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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脐带血清体外培养恶性疟原虫的研究 

李传明 
(武汉准金医专寄生虫学教研室) 

苏天 成 
(湖北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 

摘要 为寻找一种价康、易得能代替正常成人血清体外培养疟原虫的代用品，本文参照 T~ager-- 

Jea~ee蜡烛缸培养法，探讨了用新生儿脐带血清体外培养恶性疟原虫的效果，并与用正常成人血清培养 

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表明脐带血清不倪能长期维持恶性疟原虫的体外生长，而且其培养效果优于成 

人血清 (P<0．o 1)．是体外培养疟原虫的良好血清来源。 

恶性疟原虫红内期体外连续培 养 已 获 成 

功 。 其 培 养 液 中 除 含 RPMI一1640粉、 

HEPES缓冲剂，井用 NaHCO~调节外，还必须 

添加人血清。采用正常成人血清虽然可使疟原 

虫的生长达到良好状态，但长期使用正常成人 

血清有许多不足，如价格昂贵、来源碾难、不易 

获得，且在疟痰流行区得到的血精往往台有某 

些免疫抑制因子，对疟原虫生长不利。因此，寻 

找一种价廉易得能代替正常成人血清体外培养 

疟原虫的代用品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在国内首 

次报告了用脐带血清代替娥^血清培养恶性疟 

原虫的效果，并与用成人血清培养进行了比较。 

材 料 和 方 法 

虫种 恶性疟原虫 FCC一1／MN 株引自中 

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培养液 的 配 制 将 1O．40克 RPMI-1640 

粉溶于 900毫升 (m1)双蒸水中，加人 5．94克 

HEPES缓冲剂，必要时加人 万单位庚大霉素 

预防污染，然后加双蒸水至 960ml后 充 分 混 

匀。过滤除菌，每 96m1分装于 1 00ml瓶内，根 

据需要置 4℃ 或 一20℃ 冰箱内贮存备 用。 临 

用 时 每 96ml培 养 液 中加 新 鲜 配 制 的 5徭 

NaHCOs 4 2ml及成人血清或脐带血清 1 0—1 5 

ml，最终 pH为 7．2—7．4。 

培养方法 参照 Trager--Jensen蜡烛 缸 

培养法进行∞。培养器皿用 25ml三角烧瓶，内 

盛培养物 2．5—3m1，其中红细胞压积在进行长 

期培养时为 8％，进行比较 实 验 时 为 1 0％或 

20％。培养液的脐带血清浓度为 1 0％或 1 5徭， 

均设相同浓度的成人血清组作对照。培养温度 

为 36．5—38℃。每天更换培养液一次，每 3—4 

天加新鲜红细胞将红细胞感染率稀释一次。采 

样涂片后姬氏染色，每片计数 2000个红 细 胞 

中的感染红细胞数，计算红细胞感染率。 

结 果 

(一)用合脐带血清培养液进行恶性 疟 原 

虫体外连续培养的观察 

本实验先后进 行 了三次，每次培养 30-- 

60天不等。培养液的脐带血清浓度为 1 0唠，培 

养物红细胞压积为 8徭，培养起始时红细胞 感 

染率为 1％。 每 培 养 3—4天加新鲜红细胞将 

红细貔感染率 作 5—6倍 稀释 结果 (见表 1) 

疟原虫生长良好，表中数值为每次稀释前的红 

细胞感染率，红细胞感染率每 3—4天增加 6— 

1 4倍。 在上述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有时红细胞 

感染率可高达 20％以上。 实验结果表明脐带 

血清可长期维持恶性疟原虫的体外生长。 

(二)不同浓度脐带血清与成人血清 培 养 

恶性疟原虫的比较 

实验共进行四次，每次实验分两组(每组设 

·丰文实验 在湖北医学院完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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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脐 带血 清体外 连续培 井恶 性 疟犀虫结果 

红 细胞 各 期疟原 虫构成 百分 比 
培养 无数 感 璺 率 

(％ 环杜 体 丈 弦养 体 裂殖 皋 

0 1．00 34 48 lB 

l 3．̈  j{ 40 6 

4 t 2．48 2； 68 9 

日 I 3．9{ 33 60 7 

l 2 9．70 tB 7l lt 

l t1． 7 3 7 7 6 

1 9 I 4．05 2 5 68 7 

2j 、2．15 t6 75 9 

27 t 0．17 t7 72 lt 

3l t0．54 32 53 l 5 

3 1 3．26 17 72 ll 

39 I 5．21 l8 72 l O 

43 t0．49 28 59 I 3 

47 q。39 26 58 l6 

5l l 4．02 t 3 0 ” 

55 l1．3B t4 72 l 4 

9 1 2．52 20 72 8 

60 2．83 拍 50 ll 

每培养 3— 4天加新 鲜红细 胞作 5—6倍稀 释。 

三瓶)。一组用 10弼脐带血清，另一组用 l 5％ 

脐带血清，两组分别设同浓度的成八血清组作 

对照。 实验时，培养物红细胞压积为 8％，分 

将培养 24小 时 (h)、48h、72h及 96h时 红 

细胞感染率进行比较并经统计学处 理。 结 果 

培养 24h时，各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P> 

O．O5)。培养 48h时，脐带血清组与成人血清组 

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P< o 05)，前者红细胞感 

染率高于后者。培养 72h及 9 6h时，I 5％ 脐带 

血清组与 15形成人血清组之间无显著性 差 异 

(P> O．O5)，而 10两脐带血清组与 1 0％ 成人 

血清组之间有 高 度 显 著 性 差 异 (P<0．O1)， 

10移脐带血清组红细胞感染率高于 10形成 人 

血清组 (见表 2)。从总体实验结果表明，脐带 

血清培养恶性疟原虫的效果较好，特别是 1 0弗 

脐带血清优于 10两成人血清。 

(三)脐带血清在不同的红细胞压积 中 培 

养恶性疟原虫的观察 

实验分别进行了两次，每次实验分两组(每 

寰 2 脐带血清和成人血清培井墨性疟曩虫比较 

红细胞 离染率％ (P土 1．9ssp)· 

培 养 时 间 
(小 时) 10％ 1 ％ 

脐带血情 成人血穗 脐带血清 应^血靖 

2● 2．3O+o．{l 2．25+o． 5 2．81土O．46 2．29±0．45 

(P>O．05) (P>o．05) 

幅 6．38土o．61 5．54士o 57 ．45±o．65 6．36±0．76 

(P<o．o5) (P<o．o5) 

72 9．94±0．82 7．6{士0 65 to．{1土o．7 9．98土o．73 

(P<0．o1) (P>o．05) 

96 t3．13±o．84 J1．58土o．78 13．5 q± o 12．59±0．82 

[P<o．o1) (P>o．05) 

表中数值为 6份样车平均红细胞感染率土l·96x率的标准瀑。 培养披的血清旅度。 

裹 3 聃带血{l和戚^●莆在不同红绷囊压窘l中培井怒性疟曩虫比较 

培 养 时 间 
(小 时) 脐带血清 成^血清 

10％ 20％ 20％ 1 0％ 

48 5．Z3土0·78 5．2}±0．{B 2．90± 0．59 5．1 5±0．78 

(P>0．0 ) tP<0．O1) (P<0．e1) 

96 9．70± l·0l B．49±0．98 6．20±0．82 9．61土 1 04 

(P>0．0，) (P<0．o1) (P<0．0t) 

‘表中数值为 6份样本平均红细胞晦染串土1．96x率的标准谩。 ‘培养嘞红细晦压积。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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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设三瓶)，培养物红细胞压积分剐为 1 0％ 及 

20％，两组均设相同红细胞压积的正常成人血 

清组作对照。培养液血清浓度均为 1 5％，分别 

将培养 48h及 96h时的红细胞感染率进行比较 

并经统计学处理。结果(见表 3)红细胞压积为 

20移时，脐带血清组与成人血清组之间有高度 

显著性差异 (P< 0．01)，脐带血清组 红 细 胞 

感染率高于成人血清组。 红细胞压积 为 10％ 

及 20移的两个脐带血清组之间无显著性 差 异 

(P> 0．O5)；而在两个成人血清组之间有 高 度 

显著性差异 (P< 0．01)，1 0％红细胞压积 组 

感染率高于 20弦组。 

讨 论 

血清是体外培养疟原虫必不可少的营养成 

分，如前言所述，长期使用正常成人血清有许多 

不足。最初人们试图用现有的商品动物血清代 

替人血清，但没有成功。．／ensen(1979年)用加 

小羊和猪血清的培养液培养疟原虫，只能观察 

到少数几代增殖 。ltediba等 (1 980年)报告 

用小牛血清加蛋白胨可代替人血清，但疟原虫 

对这一环境需要长达 9个月 的 适 应 过 程 。 

Divo等 (1982年)用新鲜收集的混合牛血 清、 

猪血清、马血清、绵羊血清和商品胎牛血清、小 

牛血清，并将各种动物血清相混合，加或不加蛋 

白胨，与用人血清培养相比较。结果除牛血精 

加繇蛋白踩可支持疟原虫生长，而红细胞感染 

率出现较低外，其它动物血j膏均不艟代替人血 

清 o Sax等(1980年) 蹭 惟滨等(1987年) 

报告兔血清可代替人血清体外培养 恶性 宕原 

虫，但也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并且有的原虫株 

不适于兔血清内生长 ．j|。 

本实验选用了新生Jk脐带血清代替正常成 

人血清进行恶性疟原虫的体外培养 脐带血来 

源方便、价廉易得，只要与妇产科医生友好合 

作，我们可以从每个新生儿脐带 收 集 到 50— 

1 OOml全血，从中分离出 3O一50ml血清供培养 

之用。实验结果表 明脐带血清可长期维持恶性 

疟原虫的体外 生长，与 Druilhe(1 980年)报道 
一 致 。 并且，从本实验总体结果表明脐带血 

清培养恶性疟原虫的效果较好，尤其以 10弗脐 

带血清优于成人血清。 Divo等认为不同个体 

的成人血清维持疟原虫生长的能力不一，如果 

将多份血清收集在一起，则其培养效果优于单 

份血清 。 我们的实验证明脐带血清，不论是 

单份或多份混合血清均能维持恶性疟僚虫的最 

佳生长状态。 

从我们试验结果来看，在培养基内添加脐 

带血清促进恶性疟原虫生长的能力比成人血清 

强，分析可能是脐带血清提供了更丰富的营养 

成分 所致。根据报道哜带血清和成人血清在营 

养成分上有很大的不同，一些物质在母体血浆 

中尽管比胎儿血中浓度低，但为了适应胎儿迅 

速生长的需要，也能从母体转运给胎儿。矿物 

磺如铁、钙、碘等，水溶性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Bl、 

、 B 2、C、叶酸等 。 其中很多物质是疟原虫 

生长所必需的，如叶酸对嘌呤和嘧啶的合成起 

着辅助作用；维生素 c有增强叶酸转变为较活 

泼的亚叶酸的作用；维生素 B 、B 有促 进 细 胞 

氧化的作用，有助于糖代谢。但脐带血清中对 

疟原虫生长起主要作用的营养成分有待更进一 

步的研究和阐明。 

另外，新生儿血清中的各种补体成分仅为 

母体的 5O一60 。 母体在妊娠期间由于免 疫 

抑制、血清稀释及免疫抑制因子的存在，Ig G、 

Igl̂和 IgM在整个孕期均有特征性意义 的下 

降 。并且，免疫球蛋白只有 Ig G可以通过胎 

盘。 因此，处于相对免疫低下状态的新生儿脐 

带血清，也可能是有利于疟原虫生长繁殖的因 

素之一。 

本实验结果表明，来源方便、易得的脐带血 

清，不仅能长期维持恶性疟原虫的体外生长，而 

且其培养效果优于成人血清，是体外培养疟原 

虫的良好血清来源。应用脐带血清代替成人血 

清培养疟原虫，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为进一步研究疟原虫的生理生化、免疫、 

疟疾疫苗和筛选抗疟药物等提供了更为有利的 

条件。脐带血清中对疟原虫生长起主要作用的 

营养成分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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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分泌几丁质膜的海葵——伸展 

蟹海葵(珊瑚虫纲、海葵目) 

裴 祖 南 
(qa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要 伸展蟹海葵生话在温暖的浅海和深海中，它与蟹共栖，海萎的足盘分醵牯液和几丁质固着在 

芮关公蟹的头胸甲上。分布于我国广东(珠江口，海南岛)和福建等地沿海水域中，以及H本、泰国、印度 

洋(印度的马簿拉斯)等i昏岸海域中均有分布。 

伸展蟹海葵 (Cancrisocia expanta i 855) 

分布于南海，与伪装仿 关 公 蟹 (Dorippoides 

~acchino(Herbst))共栖，附着在蟹体的 头 胸 

甲上 ，这种海葵的另一特点是能分泌几丁质膜。 

Dall(i 903)，Carlgren(i9z8)和 DunD (1 950) 

描述的两种扁形海葵 ($tylobates cancrlsocia、 

Stylob4l甜 atnegs)。Stimpson (i 855) 记述 

的伸展蟹海葵均具有分泌几丁质膜 的 能力。有 

时目它的特异形态，而被有的作者误认为属于 

其他动物类群。 

本文介绍南海常见 的 与 蟹 类 共 栖 的 海 

葵一 伸 展 蟹 海 葵 (Cancrisocia expansa) 

研究标本系 1 959一l960年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时在南海采得，分布水深为 1 0—62米，底质为 

沙质软泥。全部标本生活时均附着在伪装仿关 

公蟹的头胸甲上，所检查的 345个酒精保存标 

圉 l 位于蟹体上的伸展海羹 

奉文标奉为我昕无脊椎动物室底柢组采集；唐质灿研 

究员校阅和修改文稿；整体照片为柬华中同志拍摄；毛 

同志冲洗显徽厦片，特此—井致谢．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