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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 碘六醇不莲续密度梯度液分离两种豆腹腔渗出细胞 

分离液界面 ， 细咆来源 Lym(％)幸 Me(％) Eos【％) Neu(％) 

10／12％ BALB，C 3土 I 97土 I O 

W i stai- 2±1 9B±1 O O 1j̈ 4％ 
BALB／C 4± J 6±2 0 O 

W i t 62± } 3O土3 8土2 I6，18％ 
BALB，C 3±I B3±4 14土2 

W ï î- 0 I± I 97± 1 2土1 I 8，2O％ 
BALB／C 0 1± I I土 1 98土1 

Wi star 0 圭 34-I 96±2 20／22嗝 BALB，C 0 54-2 93土2 

Z2／2}％ W i st r O O 34-I 97土 1 

Lyre：洋巴细胞； ··x+ s．E．重复四次 ， 

台盼蓝染色作细胞活性测定。 

2 结果 

大小鼠腹腔注射酪蛋白 l8小时后 PEG中 

均含较多的 Neu，而 48小时后则富含M札 注 

射液体石蜡及感染血吸虫后可诱导产生较多的 

Eos。 (结果未列出)。 

用不同密度梯度分离液分离 鼠 PEC 结 果 

(见表 1)。经过多次的实验发现小鼠的 M 主 

要在 lo／1 2％和 12，1{％ 界面，大 鼠 M 则 存 

在于 1 2／14％ 界面。 细胞活性分别可 达 97％ 

和 98％；在 1 6／1 8％ 和 1 8／20％ 界面分剐可得 

到较纯的小鼠和大 鼠 Eos，细胞活 性 各 自 为 

96弼 和 99％；而 Neu，小 鼠主要在 1 8／20弼和 

20／22％界面、大 鼠在 20]22％和 22／24％界面， 

细胞活性为 99％ 和98％。 

3 讨论 

为了获取较多的鼠腹腔渗出细胞 ，许多学 

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刺激动物 一。 本文主要 

通过鼠腹腔注射诱导物——酪蛋白和液体石蜡 

刺激产生了较多的 Neu、M 和 Eos。 这种方 

法与寄生虫感染的刺激方法相比，具有操作方 

便 、周期短、无感染危险性、效果好等优点。 本 

实验中我们发现用注射液体石蜡和血吸虫感染 

小 鼠的方式都能获取大量的 Eos，它们之 无 

显著性差异。 

厨碘六醇不连续密度梯度分离液分离细胞 

的结果表明 Wistar大 鼠和 BALB／C 小 鼠 三 

种细胞的密度大小排 列 为 Neu> Eos．> M 。 

这和 Mehta等 用甲泛葡胺(Metrizamide)分 

离大鼠 PEC 以及 Raballino“ 等 用 Fi~oI1一 

Hypaque分离小鼠三种细胞时，Eos密度大于 

Neu的结果不一致。 但 Sanderson 等同样 

用 甲泛葡胺分离细胞时发现人的 Eos密度 比 

Neu高 ；而在大鼠则相反，Neu密度高于Eos。 

James 等实验表明啮齿动物尤其是 小 鼠 的 

Eos其颗粒比人的 Eos要孙 和少，故密 度 较 

低o Watt 和 Burgess 等用 PercoI1分 离 

小鼠细胞也发现小鼠的 Eos密度低于 Neu。 

我们的实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实验中我们还发现用碘六醇可以从啮齿动 

物 PEC 中分离出纯度高的各种细胞 ，但其中 

小鼠的 Eos 平均纯度只达到 83％，这可能与 

鼠龄以及分离前 PEC中的 Eos台量有关 。 

如果 PEC 分离前预先进行初步提纯或改善碘 

六醇配制液和增加梯度可能会提高 其 分 离 纯 

度，这些还待于今后的改进 

甩碘六醇分离各类细胞操作简便 细胞纯 

度高、活力强，适用于各种细胞 免疫学和形态学 

的研究。相信今后这种新型的细胞分离方法在 

我国将会不断的得到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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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人 工孵化 的研 究 

科 26087。 妻 ／ 5 (中国科学院高洋研究所青岛 1) “ 蓉太学)f ， 。’6 ’ 

摘赛 试验采用四种孵化方式：自然孵化、人工孵化箱孵化、恒温水溶箱孵化、调温谓湿箱孵化。从孵 

化方式 、温度、鳖卵的大小及放置方位等不同因素对其 孵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温度在孵化 

过程中，对孵化期的长短起着重要的作用，整卵孵化最适宜温度为 30—3I℃左右；卵子正放的孵化率> 

侧放的孵化率>倒放的孵化率；卵子的卵径和卵重直接影响着孵出稚蟹的大小。 

刘筠等“ 对其在湖南地区的性腺发育厨年 变 

化以及温度等生态因素对其胚胎发育的影响作 

了观察砰究；在长江以北，刘蓬阁 对繁殖作了 

初步试验(辽宁)；莫伟仁等 对孵化作过进一 

步试验 ；在山东，除刘连科等 作过初步观察外， 

尚未见其具体报道。 本文在 1987—1 990年分 

别用常温及地热水人工养殖的中华鳖，对其在 

率论文在山东太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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