’よ P.IE時ヲ期シタリ。

賓験成績

賞験結果ハ第 1夫乃至第9去ニ示サレタリ。

第 I表 腸しチアス1蘭しコクチゲン，~i攻守rn占用家兎ノ血中産＇l:f1i] r.凝集素及ピ4ヶ月後ノ fn］名既往反感
（家兎番鋭191)

森稗震 I~n 戸ol so I叫州…of4oo I悦40l叫0011叫り00嗣均1400~6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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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血病 I+I十

勝脊｜；；日 I+I十
ー「『Z谷川 I I 

て芸｜ 5 Fl I叶 ｜叶

え後17日｜廿十 Im 
旨制 10日Itt十Im 
弓割 14日Itt十｜＋＋
=i HI  I I 

夕刻 28日｜＋＋｜ ＋＋

子守I50日！＋＋｜＋＋
シ凝Iso日I++I+ 

訟提1120日｜＋｜＋

1820 

1880 

1990 

一 ‘2070

' 2120 

- ' 2010 

- ' 2100 

122 fl M釣初反針側健常皮膚2.0ガしコカイ ン寸軟行貼川＇24時間後腸しチフ ス寸前（約o.00021i11D静脈内注入 I 

腸ノ
三経
’ ＇ • 
与過I7 

該110aI川州刑 ｜川怖｜柵 ｜情｜ 州 川桁｜叶川＋＋｜十＋叶一卜 11850
液ピI14日littlittl術｜情 Iitt I柵 littlittlittl朴｜朴 l＋｜＋｜＋｜＋トー｜ー ｜ー 11920
注凝｜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 I I I 特｜ ｜ ｜ ｜ ｜ ｜ 柵 ｜ 怖 ｜ 十汁 ｜ 対 ｜ 朴 ｜ 件 ｜ 朴 l+l+l+l+l-1 ー I 一 I 2000 
入国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ーー！ I I I 
後嗣 2sn I t↑十｜怖 Iitt I怖｜十什 ｜情｜＋＋｜＋＋｜＋＋｜＋＋｜十｜十｜十｜十 1-1- Iー｜ ー I rn:io 

＋＋ 十 十 十｜一 1-1- 1-1-1 1-

情怖情情情「 ｜〆＋＋ γ＋十十ドド
廿十竹十廿十廿十制廿十 itt 十tt 甘十叶廿t ++ ++ 

3
1JX

者

x 就任：反謄トノ、異名前ノ佼入＝似I ＇、l ス ノレ既:t-1:免疫抗搬（凝な来）ノ血rj•産’，，ノ Tj ~J'r =. i¥"Jシテ提言セラレタ
ノレモノ ナレドモ（Conradiu. Bieling, 1. c.), 1~似ヲピ＝アリテノ、同名蕗Iノ血『ME入 ＝－ ＇.ff ;t:. Pレ同名抗締産生反肱
ナノレカ

日？ー

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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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Lチ 7ス1菌Lコ夕チゲン1軟脊貼ma反兎ノ血中a:生同名J疑t長ヨ庭1史ピ 4ケ月f炎ノ I司名121:

（議《兎番銃185） 

一喜盤2一凶_:_c:,1~ι咽1割：空l割到空：［－！！空h一？！…司一~1820~4000t主1:1:I ：｜：｜：｜二l=l=l=l=Iゴ：1-=1 ＝~1：日：1~＝日

； 

1riI~1r1rr~r~~：同日

第2表

廿十 廿十 汁十 廿f ＋＋ ＋＋ ＋＋ ＋ ＋ 

廿十 廿十 廿十 十十 ＋＋ ＋＋ ＋ ＋ ＋ 

廿十 竹十 tt十 ＋＋ ＋＋ ＋ 十 ＋ ＋ 

腸Lチ 7 ス 1菌L コクチゲン寸軟~H白川延長兎ノ血中産生同名凝集素及ピ 4 ヶ月後ノ I司名既往反感

（家兎番銃188)

事務2I 20 j 40 j soド00ドBoj2件；州
血清＋＋＋＋｜－｜－｜－｜－ ｜－

2130 

2090 腸2膏除 3日＋＋＋十＋一 一 一 一 －

チ去 5日 ＋＋ ＋＋ ＋＋ ＋＋ 十 ＋ ＋ ＋ 2HJO 

一；後 7日情＋＋＋＋＋＋＋＋＋ ＋ ＋ ＋ 2240 
ノ

旨綾 10日怖情件付＋＋＋ ＋ ＋ 
十四一

2300 

「コ塑＂14「It十f 朴朴＋十件＋ 十 ＋ 十一 2150 

ク数 28日 ＋＋ ＋＋ ＋＋ ＋ ＋ 十 ＋ 2250 

チ及 50日 ＋＋ ++ ＋ 
＋ 間一

2:120 
ゲピ

ン凝 80日 ＋＋ 十 ＋ ＋ 一 2450 

軟」集慣120日 ＋＋ ＋ ＋ ＋ 一 一一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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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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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
経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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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及
ピ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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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腸
「
チ
7
ス
」
菌
液
注
入
後

腸しチフス寸l宥Lコクチゲン寸秋脊貼用家兎ノ血中産生同名J凝集素及ピ4ヶ月後局所皮膚ノ

Lコカイン寸軟脊貼用＝於ケル同名目！（；往反肱 （家兎番銃170)

森程度／ 20 f 4o f so f州州叫：：：.wf 4oo f 640 ! soo /1000 160012州m伽
前血清 ＋ ＋ +1-1-1-1-1-1-1一

1950 

腸＇脊 3日 ＋ ＋ ＋一一一一一一一 1700 

チ除 5日 廿十 廿十 ＋＋＋＋＋＋＋ ＋ ＋ ＋ 1830 
去 一7後 7日 廿十 廿十 ＋＋寸＋＋＋＋ 十 ＋ ＋ ＋ 1790 

3ζ ノ

」綾 IO日竹十廿t ++ ++ ＋＋＋＋＋ ＋ ＋ ＋ 1880 

翌週 14日＋＋＋＋＋＋＋＋ ＋＋＋  ＋ 1940 
コ日

閉；
タ数 28f[ ++ ++ + + ー 1900 

チ及 50日＋＋＋＋＋ 一 2000 
クP ピ

ン凝 80口＋＋＋＋＋ 2120 
」集

削＋＋＋下
． 

軟傾
2250 

第5表

122日目前島置局所皮膚2.0'.'/oL コカイン寸！依存貼用， 24時間後腸Lチ 7 ス寸蘭 cr.~0.00021絡）静脈内注入

勝コノ経過ノ ＋＋｜－｜｜－｜－｜ーl-l-l-l-1-1-1-1-1-1-2050 

5(::［ 怖 f十十 tlt t↑t ttt ++ ++ + + +l+I一一一一一一 2050 

7 日

一 一一件仲間

2100 
ス数
L菌－及 10日廿十 tlt 廿十↑十十廿f 情背骨刊十＋＋＋＋＋＋＋＋ ー 2030 

液ピ 14日廿十廿f 廿f 廿十 tlt ff十廿十廿十廿十廿十 件＋＋＋＋ ＋ ー 2120 

注J笈
21日 f什 廿f 廿十 tlt 廿十 廿十 ff十 ff十 件 ＋＋ ＋＋ ート ＋ ＋ 2010 

入集
後f貨 2sn 廿t ff十情廿十廿十廿十廿十＋＋＋＋＋＋＋十 ＋ ＋ ＋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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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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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概括及ビ考察

上記 ノ：賀験結果ヨリ平均凝集慣ノ推移ヲ求メタル＝第IOぷ及ピ第 1闘ヲf＇』タリ。

第10表 免疫前庭世局所皮府」コ カ イ ン 寸！依存貼汗J家兎ノ同名~往反舷（3頭卒均値）

ま ｜喧 ｜ 附除去後ノ絞過日数及ピ制限偵 ｜ 百 7二｜菌液注射後ノ絞過 ~I数及ピ平均凝集償
I …E ｜ニスー l

~三店主止生当竺｜竺｜竺J1;1 ~~語｜三~~0止2主出竺j 21!I竺
B群。；； I93 I 613f 746f o:d 56of 2sof 1s6f 吋 9~： I riγ脈 I126 I 26G6f 8ゆoolG933[ 45;i:;j :::::;::[ 3066 

ド I I I I I I I I ~I I ti，...，.内 ｜ A白川 ｜ ｜ ｜ ｜ ｜ 
At'f: ！）：・；I():; I 5601 7461 IJ3ill 6131 2801 lSGI .HOi 山 ｜腸X注｜ 引 ：] I ;oo: G 13:31 56001 38GGi訪日：；I:n:J:; 

いν I I I I I I I I I ｜「〉身ナ｜ ｜ ｜ ｜ ！ ｜ ｜ 
C 群• I !I::/ I I I I I I I I ｜チO I so I 1川 ；）（）00151;00ゾ州 ：！000117::::
Af.Yi＝腸Lチ7ス寸菌Lコクチゲン1軟脊24日寺間貼用家兎＝シテ1:!:!11 LI=-!l.0°九 コカイン寸軟脊ヲ同一局所＝

H占用セルモノ

R群＝！nJ上ノ場合しコカイン寸！依存ヲ前彪i詮周mト針秘性ノ健常局所皮肉「＝貼朋セルモノ

仁 il'i'＝無前庭i在家兎

多彩 1闘 免疫的＝前民主程セラレタル局FJi皮的 ＝－ 4ヶ月後ニしコカイン寸ヲlli'i川セル場合 ト否ラザノレ場合ト＝

於ケノレI司名既往反肱ノ比較＝局fi)j皮府 ヨリ血中へ供給セラ レダノレ凝集素ノ測定

(l't験結果総括第10表参照）

8000 

ゴ11111
-o 

5000 日一

一ー

喧日路一流刷。
血
『ノj.1 3000; チコ的V ,, 

7 脈

~疑IS 2000 I ト ご内

日 商注
Ii"( IOOO 

”’ 司、トーー－ー 約入， 

28 0 J 5; 10 14 28 50 80 1 ~0 J ,, 7 tn 14 21. 
→ L コクチゲン ·~J.:ff除去後ノ終過日数 →菌注入後ノ終過日数

I＝局所皮！内ノft;;リ＝封穏性ナル健常皮備1lif=. Lコカイン寸軟う＇］＇ 7貼附セ ラレタル家兎

:n ＝局所皮！荷＂＇－ L コカイン1軟脊ヲ n~；附セ ラレタ ル eぶ兎

Ja＝集荷盛主置当記兎

χQ:{f i. I.£ [I／＇. ＇ ニ r；：；~シテ L コカイン「 1'1' nl無キ前！告白川川皮肉ソレ自開ヨリ血~1~ へ供給セラレタ

ト

ー

JC, I貫主主ノ慣ヲ求メタ 1レニ第1]｝えノ成績ヲ得 タリ。

1
 

j
 

｛
 



弘重．軟脊免疫局Br皮！宵ノ全身性作用 1131 

第II表 i≪J名既往反感ニ際シテ前島置周［fr皮膚 ソレ自慢ヨリ血行中へ供給セラレタル凝集素／測定

試歎稀別

腸Lチ7ス守E臨しコタチゲン寸
軟有＝貼m家兎（B1f~） 

尚 一I・. (A群）

無前蕗世家兎 (C 'll't) 

前 lri！~I第判仰1 日日｜官三： i~~L孫自明l~r~：~I ~~~ 
｜特殊凝I＇＇＇日ノ｜＝切除セラ｜一関山｜射後 7£~制三セラ｜へ供給セ｜家主l:-"'

情 ｜集素 ｜凝築家｜レタル皮肉｜干om日ノ最大レタル凝｜ラレタルlますス
I __ L_」一一一｜二三身Jl'.tf~if!L盟L』基ιJ型L

I ?. 1免疫局所以外I~ 0 I 8000 I 2400 I 1867 I ns'."o州
｜ ｜ノ侃噌皮府 iユoI I ! I 

。；； I !1:::: I 9:J ｜克疫局所皮府！？ι I 61:1:; I 533後｜ 一 ！ － 
• I 回 一 一盲 目 回 田

町 ｜｜ー｜一 17耗 I5600 I 一｜一｜一

＊免疫局所皮膚へLコカイン1軟膏ヲ貼附シダルコト ニヨリテ常該局所皮f荷ノ凝集業産生及ピ分泌作用ト
モ何レモ完全＝脱罪事セルモノト俄定ス。

** L コカイン「軟脊＝依Pレ上記作用ノ廠~tガ不完全＝シテ免疫前局所皮膚ヨリモ多少ノ凝集菜ガ血＇＇＇＂＂＇供
給セラレ FJレモノト俵定スル時ノ、局所皮膚ヨリ供給セラノレル凝f.1%素ノ~，：：ノ、血中線、凝集素故ノ ／7.8 ;Jv以
上ト考察セラル。

上記ノ質験結果ヨリ認識セラルル事lJiハモ欠ノ女flシ。

1) 腸」チフス「菌Lコクチゲン寸秋刊 2.01［ヲ皮膚ニゃれ7fiを，一時上昇ーセシ血rl－＇ノ凝集恒ガ再

ピ正常値ニ低下復蹄セシ際＝同名前ノ微量（0.00021詫）ヲ静脈内へ注入セル＝，注入後第3日目

ニ於テハ無部i底置群ノ~均擬集憤ハ五常ffif.ョリモ幾分低下（93:11480）セシエモ拘ラズ免疫的底

置ヲ行ハレタリシ家兎CB群）ニテハ 93:120ノJ:I::ニ於テ幾分上昇セリ 。此際局所皮肉・ニ：コカ

イン·~！］＼ff ヲ貼用セシモノ（A 群）ノ議集倒ハJE常航（93）ト同一ナリキ。

2) 第5日目ヨリハ各群共擬集航ハー賛ニ上昇シ~fi メタリ。印チ」コカイン寸1l!kf'i；ヲ 141i底i世防

所j之府ト無闘係ナル健常皮府ニ貼fljセラレタリシ Bi作家兎ハ 2666倍，之ヲHiil昌也同所皮肉f1(1j 

z貼｝｜］セラレタリシ Ai作家兎ハ1660俗，無断i底世家兎ハ1200倍ナリキ。

3) 第7日間エハ接集主ノ1産生ハ克ニ上昇シテ昆大前トナリ下ノ！順位ヲヵ：セリ。

B群家兎＝8000（増強ff'LIWチ既往反！匹償＝2400)

A群家兎＝6133（増強慣，白日チ既往反l医師＝533)

無底世家兎＝5600

4) 印チ」コカイン寸軟背ヲ免疫所i底置局所皮府ト無関係ナルJ)Z／円前i＝貼mシタリシ B群ニ

テハ2400ノ凝集憤ガ血中ニ増強セラレタ yレ＝針シ，同一軟背ヲ免疫所i底世局所皮膚l副＝貼用セ

ラレタリシ A群エテハ僅カニ533ノi鼠集慣ガ血中＝一増強セラレタルニ過ギズ。

5）此ノ故＝.Lコカイン寸ii次＇Ti；ノ作則一ヨリテ），.）所Jt/i守ノ制ll胞機能カ‘完全＝肺痔セラレタリ

シモノト慣定スル時ハ2400ノi採集憤rj• 2400-533= 1867ダケハ発疫的高1lj応置ヲ加ヘラレタリシ

局所皮Ii可l’1身ヨリ血中へ供給セラレタノレモノト考ヘザノレベカラズ。 此ノfn自ハ血中増強猿集憤

帥チ既往反肱『｛ノ2400: 1866=100・78，印チ78.8？，；ニ相日ス（第llR）.。

6) 此際モシモLコカイン「•I財’"f ＝依Fレモ局所皮膚細胞ノ；機能ガ全部完全＝脈／（揮，除外セラレ

ザリシモノト仮定スル時ハ克疫的古ii底置局所Jl,z.11守ヨリ血中へ供給セラルベキ説集主ノ｛賀ハ血

中ニ増強セラルル読集慣 ）78.89；；以上ナリト推定セラルベ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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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印チ発疫的自Ii庭電壬_fl':i月ノ粧過ェ於テモ局所皮肉fハ一朝有事ノ｜際（血中へ同名菌ノ侵入

シタル場合），優＝78.SC&l:J.ヒノ凝集素ヲ血中へ供給シ得Fレ潜勢力en働免疫）ヲ保持シ居Fレモ

ノト考ヘザルベカラズ。

8) しオプソ＝ ン寸ノ指収 ニ テハ上記ノif¥努力印チ既往以I.I~＇； ハGl-69%ヲ以テ示サ レタリ（第

H:fi参mo シカ＼擬集反J.lf~； ノ指楳＝テハ78.8%（或ハソレ以上）ト考フベク，何レ ニスルモ血中産

生抗出ノ過半ハ免疫前白山j局所皮肉ソレドl開ヨリイJI_：給セラルルモノタルコトヲ認ムベシ。

9) 兎＝fr1 以一1-.f資！験結果＝憐リテ所謂粧皮全身免疫ナノレモノハ発技元カ、政府ヲ媒介シテ

全身性エ（淋巴ヨリ血行へ）吸牧セラレ以テ全身免疫ヲ殻生スルニ至ルガ如キ次第ノモノ＝非

ズシテ免疫的＝ 1:1li庭山ヲ交ヶタ yレ局所皮膚自身ガ全身売疫Z芝生＝岱lシテ過半以上（70-80%)

ノ重要ナル闘係ヲイjスルモノナルコトヲ認ムベシ。

結 論

1) 腸Lチフス寸菌Lコクチゲン寸 （合菌量約0.0021詫ノr'.f01波 ヨリ調製セラレタルL J クチゲン「

Jl.25昆）ヲ軟’ii；ト鴻シテ健常成熟家兎ノ皮膚（4.5糎平方）へ10分間指頭ヲ以テ設擦シ，残部ヲ

24時間貼附シタル後，血中産生最大凝集憤ヲ測定シタルニ10日目＝シテ933ナリシモ120日目エ

ハ発疫前ノff1l93＝彼師シタリ 。的テ121日目＝ 2%Lコカイ ン「秋口ヲ Aハ局所皮肉’以外ノ健常

部ハ免疫局所JJO内商（全部）＝貼降lシ＇ 24時間後卸チ122i=l 1=1 ：＝.血中ニa易Lチフス「Q¥j0.00021昆 ヲ

it射シ同名抵抗反臨ヲ検斉シタルエ第7何回血~rJ lf~大産生凝集紫ヲ f'J タリ。共ノ慣ハ下ノ如シ。

A If下ー月000, 13 J~＇（：－－. .. ・G133, C群（無1:1¥i庇置）…・・・5690。

2) 即チ既往反臨ノ強サハ A群…一・2400,B群......533トナリタリ。此ノ結果ニヨレバ経皮

J~吃 ＝紋護スル血1:1:1 産生凝集慣（933）ヨリモ 4 筒月後ニ於ケル既往反肱ノ方ガ顕著ニ大（2400)

ナリ n 卸チ全身売疫J((~t写程度ノ判定ハ同名既往反肱ノ強サ＝準協スベキモノナルコトヲ認ム。

3) 粧皮免疫後4f;:;j月ヲ経過シタル後ト雌モ，既往反＠＼ニヨリテ血中ニ情強シ米Jレ同名説集

素（2400）ノ78.8% Cti'~ll表参JW以上ハ免疫局所皮府ヨリ供給セラルルモノタルコトヲ認ム。

4) 所謂粧皮免疫ナルモノハ皮／1守ニ外川セラレタル免校元ガ皮府ヲ透過シテ全身1'10休巴ヨ

リ血中へ）ニ吸牧セラルyレガ嬬ニ全身性免疫ヲ護生スト'J:・フベキ次第ノモノ＝非ズシテ，！泊所

皮肉ヲ構成スル一種ノ細胞（民義喰制11胞）ガ共ノ健全ナル機能エヨリテ免疫J乙ヲ！＇1{1動的ニ円米

原形町内へ抽取シ，ご大デ局所性ニ I’］｛！動克疫ヲ獲得スルコトガ本態的ナルモノ＝シテ，全身性発

出j(Qf与（血q:t抗!1Wノ；町村[ill）ハ）i.'if＼河北府ノ H・Y,スル所ニシテ，此l僚抗l'lfiハ主トシテ局所j支府ヨリ

血rr.’へ供給セラルルモノナリ。

5) 以ヒノ [')j•兄ハ特殊 Lオプソ＝ ン寸ノ i;t~生ヲ指椋トシ克疫的高Ii底置局所l幻I守ニ Lコカイン寸

ヲfrf'rjセシムルコトノ代リニ之ヲ全部切除シタル場合ノ寅験結果（第 1報）ト会ク一致スルモ

ノナ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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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鰹分泌ノ立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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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ノ；第1報エ於テ克疫的ニ底世セラレタ yレ局所皮！舟ノ；有スル一種ノ細胞（詳シク・；＼宇ヘパ

烏潟教授ノ！克義喰細胞）ハ免疫近ヲ描取シ，次デ克疫物質ヲ車Ill胞内ニ於テ産生シ，且ツ細胞外

へ分泌スル本然ノ作用アルモノニシテ，此ノ分泌セラレタル抗悌ハ淋巴ヨリ血中へ移行シ．且

ツ血中ニ集ri~ シ以テ全身目：町家性他動兎技（血清免疫）ガ達成セラルルモノナルコト（烏潟教授，
ノ免疫皐説）ヲ述ベタリ。

本報告＝於テハ売疫的ニ古Ii鹿置セラレグル家兎ノ昂所皮府ヲ他ノ健常ナyレ家兎ノ腹腔内へ

帰入シ，県シテ抗慌ガ腹腔内ヨリ血中へ移行スルカヲ検シ，前記ノ見1o/foノ話・否ヲ吟味スル所ア

ラントス。

1) 賓験動物

鴨m:2 lff:前後ノ健常白色雄家兎

2) 売疫元月次官

腸」チフス寸菌Lコクチゲン＇•！次？

:1 主3) 凝集反肱検3費用腸Lチブス寸ltii

主4) 腸」チフス寸r.n討

費験材料

以上ハ締テ第2報所載ノモノヲ使用セリ。

5) 可検血清

f手賞験直前jz家兎ノヰ翼静脈ヨリ血液約2.0詫ヲ採取シ，宝温 ＝＝－ l次世スルコト1時間ニテ遠心

シ，血清ヲ分離セリ。

6) 車軟・ff

0.5.%石炭酸加0.85%食盤7k50.0詫，無水」ラノリン＇ 25.0瓦， n色Lワゼリン寸 5.0瓦。

以上ヲ充分担和シ軟ffト鵠セリ。

責験方法

底世 f11i血清ノ抗腸Lチフス「的i銃集N1 ガ80乃至10011干ナ l~ 家兎 3 m1ヲ濯探シ？各家兎ノr'f部ヲ

雨側共＝可及的奴ク勇！毛シ，附側野毛部ニ4.5糎平方ノ庇方形式外廓ヲ附般銀ヲ以テ記録セ

リ。此ノ正方形I王J＝＝－右側ニハ些些白三ム左側エハ腸Lチフス「前しコクチゲン「軟背ヲ谷々 2.0瓦

宛（基液1.0詫中ニ0.0021詫ノ菌惜ヲ合ムI判決ヨリ調製セラレタル」コクチゲン「ノ1.25詫ア含ム）

10ゆ間指頭ヲ以テ充分 ：：. i合擦シ，塗擦後，第 1 報 ＝＝－~ベタ 1レ如クLセロファン「ニテ被ヒ，樹帯
ヲ拘シタリ。 24時間後＝繍帯ヲ除去シ，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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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ノ；如ク庭世サレタ Jf_,交兎ノ.lfu.中凝集慣ヲ日ヲ逐ヒテ測定シ，説集憤カe略々正常値ニ復師低

下シタル:ti'H:Zl[l目ー， j年末氾ノ耳翼｜制限＂＇］ニ腸 Lチフス「rY.iiイミ0.1括（産fffi'.：トシテハ000021詫）

宛ヲji：入シ唱出入後 6時間ヲ杭テ，吏＝三五；ノ如キ保f't'ヲ行ヒタリ内

日[J チ •I’k’ii：貼Ji］部ヲリリEシ，しベンチン寸及ピ例精ニテ p~！ ニ清拭シ，間＝硝酸銀ニテ 1il~J主セシ

.+.5糎£j¥.)jノJ!U1守ヲカI出j(l''J＝＝－ 切除七リ n LJJll:i; J 之！内句．片 P 、 ii或菌 ο凡乃ペノf占 I~停 ！）＼ ＝＝－ テ阿｝昔セル血i夜ヲ丁

午＝洗ヒ？存シ， 7手！メ1w1m1セシ 6iiJ1ノfit’；

抗腸Lチブス寸J主i凝集的ノ、イ1IJレモ100ナyレモノヲ、選ピ夕リ。

1:111,n~Jl(/1守n－ノ ll笈院内押入ニ向ツテハ次兎ノ腹壁ヲ勇毛シ， 111'1下ニ於テ約1糎ノ長サノ 11-: ，，可決

切開エヨリテ開腹シ，切除！よE間片ヲ胞目室内へ押入シ， IJ亙腔ヲ縫合閉鎖セリ。此際注意スベキハ

皮府片ニ附荒ーセル血液ヲ卜分ニ沈ヒ，存シ世クベキコトナリ。然ラザレパr&W不定，不正確トナ

yレFζ シ。

皮肉片ヲ腹腔内へ押入シタル後42時Ill! 目（同名菌詑入後~~3H 日）， 90時rm日（抗［）fJll), 138 

時間II＜出Hl目）及ビ引0時［jJJ日（第10日日）＝作家兎ノ血液ヲ採取シ，血清『［rノ説集素－M：ヲ測

定セリ。 i妓集／II恒松1~ ハ弘（~ :H~民川i［売ノ ML ニ従ヒテnハレタリ。

~non 日血液採取直後開腹シテ！日引＼＇ヲ取リ IH シ，組織率的検査ヲ 1I ヒタリ。

賓 験 成 績

j：~~ft ノホ；＇；日υ、a'O ｝.（ヨリ第 9｝＜マデュ示サレタリ。

第 伊j

第 I表 腸しチ 7 ス 1菌ι コクチゲン1次予｝24時間貼川後 1(11iJ•p世＇f:;t［集問ノ推移（家兎番披10::)

血 病稀糠度 （コoI 40 ；制 I100 I lGil I :!00 1 ：：叩 J 400 / 640 I soo 11000 

j'(rj 血 活 ＋ ＋ + I -i - Iート」－ I －ト

十＋ ＋＋ ++ +t,+tl 十 I I.+ I I -
＋＋ ＋＋ 十十 i 十｜十｜川＋ r-=「－

＋｜十｜十｜十 I-I一｜ー｜－軟作除去後ノ 2月Fl ＋＋ ＋＋ 終泡 Fl 数
＋ ｜ 十 十一ー I- I - Iー｜

＋「·~1-1-1 －卜｜－
.Jllff 十十 ＋ 

l:!llff 十 ＋ 

第 2表 がd筒JJwI ＝＝－ 腸Lチフス寸直言しコタチゲン寸軟イi・7以テ前島i在ヲ受ケタリシ家兎（Ni.HJ::)ノ

局所皮fl可ヲn!U佐内ニ合if；入シダル’ポ兎ノ血中凝集偵ノ推移（家兎者干減84)

血的稀 rr度 I :!O I .j() I 811 I JOO I 1川 200 1：山｜仰 I640 i soo I拐
前血；，1, I ++ I + I + I + Iー ｜ー！ - I - I - I - I 2100 

( 4：！（約：！ if) I ++ I + I + I + Iー｜ ー｜ー I- I - Iー I2000 
皮同月腹除｜ I I I I~ !--i ~I I I 
的入ヨリ総 IDO（約4日） l++l++l++l++l+I+ +I ー ｜ 一 I - I rn50 
迦シダ川I¥l 1：川約6ff) ｜朴！＋＋｜ ＋ ｜ ＋ ｜ 十 ｜ ＋ 「 で 「 - I -I -[ rnso 
間（時） I I I I I I 』ー」 I I I 

Ul刊（判明｜＋十｜＋｜＋｜十 I+ I一 一｜ー｜ー｜ー I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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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4筒月前＝準秋脊ヲ以テ前彪i在7受ケタリシ家兎（Nr.103）ノ局所皮膚7腹腔内＝挿入第5表

セラレタル家兎ノ血rJ>;J;fU：ξ的ノ推移（家兎番披88)

司事；重800 I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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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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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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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日

日

日

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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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n
v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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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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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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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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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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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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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9

“
 

血

fli－
－

＼

除
制
批
時

腹
リ
ル

ザ

ヨ

タ

リ

内
入
シ
例

皮
扮
泡
間

稀主音血

例2 第

腸しチケス寸菌Lコクチゲン ，！除脊24時間貼1日後血IJ>,E量生凝集f¥¥lノ推移（家兎番披105)

A
V
 

A
U
 

n
H
V
 

唱

inu 
n
U
 

Q
O
 

十

＋＋ 

十

十

十

十

80 

＋ 

＋＋ 

＋＋ 

＋ 

＋ 

＋ 

げ り竺 ＿J21日竺｜

第 4表

血前

車！q4筒月前＝腸Lチフス寸菌しコクチゲン寸軟・Jf7以テ前虚置ヲ受ケタリシ家兎（Nr.105）ノ第5表

局所皮「荷ヲ版院内＝挿入セラレタル家兎ノ血rJ＂•夜集 f'I＇（／推移（家兎番放89)

稀

血清

( 42（約211)
皮府月－腹陸｜
締入ヨリ経 IDoc約4JcJ) 
逝シタル時］138（約611)
間（時） I 

¥210（約!)fl)

度軍事血

前

約4fi¥Y月前＝.Jf1.軟存ヲ以テ育IJ~Ji:l?'C ヲ受ケタリシ家兎（Nr. JO.））ノ局所皮肉ヲ腹院内＝折入第6表

｜州市80υ ｜ 
I ¥Jr.) 

I 2120 

i rn:w 
' 177り

I 1840 

I 1800 

A
H

一

辺
↑

側
一
一

団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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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υ

一
一川一一二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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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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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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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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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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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一

一

十

十

十

十

十

ω
＋

十

十

十

十

セラレ l,lJレ家兎ノ血＂ i;J話集fi'lノ推移（家兎番銃77)

20 

品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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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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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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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

4

4
告

ρ
o
n
w
u

約

約

約

約

（

（

（

（

 

リ
d
h
u
o
o
A
V

4
A
Q
u
q
υ

’L
 

1

2

 

血
（
lil－－、

〈
「
〈
二

JV’

防
酌
め
が
削
品
川
一

腹
リ
ル

仏同
l

ヨ
タ
ベ
け

胸
入
シ
川
刊

皮
掃
過
問

車事稀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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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例

第 7表 腸しチフス寸菌Lコクチゲン寸軟脊24日寺問貼別後血中産生凝集計1ノ推移（家兎番放111)

血 清稀緯度 I 20 I 40 I 

首iJ 血 f占 ＋ 十 ＋ 

{ 1：日日 恨制十

廿十 廿十 ＋＋ ＋＋ ＋＋ ＋＋ 

＋＋ 十十 十＋ ＋＋ 十 ＋ 

軟＇i'f.除去後ノ 28日 ＋＋ ＋＋ ＋＋ ＋＋ ＋ 十

501'1 ++ 十＋ 十 ＋ ＋ 十 ＋ 

1:!11日＋＋ ＋ ＋ ＋ 

第 8表 約 4筒月前＝腸しチ 7 ス寸菌L コクチゲン寸軟~1：ヲ以子前庭i詑ヲ受ケタリシ＇＊兎（Nr. 111）ソ

局所皮府ヲ腹膝内＝掃入セラレ 17Pレ家兎ノ血r(1凝集f貨ノ推移（家兎番放84)

血清稀懇度 40 / so I 100 I 160 I 200 I ；；~o I 400 / 640 / soo I常
前 血 済 十 ＋ ＋ 

+ ~ -1-1 2070 

皮膚片肱謄＇.： 42（約針。
＋＋ ＋ 十 ＋ 一 一一 1890 

挿入ヨリ絞 90（約4日） ＋＋ 十＋ ＋＋ 1760 

過シタル時 38（約6日） ＋十 ＋ 十 1720 

間（時） 10（約9日） 十一｜－｜－
＋ 十 ＋ + 1－－＝「－ 1730 

第9表約4例月前＂＇＇！（ l.軟＇i'fヲ以テ前庭位ヲ受ケタリシ家兎（Nr.111）ノ局所皮府ヲ腹腔内＝

挿入セラレダル家兎ノ血中凝集慣ノ推移（家兎番披72)

血的稀稗度 I 20 I 40 I so I 100 I 160 I 200 I 320 I 400 I 640 I soo I髄｜｜｜（瓦）

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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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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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十

＋

＋

2000 

1800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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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血 前｜＋！＋｜＋｜十

所見概括及ビ考察

貫験成績ハ第IO去及ビ第 IIi＜，（／＝＝－概ttセラレタリ。

第10表 腸しチフス寸菌しコタチゲン可依存乃至Wl軟rf24日~＇間貼用後 4 筒月 7経過セル家兎ノ局所皮h可ヲ

腹腔内へ挿入セラレタル世fr'IU・米兎ノ血’11；疑集倒＝兎疫局所皮J荷ノ特殊凝集素分泌能力（3頭平均）

I i …内…過セ即
民主世前血清 ' ' ' 

·l~時間約2日 I !JO時間約4日1138時間約6111210時間約9日

腸Lチフス寸商Lコクチゲン寸秋山口｝ I 100 I l:m I 320 I 186 I 1:!11 

車軟ず） I 100 I 100 I 120 I 100 I 100 

1) 皮府切除6時間前＝於テ腸しチ 7ス寸菌約0.0002JJiljヲヰ静脈内へ注射セリ。

2) 同一試獣ノ左側背部＝貼附ス。

3) 同一試歌ノ右仰l背部＝貼附スq

局所皮j門前E位置IH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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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岡 約4ヶ月前二軟；ff免疫ヲ受ケタリシ局所

皮！宵ノ特殊凝集素分泌能力（第10表 ＝－11・υレ）

流 300

血

／ 

凝
集 100

｛質

腹腔内へ掃入セラレタル皮府片ノ第10 日 f~l .:. 

於ケル組織取上ノ所見ハ何レモ例外ナク高度ノ

鑓性壊死ナリ（jlfj-j，市l参mo。

以上ノ事貫ヨリ認識セラルル事項ハ次 F女「lシ。

1) 腸Lチフス寸前しコクチゲン寸軟官ヲ24時間

皮膚ノ一局所（4.5糎平方）ニ貼附シタル後約4箇

月 021日目）ヲ経過シ，血中ニハ何等ノ抗鴨靖
io (T）ー
210(Std) 強無キ時期ニ於ァ，静脈内へ同名菌約0.00021詫

5 7 

42 90 138 

→腸ιチ7ス1菌液注入日司リ数へ担ノレ日数
(T），或ハ皮膚片ヲ腹院内へ挿入シテヨリ
数へ FPレ時間（std)

I＝約4ヶ月前＝.Lコクチゲン lij1次脊ヲR占IHセラ
レ?I＂シ家兎ノ局所皮 I荷月・ 7腹腔内へ締入

ヲ注射A シ， 6時間ヲ粧タル後ニ於テ，局所皮膚ヲ

切除シ. lliチニ健常袋兎ノ腹腔内へ挿入シタル

ニ約 4Lt （詳シク云ヘバ90時間）後ェ血中産生最

セラレ ?IJレ家兎 大同名凝集素ヲ示シ．増強程度ハ100:320=3.2 
I＝約4ヶ月前＝翠軟干］＇ヲ貼用セラ

トナリタリ（第10表及ピ第1闘）。
一家兎ノ皮膚片ヲ腹腔へ挿入セラレタル家
兎 2) 此際しコクチダン1軟骨fノ代リェ繭他同一

僚件ノ下＝於テ車軟膏ヲ貼附セラレタリシ同一試獣ノ皮膚ヲ腹腔中へ挿入セラレタリシ他ノ

健常家兎＝アリテハ一般ニ援集素ノ血中新生ヲ立誰シ得ズ， 90時間後＝於テノミ多少増強シ，

其ノ増強程度ハ 100:120=1.2ヲ示シタリ（第10表及第 1岡）。

3) 邸チ売疫的自Ii底置ヲ加ヘラレタリシ川所皮膚ハ121日（約4個月）ノj経過後ニ於テモ生活

機能ノ維持＝不通首ナル環境（他ノ試献ノ腹腔中）＝置カレタルニモ拘ラズ (1）特殊抗措（本研

究＝テハ同名疏集素）ヲ細胞（元形民）内ニ生i予シ，且ツ（2）細胞外（細胞間隙印チ淋巴液内）へ

此ノ抗措ヲ分泌スルノ；機能ヲ有スルモノタルコトヲ首肯シ得ベシ。

4) f:i1l記ノ作用ハ烏潟教授ノ皐詑ニ従ヘパ皮府ニ定在スル成義喰細胞（Histiozytenハ共ノ一

種）ノ司ル所ニシテ腹腔内ニ於テ次第＝礎性シ壊ITf..＝－陥リツツアル＝モ拘ラズ猶ホ且ツ分量上

(quantitativ) ＝－ ハ不充分ナガラモ性質上（qualitativ）ニハ完全ニ護現セラレタルモノェシテ，自p

チ凝集素ハ此等細胞ヨリ最初腹腔中（淋巴中）へ分泌版散セラレ，次ヂ血中＝移行シ，最後ニ血

中ェ集11.1シタルモ Jト考察セラル。米シモ同所皮！苦片ノ細胞ガ胆腔中＝於テ密性壊死＝陥Fレ

コト無クシテ完全ナル生理的機能ヲ殻師シ符タランエハ．血中ニ護現シ来ル特殊凝集素ノ慣

ハ100:320以上更ニ一層大ナルモノナリシナ ラン。

5) 以上ノ寅験結果ニヨリテ一旦局所尭疫ヲ受ケグル！111A斤皮府ノ制II胞（主トシテ定住性 11黄

義喰細胞）ガ4箇月ヲ経過シタル後ェアリテモ猶ホEツ特殊抗悌ヲ細胞内＝産生シ (1），且ツ細

胞外へ分協スル（2）作用ヲ保持スルモノタルコトヲ認メ得ベキナリ。

此際此ノ；如キ作用ガ禿疫的商I庵置後日ミシテ幾何ノ時日ダケ持続スルモノナルカCt失言スレ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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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疫ノ持続明fU］），或ハ同名既往反！if[月1菌樫ヲ血中へ輸送スル直1i1iiニアリテハ果シテ局所皮府

細胞ハ特殊抗措ヲ現ニ保イIシ居ラズシテ，同名乃古典名菌ノ血中位人ヲj.＼＇ツテ後初メテ迅速ニ

車ll!H包＝於テ一生i主セラルルモノナリヤ斤ヤ（革島史良氏論文参mo，或パ若シ然リトスレバ此ノ産

'j:_r，日正住反肱）ニ嬰スル最初1時間ハ何程ナリヤ等ノ寅際J：ノ有意義ニシテ理論上興味アル諸問

題ハ更ニ貫験的ニ漸次解明セラルベキナリ。

結 論

1) 腸Lチフス寸前」コクチグン寸秋干f皮府貼fjjニ引制キテ一時上昇・セシ血中ノ蹴集前ガ正常

1uiニ低下セシ際（約 4f/j月後）ニ，腸Lチフス「菌臨1約0.00021詫ヲ血中ヘ註入シ. 6時間後ニ軟骨

貼月J皮肉ヲ切除シ，之ヲ同種異慌動物ノ腹腔内へ押入シタル＝，約4日（90時間）後ニ於テ血中

ニ品た l•f；生特殊凝集ぷ（精力fl程度＝ 100 320）ヲ作グリ。

'.Z) 之ニ~＼］－シ無 Lコクチゲン寸 1判次’i・；；ヲ貼mセラレタル同一試獣ノ皮府ヲ腹腔内へ押入セラ

レタル他ノ次兎ニアリテハ血中＝一般特殊抗出ノ：増強ヲ立誰スyレコト能ハズ， 90時間後ニ於テ

ノミ僅カェ明加程度100:120ヲボシタリ。

3) 売疫的白~j庭世ヲ’乏ケタリシ！之内ノミハ約－1 f/ij月＝於テモ，猶ホ且ツ特殊抗M'lC本研究＝

テハ凝集素）ア制l胞 1~1 ニ生！主シ．且ツ制11胞外へ分拙スル本然ノ：生:fl！［機能ヲ保持シ居ルモノナル

コトガ本貫験＝ヨリテ直接ニ友誰セラレタリ。

J) l：記ノ機能ハ皮府細胞ノ位全ナル生前力ノーツノd雪崩ニ他ナラザルモノニシテ，康義喰

細胞ノ可ル所ナリ。従テLエピテル「）骨ニ誰lりjセラレズシテ尻皮府ニ於テ，・，：流セラレタリ（春野

静郎氏論文）。

5) ~~ 1報Jう寸ミみ

5広）ノ、免：！支，：，；jy,主山！』，＇iJiJjJ之Ii守ヨリ jJI、車（：ピラル Jf.,モノナリトノ結論．ニ江屯シ夕ルカ‘イi報告 J貫験結1↓ ~ 

ノ、！ι月可ヨリノ抗開分泌j'J:川ヲ直接ニf所：読セルモノナリ。

附園説明

第 1闘 しコクチゲン 1秋’（i'Ji/Jf包i在皮府Jl"（~Z兎第103披） 7世i：常家兎（第84披）ノ腹腔内＝10日間挿入セラレタ

リシモノ（第2表参照）。

表度殆シド全部華＇I脱シ E主ピノ、zドパ接死＝陥リ，不明瞭トナレリ。核染色殆ンド，w.メラレズ。民皮

司リ皮下組織二五：リテ組織ノ橋治モ不明瞭トナレリ。

号f』2岡 j'fl_ij吹干f前鬼li'U!li11i'll一（’ぷ兎i'(¥111：：枕）ヲ健常家兎（第88披）ノ腹際内ニ101l問鮪入セラレタリシモノ（第

3表参J!(O。
表度苑シド華Jj離セリ 0 14皮府ノ H'n'1i: ノ、比較的保存サレタノレモ3 皮下組織ノ、殆ンド1rr~構造，染色繰メ

テ不良。

先日闘 L コクチゲン寸軟仔前史、置皮！内J;（家兎f;fn055J，~）ヲ世Jr常家兎（第開放）ノ腹際内＝ 10FI 問調｝入セラレタ

Pシモノ（第5表参照）。

表皮殆シド華Jj離セリ。一般ニ訪日色不.rと＝シテ，民皮，皮下組織ノ1等法モ栂メテ不明l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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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圃 第 6 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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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事4回 五1軟脊前民主位皮膚Jl・（家兎第105銃） ':I健常家兎（第77銃）ノ腹院内 ＝－ 1011問挿入セラレタリシモノ（第

6表参照）。

表皮大部分剥離セリ。員皮厨ノ構造粉明瞭ナノレモ，皮下組織ノ構造ノ、不明断。

第5闘 ιコタチゲン1軟干F前民主置皮膚n・L家兎第111-抗） 7世t'h＼＇・米兎（第70銃）ノ腹腔内ニ10日関節入セラレダ

リシモノ（第日表参照）。

表皮ノ、比較的保存セラル。染色比較的良好＝シ九民皮，皮下組織ノ構造ノ比較的明瞭。

第6岡 41-軟~；'J'前彪置皮！宵1十（家兎第111貌）ヲ世！；常家兎（第72披）ノ腹腔内 ＝－ 10 rJ間挿入セラレタリシモノ（第

9表参照）。

染色比較的良好ニシテ，皮膚ノ構造ノ、割合＝良ク認メ得予 Jレ。

抜大ハ線、テ Ob.a3, Ok. k2, L. 30 cm, C、Zei出 C.C. E. 

第4報兎疫元軟膏ヲ以テ前庭置セラレタル局所皮膚ノ

同名及ピ異名段往反感ニ就テー一兎疫局所皮膚ヨリ

血中へ動員セラルベキ抗鰹ノ性質二就テ

緒 員

本研究ノ第1報乃至第3報ニ於テ免疫的＝自ii底置セラレグノレ局所皮膚ハ免疫元ト同種毒物ノ

血中健入＝際シテ，強大ナル全身性fr)Jjラ管ムコトガ貫験的＝立読セラレタリ。

既報ノ寅験ハ綿テ免疫元ト同名菌ノ侵入ヲ針象トシテ行ハレタリ シモ，異名菌ノ侵入ニヨリ

テモ亦タ同様エ反腔シテ同名菌侵入ノ場合ト同格ナル全身性抵抗ノ士官進ヲ来シ件ルモノナリ

ャ。 gpチ Conradi及ピ Bieling(191c）ノ提言；・ノ如ク所謂 anamnestischeReaktionヲ起スヤ否ャ。

本報告＝アリテハ血rj~ j;j'::生Lオプソエン「ヲ指椋トシテ，以テ上illノ疑問ヲ解決セント欲ス。

1) 賓験動物

鰹重2砥前後ノ健常白色雄家兎

2) 克疫元軟仔

奮験材料

a）黄色葡萄:Ilk球菌Lコクチグン「i¥ik背

第 1 報ノ車黄色葡萄献球菌しゴクチゲン「軟’~－i；ヲ共ノ佳使HJ とれ

b) 連鎖献球立iしコ．クチゲンプ杉，.. ff 

連鎖1lk球菌ヲ揃氏37° ノ瞬卵器エテ24時間血液本だ斜而エ培養シ． 本師究第 1報（或ハfill著

『葡萄糖初H~技疋ニヨル経比杢身免疫ノ研究，第 4 報』）ニ；主ベグル方法エテLコクチゲン寸ヲ作

リ，更＝軟1ifト鴻セリ。

c) 大腸菌L：：：？クチヂン寸軟干f

大腸荷ヲ擁氏37つ， 24時間許辿：ぶーベ斜酎.：：.：！；5-益シ．拙著『子m萄糖加免疫元ニヨル主主！之杢身克疫

ノ研究，第4ヰIUニ辿ベタル方法エテ大腸菌Lコクチゲン寸ヲ調製 シ．ソ レヨリ軟iii；ヲ件タリ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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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喰菌現象検査則的i手j位決

a) 黄色Ym1iij!U~球i抗菌液

b) 連a&i!U：球菌菌i夜

c) 大腸菌foiifそ

しコクチゲン寸iif.'~製ノ揚合ト同政＝土庁莞セ シ ；＇i'i色葡萄7IX球菌，連鎖！｛｝：球菌及ピ大腸菌ヲ以テ，

第 1 報所載ノ方法ニ従ヒ立li'?ib［液ヲ作 リタリ（合的~1：： ＝約0.0007詫）。

4) 既f+反臨用菌液

a) 黄色葡萄!U＼球菌液

b) 連鎖、欣球・rw液
c) 大腸菌液

Lコクチゲン「製法ニ月jヒシ黄色葡萄!U＼球菌，連鎖AA球菌及ピ大腸菌ヨリ調製セリ（含有量＝

約0.0021括）。

5) 白血球液

第 1報所載ト同一方法＝テ得タリ。

6) 可検血清

1 f貨店会直前Iiニ試獣ノ14：翼静脈ヨリ採血シ， j主心シテ血清ヲ分離セリ。

費験第 l 葺色葡萄蹴球菌Lコクチゲシ「軟膏ヲ以テ克疫的＝鹿置セラレタ，...局所皮膚J

異名菌血中侵入Zヨ，...抗黄色葡萄斌球菌Lオブソ＝シ「産生程度

底置が1血中ノ抗黄色葡萄欣球菌Lオプゾニン寸合長ガ略々同一ナル18.fi'A ノ~（兎ヲ~揮シ， 1群

3珂宛トシ， ：＼，A', B, B’及ピ C,C’ノ 6群ニ分チタリ。

九 B,C3群ノ谷正ミ兎ノc/'f部ヲ丁寧ーニ初志向勇・毛部ニ4.5.糎卒方ヲ記録的此ノ面積内ニ黄色

葡萄！Iた球菌Lコクチゲン寸軟う.i・ヲ＇.？.0五宛，指頭ヲ以テ10分間充分＝塗擦セリ。塗擦部ハ第1報所

載ノ如クLセロファン1ニテ被覆シ，糊帯ヲ施シタリ。 24時間後ェ繊帯ヲ除去シ，秋・n；ハLベンヂ

ン寸＝テ清拭セリ。但シ A',B', C’ 3 群＝ハ前庭置ヲ施サズシテ爾他同－~条件ノ下ニ飼養セリ。

秋刊除去後，ゐ（~ 7, 10, 14, 21日ト臼ヲ逐ヒテ血rJ-1ノLオプソニン「ヲ測定シ， Lオフ’ソェン「

ガ正常1r~： ＝低下セシ抗日日 r1＝.次ノ如キ操作ヲ施シタリ。

A, A', B, B’及ビ C,C＇ノ f；キ群各家兎ノ；ヰ翼静脈へ A,A’2群＝ハ黄色葡萄献球菌液ヲ，

B, B' 2群＝ハ辿茸！）IJ；、JK1'.t¥ii1主ヲ， C,C' 2群ニハ大腸菌i夜ヲ犬々 0.1姥（蕗i惜＝約0.00021詫）宛

注入セリ。

注入fさ：第 3,5, 7, 10及ビl.J日目ニ以上 6群ノ外交兎ノ血清＝就テ抗j1'i色干lli萄献球菌Lオプソ

ニン「念－i1：：ヲ測定セリ。 Lオプソニン＇ "irlll定ハ第1報所wxノ方法＝従ヒタリ。

検査ノ結以ハf;fD表ヨリ第3表マデェ示サレタリ。

i:r 15f~ry,，＇；県ハ更＝第 1 闘ニ概括セラレタリ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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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表黄色葡萄扶球菌しコクチゲン1軟脊貼川家兎ノ同名菌血中佼入ニヨル

抗黄色葡萄J伏球菌Lオ7・＞＇ ＝－ ン1産生程度（3頭平均）

可検血 清 子ノ百分比焚
主象防免技家兎

γ一色 「J
無前

Uft 

情

日

日

日

日

日

7

0

4

1

0

 

1

1

2

5

 

F
t
a
l－
－
F
J
4
1
h
E
t－－
t
、、

－

後

数

且

去

日
除
温

脊
絞

前

軟

ノ

4.0 

7.0 

9.3 

13.0 

6.3 

4.3 

5.0 

9.6 

12.6 

16.6 

8.3 

5.0 

9”。
16.6 

2UJ 

29.6 

14.6 

9.3 

4.3 

3.6 

4.0 

庭置家兎

菌 l子

5.0 

4.3 

5.6 

9.3 

7.9 

96 

210 

黄色葡萄扶球商品1')0.00021耗静脈内注入

、，t
 

｝
 

《・ 2.t:l 

4.3 

5.0 

5.6 

fi.6 

5.0 

4.6 

6.0 

7.0 

7.6 

8.9 

11.0 

12.6 

l:l.2 

11.3 

4.:: 

日
H
口
H
口
H
口
H
口
H

日

5

7

0

4

噌

’

ム

守

』

，，aEE
－’．
l
1
4
‘’h
・a・－1
、、

後
数

入
日

注
過

液
経

菌
ノ

4.0 

9.6 

11.0 

8.3 

6.6 

4.6 

12.0 

14.6 

10.3 

8.0 

8.6 

21.6 

25.6 

18.6 

14.6 6.:; 

96 

196 

203 

140 

129 

＊無前島置家兎＝於ケPレL子－.7100トナシタル際ノ鼓防兎疫家兎＝於ケルL子寸ノ値ヲ示ス。以下之＝準：：＜.＇。

第 2表黄色葡萄扶球菌Lコクチゲン1軟脊貼用家兎ノ蓮鎖扶球菌血中侵入＝ゴル

抗黄色葡萄扶球菌Lオプソ＝ン寸産生程度（3頭平均）

珠防兎疫家兎 ifn~ 前庭置家兎

喰 商 子 喰 商 子

前 血 T詰 4.0 5.3 9.3 4.0 5.0 8.0 103 

7.6 10.0 17.6 4.0 4.6 8.6 204 

10.0 13.3 23.3 4.6 5.3 9.9 235 

軟喜除去後 14日 14.0 29.0 :l3.0 4.6 6.0 10.6 311 
ノ 過日数

21日 7.0 9.6 16.6 5.0 6.3 11.6 146 

50日 4.6 5.6 10.2 4.6 5.3 9.9 103 

蓮鎖扶球菌約0.00021路お脈内注入

4.0 4.3 8.3 3.6 4.3 7.9 105 

5.:3 6.6 11.9 5.0 5.6 10.6 121 
菌注入後
ノj液経過日数 7日 5.0 6.3 11.3 4.3 5.0 9.3 121 

10日 4.6 5.3 9.9 4.3 5.0 9.3 106 

14日 4.6 6.0 10.6 5.0 6.0 11.0 96 

以上ノ所見ヨリ教へラルル事項ハ次ノ如シ。

1) 克疫元ト同名菌タル黄色茄j萄蹴球菌ヲ血rj1ヘ注入セシ揚合（第1表）ニハ第3日目マデハ

克疫鹿置ヲ行ハレシ克疫家兎ト，然ラーif' リシ健常家兎トノ問ニハ血~1~Lオプソェン「含量ニハ殆

ンド差ナカリ.；，，モ，第 5日11ニハ顕著ナル相違ガ認メラレ，ソノ比ハ100;196トナリ，第7日

目ーハ更ニ 100:203トー居顕著且ツ最大トナリ，免疫家兎ノ Lオフ。ソニン寸合量ハ健常家兎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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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表 黄色葡萄扶球菌Lコクチゲン＇ 4次予干貼月）＂ぷ兎ノ大腸菌血中伎入 ι ；＜）レ

抗黄色葡萄駄球菌しオプソニン寸E量生程度（3頭平均）

liJ 検血清 子ノ百分比
橡防兎段通〈兎 無前庭世家兎

子一一

M

M

M
山

ω

M

＝q
d

A
リ

Q

U

A

V

ρ

り

Q

U

菌
＝

ι
ι
4
6
5
ι

一一

6
o
i
o
け

け

喰一円

J
1
J一

子
一

ω
山

山

川

削

幻

一

l

一川じ引川一

菌
一
一
丘

Q
山

a
s
h
Z
5

氏

り

内

υ
パ

h
一

向

リ

ハ

リ

一

時
世

4

7

9

臼

1

4

一

滞

日

日

日

日

日

一

7

0

4

1

0

一

1

1

0
－
5

一

f
1
1
1
J
i
l
l
－
、
一

血

常

一

一

除

湿

一

脊

経

一

前

軟

ノ

一

軟行除去後ノ経過日数

一一 I＝黄葡菌注入家兎

一－ ［＝連鎖菌注入家兎

3J 異名菌トシテた防f~，j ヲ注入セ ー－－ llf ＝大腸菌注入米兎

JI.- 場合（第 3 夫）ヱモ時々同様ノれ過ヲトリ，抗Wt色了出荷HJ~球前ノ；最大値ハ第 1 n r lノ100・120
＝過ギザリキ。シカモ此下刷物ハ秋’if刷出走、第14E:l11ニ於テハ同名菌注射動物（第1表）＝於ケ

ルカー如ク I;3 Jl :21•\X I 殆ンド同大ノ ~J'c ¥li色葡萄iV＇球fJ"TLオプゾニン寸ヲ，，r,1:.スル能力アルコトヲ 叫
明

H
H

円
日
口
H

口
H

H

H

日
υ

円

d

A
り

4
吐

，ZSE
E
－－
E
1
l
t

，41
1
1
h
E
E

，．，， 

後
数

入
日

詮
過

液
経

菌
ノ

3.G 

5日

5.0 

3.6 

5.:; 

2倍以上ヲ示スエオiリタリ。

21 異名菌トシテ連鎖欣bR菌ヲ注

入セル場合＝於ケル抗黄色葡萄i伏見t

H菌しすプゾニン寸i窄生量（第 2j三）ハ．

免疫家兎ト他常家兎トノIUlニへ同

名I'Mノ場合ニ認メラレタルガ如キ著

明ナル相j主ナクシテ，最高ノ~~ 5 fl 

日及ビ第 7日目ノ 100:121＝過ギザ

リキ。シカモ此等ノ次兎ハ軟う：f発泣

後第問日ニハ同名菌注射動物（第1 すI帥

夫）ニ於ケ日リモ 3偶： 311ノ如ク 立
比

打j々大ナル抗 ~lf.色市j萄献球菌しオプ

ソーン「ヲ産生シ得ル能力アルコト

ヲ示シグリシモノナリ。

誰シグリシモノナリ。

9:1 

191 

~，17 

288 

161 

9G 

大腸菌約0.000'.!lj);｛＼前脈内注入

ハh
v
ρ
u
n
o

A＆
Z
P
O
ρ
0
 

S.:.l ! 3.G 10i3 

11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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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9 

IO.I 

9.G 

12.:.l 5.0 

II.Ii , 4,:: 

9.9 I 4.:: 

11.D , 5.0 

5.6 

5.3 

5.0 に け《”B

6.6 6.:3 11.:i 

第 1岡 黄色葡萄lfた球菌Lコクチゲン寸軟脊貼m家兎ノ同名菌及ピ

異名菌血中侵入＝ヨル血’I•抗黄葡菌しオフ・ソ＝ン寸産生量ノ推移

300 

第
五
十
二
日
目
各
時
間
商

0
・0
0
0

200 

路
静
脈
内
注
入

日
過怒

。
ノ

1
後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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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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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数

3
各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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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験第2. 蓮鎖蹴球菌しコクチゲシ寸軟膏ヲ以テ完疫的z虚置セラレタ ）~局所皮膚ノ

異名菌血中侵入三ヨル抗蓮鎖蹴球菌しオフソ ζ シ1産生程度

質験方法ハ寅験節目、同様＝行ハレグリ。 1.A.シ免疫的底世ハ述&l'i欣球出kコクチヂン「iμ;,;ri：ヲ

以テ？？ハレ・ Lオプソニン「ハ抗連%＇ UIJ¥:0R"&,iニ就テ測定セリ。

検資ノ結！.！~ハU~4 ぷヨリ第（j J三マデニ示サレタリ。

第 4表 連鎖Jlk球ー店~L コク チゲン1軟脊nlim家兎ノ同名~jJ{n_ <J•f＜入＝ ヨノレ

抗連虫i'!ifた球菌Lオプソ＝ ン寸産生程度（3頭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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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ノ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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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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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表 連鎖扶球菌Lコクチゲン寸軟脊目占用家兎ノ黄色稲荷扶球菌血中侵入＝ヨノレ

抗蓮主主脈球商Lオフ・ソ＝ン寸産生程度（3頭卒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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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表 連銀株まま菌Lヨクチゲン1軟干f貼用家兎ノ大腸菌’血中侵入＝－ " ｝レ
抗主主鎖llk球菌Lオァ.;I ＝－ ン1産生程度（3頭平均）

事象防免疫家兎 無前民主置 ＊－兎
可検血清

喰 蘭 子 喰 菌 子

前 血 T長 4.3 [1.:: 9.6 4.6 5.ο ? 9.9 96 

10.:: 13.3 23.6 5.0 6.3 11.3 :!08 

11.6 16.3 27.9 5.6 7.0 12.fi :!:!l 
4快脊除去後 H日 15.0 21.0 :l6.0 5.6 7.3 12.0 286 ノi経過日数

21日 10.0 13.0 23.0 6.6 8.3 14.9 154 

50日 l 6.0 8.3 14.3 6.0 8.0 14.0 102 

大腸菌約0.00021路静脈I＇！住人

5.0 6.0 11.0 4.6 6.0 10.6 103 

5.3 7.0 12.3 4.6 6.0 10.6 116 
菌液注入後 7.3 9.6 16.9 6.0 8.3 14.3 118 ノi経過日数 7日

10日 6.6 8.6 15.:! 6.3 向。 14.3 106 

14日 4.6 6.0 10.6 5.0 5.3 10.3 102 

質験結果ハ第211,-,;1エ概括セラレタリ。 第 2岡連鎖JI長球菌Lヨタチゲン1軟脊貼用語友兎ノ同名菌

以上ノ所見ヨリ毛穴ノ；事項カ＇ii:e識セラノレ 及ピ英名菌血中侵入＝ヨル血中抗連鎖紙球菌

ベキナ リ。
Lオプ ソz ン1産生量ノ推移

300 

1) 免疫元ト同名lWタル連鎖AA球菌ヲ

注入セシ揚合（第4表） ニハ第3日目迄ハ免

疫家兎ト健常家兎トノ FL日ェハ血rJ.1Lオプ

ソz ン寸含量ハ殆ンド差違ナカリシモ，

第 5日目ニハ雨者間＝顕著ナル相違ガ認

E冊

静
脈
内
注
入

五
十
二
日
目
各
種
菌
蝉
約

0
・0
0
0

メラレ，共ノ比ハ100:153トナリ ，第7日

目zハ懸隔ー居著シク且ツ品たトナリ，

ソノ」：ヒハ100:210ェシテ，免疫家兎ハ他

子 100
ノ

百，，、
ノ，
J:t 

。I 1 10 14 21 

』軟脊除去後ノ
常動物ニ針シテ 2倍以上ノLオプソニン寸 級過日数

ヲ産生セリ n 一一 I＝連鎖蘭投入家兎
一－I＝大腸菌注入家兎

2) 異名曲トシテ黄色葡萄AA球lliiヲ花 一－－ Ii z 査を葡商注入家兎

入セル揚合（第5表）ノ血仁J:r:)J'i:連鎖JI犬闘しオプソ＝ン「産生量ハ，免疫家兎ハ健常家兎ヲ凌駕セシ

モ，問者間ノ 11~ ）（ ノ；差ハ5r・rn日目＝ シテ，共ノJ：ヒハ100:120 .＝.過ギザリキ。 シカモ之等ノ試航

ハ軟·n免疫後第14日目ニハ同名 1'.ii杭射動物（江~4火） トゴモク同 ジ ク ＇I＇ιJ2制ノ抗連鎖llJ(D）｛］臣、kオプ

50 lil¥ ー
ノ弘

M
A

包
句
・

m
入注

7
液
数

5
蘭
日

種
油

3
各
級

ゾ＝ン1産生能力アルコト 1示シ タリシモノナリ。

3) 異名商ト シテ大腸育、jヲji：入セルlJ,¥-;';-（第6米｝モ同様エシテ，雨者ノ最大比ハ 100:118 

（第 7Fl 11 j ニ過ギザリキ。シカモ此~r;; ノ試獣ハt快；｝免位伎！：｛~14日日ニハ同名菌注射動物 （羽（~4



弘JI!.軟脊兎疫局所皮膚ノ全身性作用 1145 

表）＝於ケルガ如ク平均値288:286ノ比＝於テ柏々小ナレドモ殆ンド同大ノ抗連鎖献球菌」オ

プソ＝ン「産生能力アyレコトヲ示シタリシモノナリ。

費駿第3. 大腸菌しコクチゲシ「ヲ以テ克疫的＝鹿畳セラレタ，...局所皮膚J異名菌

血中侵入二ヨル抗大腸菌Lオブソエシ「産生程度

貫験方法ハ貫験第 1ト同様＝行ハレタリ n 但シ発疫的廃置ハ大腸菌」コクチヂン寸軟膏， Lオ

プソ＝ン「ノ指標ハ抗大腸菌ナリシ差ノミナリ。

検査ノ結果ハ第7表ヨリ第9表マデニ示サレタリ n

第7表大腸菌Lコクチゲン寸軟脊貼用家兎ノ同名菌血中侵入＝ヨル抗大腸菌Lオプソ＝ン1産生程度（3頭卒均）

珠防免疫家兎 無前庭置米兎
可検血清

喰 菌 子 喰 菌 子

前 血 清 4.0 4.6 8.6 4.0 4.3 8、3 103 

軟脊除去後j~加~。日日日
7.6 9.3 16.9 4.3 5.0 9.3 178 

11.3 15.0 26.3 5.3 6.0 11.3 232 

14.6 20.6 35.2 5.6 7.0 12.6 279 
ノ経過日数

日 7.0 9.0 16.0 4.6 5.6 10.2 156 

日 6.3 7.3 13.6 6.6 7.6 14.2 95 

大腸菌約0.00021路静脈内注入

5.0 6.3 11.3 5.6 10.6 106 

9.6 12.6 22.2 5.6 7.o 12.6 176 

菌液注入後 7日 13.0 16.0 29.0 6.0 7.3 13.3 217 
ノ経過日数

10日 10.3 12.6 22.9 7.6 9.3 16.9 135 

6.0 7.0 13.0 6.3 7.~ ： 13.6 95 

第8表大腸菌Lコタチゲン1軟ffJ!占朋家兎ノ黄色葡萄欣球菌血中佼入ヱヨ Jレ

抗大腸官官Lオプソュン寸産生程度（3頭平均）

" 王象 紛 免 疫 家 兎 無前庭置議ミ兎
可検血清

喰 菌 子 喰 菌 子

前 血 祷 4.3 5.0 9.3 4.il 5.0 9.3 100 

8.0 10.0 18.0 4.6 5.6 10.2 176 

11.0 14.6 25.6 5.0 6.0 11.0 232 
軟膏除去後 15.3 19.3 34.6 5.6 7. ；~ 12.9 268 
ノ終過日数 14日

20日 7.6 9.6 17.2 5.0 6.0 11.0 156 

50日 6.0 8.0 14.0 6.0 7.3 13.:; 105 

黄色葡萄欣球菌約0.00021耗静脈内注入

4.6 6.6 11.2 5.0 6.3 11.3 99 

6.3 7.6 13.9 8.3 6.6 lUl 116 
菌液注入後

6.0 8.0 14.0 5.0 6.6 11.6 120 
／経過日数 7日

10日 7.0 8.6 15.6 6.6 8.3 14.9 104 

14日 5.3 6.6 11.9 5.6 6.6 12.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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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菌Lコタチゲン吋軟膏貼用家兎ノ連鎖扶球菌血中侵入＝ヨル

抗大腸菌Lオプソ＝ン寸産生程度（3頭平均）

第 9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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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回 大腸菌Lコクチゲン寸軟干FR占用雲氏兎ノ同名直言及ピ異名

菌血中侵入＝ヨル血中大腸菌Lオ7・ソ＝ン1産生量ノ推移

貫験ノ結山ハ更＝第3闘＝概括セラ

五育事
十脈
ニ内
日注
目入
各
穏
蘭
妙。
0 
0 
0 

施

軟脊除去後ノ絞過日数

レタリ。
300 

以上ノ所見ヨリ認識セラルル事項ハ

200 

モ欠 J主nシn

発疫元ト同名~，j タル大腸菌ヲ注1) 

子
ノ 100

育

分
比

？ 

入セシ場合（第 7表） エハ注入後第 3日

目ニハ発疫家兎ノLオフ．ソニン寸合量ハ

健常動物ノソレヲ (100:106ノ比三テ）

少シク凌駕セリ n 第 5日目ニハ雨者ノ

相違著シクナリ，共ノ比ハ100:176ト
ー
ノ後入注

m
液
数

7
商
日

5
積
過

3
各
経ナリ，第 7日目ニハ共ノ差ハ全粧過ノ

I＝大腸菌注入家兎

K＝黄葡菌注入米兎

N＝連鎖菌注入家兎

最大トナリ，雨者ノ比ハ 100:217ニシ

発疫動物ハ健常動物ノ 2倍以上ノア，

しオプソ＝ ン「ヲ＇~＊セ リ。

異名商トシテ黄色葡萄欣球菌ヲ注入セJレ揚合（第8表）ェモ発疫動物ノ抗大腸菌」オプソ2) 

ニン「量ハf正常動物ヲ凌駕セ、ンモ，雨者ノ相違最大ナル第 7日目ニ於テモ共ノ比ハ僅カニ100:

シカモ此等ノ動物ハ軟背免120ナリキ。同名菌注射ノ；揚合トノ比ハ :217:120=100・56ナリ n

疫後第14r l目＝於テハ同名菌注射動物（第7表）ヨリ 279:268=100: 96ノ比＝於テ柑々ffカエ

小ナル抗大腸菌Lオフω ソニン 1ヲl子生シタル z過ギズ。全般的エハ十分ナル抗大腸菌Lオプソ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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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寸ヲ産生スル能力アリシモノナリ。卸チ軟膏尭疫後＝於ケJレ抗大腸菌Lオフ。ソ己ン寸最大産生

能力ハ100:96ノ差ナリシモ（異名），既往反腔ニ於ケル差ハ100・56トシテ示サレタリ。

3) 異名菌トシテ更＝蓮鎖、Hk球菌ヲ注．入セル揚合エモ同様ニシテ，最大比ハ第7日目 100~ 

117ニシテ僅徴ナリキ。シカモ此等ノ動物ハ軟膏尭疫後第14日目＝於テハ同名菌注射動物（第7

表）ノ如ク279:276ノ比＝於テ殆ンド同大ノ抗大腸菌Lオプソニン寸ヲ産生シ得ル能力アyレモノ

グルコトヲ詮シタリシモノナリ。

費験結果J綿括及ビ討究

杢賞験成績ヲ組、括セルエ第10去ヲ作タリ。

第10表 同名~往反腹ト異名既往反腹トノ比較（会食験結果ノ j総括）

｜黄色葡萄弘司ミ菌 Lコ｜連鎖朕球菌 Lコタ｜大腸菌 Lコクチゲ
試 歌 群 ｜クチゲン寸軟膏動物｜チゲン守軟脊動物｜ン 1 軟脊動物ノ血

ノ血中E量生最大抗黄｜ノ血中R量生最大抗｜中産生最大抗大腸
色葡萄扶球菌 LオプI•連鎖状球菌 Lオプ｜菌しオプソ z ;:/, 
ソ＝ン1 係数＊ I ;I＝－ ン寸係数＊ ｛系数＊

U干J_~~~－ I A I B I c I A I B I c 
既往反感検査方法

~一番古疫後第 14 日目ノ~！ 308 I 311 I ~~8 ! 288 I 2ss ! 286 I 219 I 268 I 216 
最 大 Lオアソ＝ン 寸係数ホ LI I I I I I i I I 
同 上 百分比 I100 I 101 I 94 I 100 I 100 I 99 I 100 I 95 i 99 

軟脊免疫後52日目＝血l黄色ilil萄扶球菌］）
Ji＞ヘ験会シ !J•Jレ菌ノ種j連鎖欣球菌1)
類ト 7日目＝於ケル最l
大しオプソ＝ン1係数本 l大 腸 菌1)

既往反感程度（育 分比）

既往 反 膝 ノ 種 別

203 

210 

｜同名｜異 名｜同名｜

120 

118 217 

51 I 56 100 I 55.3 I 53.9 

異 名 ｜同名｜ 異 名

* Lオプソ＝ン1係数ノ、経lテ軟脊免疫ヲ施サレザル健常動物＝依Yレ喰菌子数ヲ某準（1.0）ト~シテ記上セラ

レタリ（1日シ既往反藤＝際シテノ、健常動物ニモ血中＝菌1） ア輪選シタリ）。 2）各菌種何レモ約0.00021括ヲヰ

翼静脈へ注射セリ。

上記ノ所見ニ操リテ下ノ事項ヲ認識スベシ。

1) A, B, C各動物群ハイ1iJレモ平均100:101 : 94（抗黄色葡萄朕球菌），或ハ100:100: 99（抗

連鎖朕球菌），又ハ100: 95: 99（抗大腸菌）ノ如ク殆ンド同等ナル同名Lオプソエン寸ヲ産生スyレ

能力ヲ示シタリ。

2) 然ルニ局所皮膚軟背免疫所i底置後50日ヲ経過シ血中しオプソニン寸ガ最早ヤ何等ノ増強

ヲモ示シ居ラザJレ時期ニ建シタルエ及ピテ或ハ同名菌，或ハ異名菌ヲ血中ニ輸送シテ以テ同名

既往反！色及ピ異名既往反肱ヲ検シグ Jレニ同名既往反臨ハ異名既往反陸ノ殆ンド2悟＝相官スル

ダケ強大ナリキ。

3) 上記ノ闘係ガ数字上ニ示サレタル程度ハ下ノ如シ（第10表参mo。

I 抗黄色葡萄AA球菌動物＝テハ・・…100（同名） : 59.6 （異名菌：連鎖欣球菌） : 59.1(異名菌：

大腸菌）。

II 抗連鎖HJ（球菌動物ニテハ・…・・100（同名） : 57 （異名菌：黄色荷j萄欣球菌） : 56 （異名菌：大

腸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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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抗大腸菌動物ニテハ一一100t同名） : 55.3 （異名菌：黄色葡萄欣球菌）: 53.9 （異名菌・連

鎖欣球菌）。

4) 卸チ一定ノ発疫元軟骨エヨリテ前庭置セラレタル皮膚ノ細胞（肢義喰争Ill胞）ハ同名菌ノ

血中侵入＝向ツテハ最大量ノ同名抗髄ヲ血中へ供給スルモノナレドモ，任意ノ異名前ノり：入ー

封シテモ亦タ多少反日産ヲ現ハシ，最初ノ ：克疫元ト同名ノ抗髄ヲ少量乍ラ血r:j~ へ供給スルノ能力

ヲ示スモノナリ。是却チ非特殊性発疫物質ノi圭生ニシテ所謂細胞賦活作Jllノ結果ナリ。

5) 然レドモ此ノ：如キ非特殊性（異名）抗原ニ依ル発技殺処ハ誕ダ微弱ナルモノ＝シテ，本貫

験結果＝テハ特殊同名抗原ニ依Jレ莞疫瑳現程度ノ約1/2＝過ギザルモノナリ。此ノ現象コソハ

卸チ Conradiu. Bieling (1916）ノ提言 ＝係ハル，， Anamnestische Reaktion“ニ他ナラザルモノ

ナリ n

6) 併シナガラ既ェ十分ニ立読セラレグ Jレガおlク此ノ；如キ反際ハ非特殊性抗原ニ依yレヨリ

モ同名特殊性抗原ニ依ル方ガ額著＝大ナルモノナyレガ故＝落＝同名或ハ特殊性既往反雁

{spezifische od. homologe anamnestische Reaktion）及ピ異名或ハ非特殊性既・往反舷（u nspe~i fische 

od. heterologe anamnestische Reaktior】）ナル二ツノ概念ヲ『売疫製』ノ中ニ建立スルノ1必要ヲ認

ムルモノナリ。

7) 蓋シ免疫元ハ或ハ局所性ニテモ，或ハ全身性ニテモ，同時間所＝於テ同名及ビ異ー名二様

ノ：苑疫（従テ発疫物質＝抗惜）ヲ褒現スルヲ以テ原則ト錦スモノェシテ．或ハ純同名，或ハ純異

名ノ免疫（抗措）ハ孤立的ニ存在スルコトヲ許サレザルモノナリ。此ノ雨者ハ必ズ並行的ニ終

始スルモノナリ。此ノ雨者ノ差別ハ唯ダ皐ニ同名苑疫（抗措）ノ方ガ異名発疫（抗酷）ヨリモ量

的早大ナルノミニ蹄着スルモノナリ。

8) 軟行免疫ニヨリテ前庭世セラレタル局所皮膚納l胞モ亦タ前述ノ如キ一般免疫~~上ノ原

則＝従テ極メテ整然タル特殊’性及ビ非特殊性反肱ヲ護現シ全身血行＊ノ抗悌（本寅験ニテハ特

殊Lオプソ＝ン寸）ヲ供給スルノガ｝~歴然タルモノアルハr:;iFJ教段ノ ；克疫接説ヨリシテ之ヲ翻Fレ時

ハ頗I~•よ？然ニシテ貫験ヲ待ツテ後＝知lレヲ要セザル程ニ自明ノ羽lナルモ，寅験的ノ立詮ガ斯ノ

如ク明確ナルコトハ淘＝驚嘆＝値スル所ナリ。

9) 最後ニ注意スベキコトハ此ノ抗鰐

ノ持績期間モ亦タ午lj定セ 7ルぺキコトナリ。蓋シ1藍1＇.｝セラレ夕 Jレ後亡／くl凶：発疫ガ持－績シツ、ア

Jレl毘リユ於テハ多少ニ拘ラズ、既往反既：！＼（特ニ同名既住反！匹）ガ‘護現スベキノ；朋a ナレパナリ。

結論

1) !!LI内ノ一局所（4.5糎平方）＝軟管克疫ヲ交ケグリシ（免疫）家兎ノ、免疫元ト同名菌ノ血中

寝入＝際シテハ，斯ノ；如キ商1！底世ノ1iハレザリシ位常家兎ヨリモ7日目エ於テ 2倍以上ノ品大

Lオプソ＝ン「ヲ血r:j.1ニ産生セリ。

2) 軟背発疫動物ノ血中しオプソ＝ン「荒ハ異名菌ノ血中侵入＝尚リテモ亦タ増強セラレ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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リ。併シソノ：量ハ観メテ僅少ニシテ同名菌ノ場合ニ比スレパ100: 53.9-59.9ヲ出デ、ザリキ（第

10友）。

3) 尭疫元軟背＝依ル全身売疫＝際シテモ亦タ一般克疫墜上ノ原則＝従テ『局所皮膚ハ同時

ニ特殊性及ピ非特殊性二様ノ抗措ヲ血中へ供給スルモノグルコト』ガ立読セラレタリ。

4) 帥チ既往反!!ff＞就テハ Conracliu. Bielingノ原提言ヲ襲更シテ「同名既往反肱』及ピ『異

名既往反臆』ナル二ツノ概念ヲ分立セシムルコトヲ必要トスルモノナ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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