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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细胞在识别抗原中起着重要作用「210

我们在发现巨噬细胞中存在非正常转录的

RNA合成tZ，之后，初步探讨了识别抗原的机理。

包括自体红细胞膜在内的各种动物红细

胞膜都能在离体显著促进兔腹腔巨噬细胞的

R N:I合戍，只是程度上有差别（异体兔＞羊，

人＞自体兔）。凝胶电泳证明所有种类的RNA

合成都增加，各种抗原之间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预先用放线菌素D(100 ,gg/ml，在蔗

糖存在F）或利福平（5 0 O ug/ml )完全抑制巨噬
细胞的正常转录后，再用不同种类抗原刺激，情

况发生变化：自体膜不再能促进RNA合成，而

羊和异体兔膜都在一定程变上使之恢复 （分别

为对照水平的27-44关和56-89沁）。电泳

分析表明，恢复合成的RNA类型是4-5S，其

他类型的合成仍被抑制。Poly (u)一＆pharos。亲

和层析证明这种 RNA带有 Poly (A)，显然不

是通常的tRNA,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个工作假设：

1，巨噬细胞识别抗原的过程分为初级识别

和次级识别两个阶段。

2．初级识别是在细胞水平上通过巨噬细胞

质膜上的受体识别接触到的抗原，决定是否进

行吞噬并启动吞噬活动所必需的水解酶基因的

转录和翻译。基因活性调节类似于激素对靶细

胞基因的调节。由于这一阶段的识别较简单和

粗糙，所以在体内可以吞噬自体的老化细胞，在

离体吞噬自体红细胞膜。

3．次级识别是识别外来抗原更重要和细致

的阶段。它通过某种机制在分子水平上识别吞

噬进来经过加工的抗原分子。对自体分子（如

本实验中的自体膜蛋白分子）不作进一步反应。

对外来的抗原分子所作的一个重要反应是合成

一种特殊的4-5SRNA。这种RNA可能起调

节免疫反应基因的作用。或者起着给T, B沼、巴

细胞传递免疫活性的作用。

4．次级识别阶段合成的4-5SRNA是由

巨噬细胞质内一种特殊的RNA聚合酶催化的，
它不依赖于DNA（因为不受放线菌素D抑制夕，

不被高剂量利福平抑制。这种酶有可能是免疫

反应基因的产物，以1,原形式存在，只在外来杭

原刺激下才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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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体细胞染色体银染核仁形成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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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分子杂交证明，各种哺乳动物的119 s-

28 S核搪体RNA基因 （rDNA）位于特定的染

色体的核仁形成区（NOR),,最近，Gootlpasture

等应用银胺法特异地染色核仁形成区，证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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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位置是染色体＿L核塘体RNA基因的位置。

此后，进一步证明银染物质不是rDNA，亦不是

rRNA，可能是核仁形成区特异的蛋白质，即和

r1:NA转录相联系的酸性蛋白。人类核糖体

RNA基因位于5对近端着丝点染色体短臂的

次猛痕处，即人类的核仁形成区。在正常人中，

常不是所有核仁形成区皆彼银染，其范围大约
4-10。应用银染法可以觉察正常人体核塘体
RNA基因的活动。

在细胞分裂中期，人类近端着丝点染色体

的随体的位置常彼此靠近，称为随体联合（Sat-

A)。经过银染后，可看到近端着丝点染色体间

的黑色银染连丝，银染近端着丝点联合 （Ag-

AA）是一个较Sat-A更为可靠的指标。为了探

明正常人体中转录的核糖体 RNA基因数以及

Ag-NO R和 Ag-A A与性别和年龄的关系，我
们进行了十六个正常人（八个成年人、八个新生

儿，男女各半）的Ag-NO R研究，其结果为：
正常人银染核仁形成区（Ag-NO R）数：十

六个正常人 Ag-NO R数平均为7.77 (D + G
组染色体），其中成年人为7.46;新生儿为8.08,

统计分析表明新生儿 A(,-NOR数显著地高于
成年人，两性间Ag-NO R数无显著差异。

正常人银染近端着丝点染色休联合 （Ag-

AA)：发现正常人平均Ag-AA频率为0.60／细

胞，其中成年人为0.86／细胞；新生儿为0.3叼细
胞，两者间差异极显著（p < 0.01)。不同性别

间Ag-A A比较表明无论成年人或新生儿，女性
Ag-AA皆高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

结论：1．正常新生儿细胞中，转录的rRNA

基因数目比正常人高，随着年龄的增加，rRNA

基因有丢失的趋势。

2．已证明Ag-A A和近端着丝点染色体上

银染的量— rRNA基因的活性的一个指标

— 有关，因而可以认为正常成年人rRNA基

因的活性比新生儿显著地高。

(Zhott Xianting et at.: Studies of Silver-stained
NORs in Normal Individuals)

粉兰烟草原生质体再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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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质体培养成再生植株是植物休细胞杂

交的关键环节。烟草是原生质体培养和体细胞

杂交的常用材料。烟草属的几个种已能成功地

由原生质体培养成再生植株。野生的粉兰烟草

(N. glazsca)由于具有染色体数目（2n一24）比

普通烟草（2。一48）少的优点，并已成功地被

用车体细胞杂交的亲木之一［[3,41。本文介绍粉兰

烟草从原生质体游离到植株再生的实验结果。

供试材料为温室栽培的粉兰烟草成热植株

上充分伸展的叶片。叶片的处理及原生质体游

离的方法见文献 [1, 2]，原生质体培养基为

DPD培养基1.61（甘露醇改为0.4 Al)，液体浅层

培养。培养条件为260C，极弱光照。

原生质体接种后五天左右即可观察到细胞

的第一次分裂。两周后可观察到大量的细胞团

产生。此时添加等体积的去除甘露醇相同培养

基（含2%的蔗塘）。再培养一周，将细胞团转

移到 NT固体培养基[s7上（NAA2mg/l, 6-BAP

0.5 mg/l,蔗塘2 %，洋菜0.6%)。在这种培养
基上，细胞团迅速发育出愈伤组织。转移两周

后愈伤组织直径可达2-3 mm。这时，将这些

愈伤组织转移到2 N-10 S培养基［[21上进行分

化。在分化培养基上培养大约一个月，即一可见

到愈伤组织分化出很多芽。几乎全部愈伤组织

都进行了旺盛的枝叶分化。有一些分化出的芽

在长出后不久就在顶端出现花蕾。继续培养时，

可见到再生的小植株在试管中开放浅黄色的筒

状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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