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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院畢生啓皐士 春 野 静 郎

Ueber die Gewinnung der lokalen lmmunit益t
(Neubildung des spezifischen Opsonins) 

in der ausseren Haut. 
II. Mitteilung: Erforschung iiber die optimale Konzentration 

der Koktigene in den Salben zur maximalen Erzeugung des 

spezifischen Opsonins in der betreffenden lokalen Haut. 

Von 

Dr. S. Fugono. 

〔Au'dem Lal•リratoriulll der Kai、Chir.Uni 1・c"i U¥tsklinik Kyoto 
(Prof. l町. R. T日 ikata).J

Um die optimal巴 Kunzentration der K,1ktigen巴 in den Salben zur maximalen 

A usliisung des spezi自schenOpsonins in der betre白lenden Haut zu erforschen, haben 

wir die Konzentration der Koktigene stufen川口isl:variiert, indem wir den Gehalt des 

Erregers der Herst巴llun日d巴rK・ >ktigene notigen .¥ ufschwernmungen je11・巴ilsauf T, 3, 

5 und 10 Pr:izipitometerteilstriche einstellten. Die Versuchsanordnung wcicht in 

nichts 1011 der der I. Mitteilung ab. Die Erg巴lmiss巴 derVersuピhり sindin Fig. I urn! 

2 日ngeg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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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野・ 皮膚ノ局所（免疫局所性Lオプソエン寸産生）＝就イテ

Fig. 2 

Das Verhalten des Opsoninindex zu der 
Konzentration des in den Salben enthalt-
enen Koktigens betre仔endStaphylokokl叩 n;
und m’ar bei der Applil、ationszeil von 24 
Stu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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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sammenfassung. 

11:!5 

1) Durch die Applikation ¥'on Koktigensalben (oder im allgemeinen Lipopro-

tein korper-Salt】en)!assen sich gleichnamiges Opsonin sowie ungleiclmamige Opsonine 

in der betreffenden lokalisierten Haut erzeugen. 

2) Die Menge des <lurch Immunogensalben in der lokalisierten Haut erzeugten 

Opsonins ergab folgende Reihenfolge: gleichnamiges Opsonin bei gleichnamigem 

mikrobiotischem Koktigen五ungleichamigesOpsonin l 1ci ungleichnamigem mikrobio-

tischem Koktigen>gleichnamiges sowic ungleichnamiges Opsonin bei nicht mikrobio 

tischem Koktigen. 

3) Fiir die maximale Erzeugung des spezifischen Opsonins in der betreffenden 

lokalisierten Haut ist eine optimale Menge (und Konzentration) von Koktigen bestimmt. 

Bei Typhusbazill巴n-und Staphylokokkenkoktigen wiesen namlich die Koktigene aus 

3 Priizipitometerteilstriche eine maximale Erzeugung des Opsonins auf. 

4) Dass die tiber eine bestimmte optimale Dosis hintiber schreitenden Koktigen-

mengen in den Salben weit kleinere l¥Iengen Opsonin in der lokalen Haut erzeugen, 

ist clarauf zurtickzufiihren, dass die die Koktigene aktiv absorbierencle Fahigkeit der 

χellen der Haut bei einer tiberaus grossen Menge Immunogen eher gebemmt wird 

als gefordert. ( Autoreferat) 

緒 ．三F
Zヨ

余’や、長＝第1報ニ於テ合菌主3度目（0.0021臨）ヨリ f'Jタノレ黄色葡萄欣球菌しコクチゲ

L「及ピ腸窒扶斯菌 Lコクチゲ、ン寸ヲ軟官ノ形ニア位康家兎背部皮膚ニ塗擦貼用シHツ貼用

時間ヲ種々艶夏シタ ｝~後，局所皮肉’ニ産生セ JレL 才プソニン寸ヲ比較シタ Jレニ－欧官；i合擦貼Ill

後24時間経過セルモノガ長大値ヲ示シ且ツ局所皮肉ニ於タル免疫物質（し才プソーン寸）／設

現ハ菌檀属附イ·f•I生ヲイi スルコトヲ誼明シ作タ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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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桜子，ニ於:T:i； ’！；： ハ 14杯五L コクチゲンー1 ヲ；：J,'j ；出ス Jレ＼：~ノ rlf,i<f包ノ含菌：，；·ヲ種々ニ境夏セシ j

l'J.テ，しコクチグン「軟’T’fヲ調製シfllj.-(,JX.:1；・ニ於ナ Jレト .1:ク同様ノ ：方法ニテ軟骨貼，，出；皮肉・及

ピ必Li!日！位以／f/)I山内！エムルジオ ンーI1-.iG:<・f記ヲ件，相互ニ」才プソーン 1力ヲ比較考査セリ。

賓駿 J方針

J!(.11守／11~市ナ Jレ他康雄「1色次兎ヲ質験ニ供ス。合菌武ノ ：異ナレ Jレ菌j夜 ヨリセルしコクチ

ゲン1 ノヨ；i.j・出ニ際シテハ同一菌株ヨリ多量ヲ培養シ，コレヲ分チテ使HJニ供セリ。 gpチ黄

色情萄欣球菌及ピ腸空扶斯菌ノ世i凶本JS！時間暗養ヨリソノ 0.5%石炭酸加0.85%食臨水i字

ylj'j.;f主ヲ多北二作 リ之ヲ 3分 シテ同一沈i殿計（山iP.H対号） 3000四時30分ニテ佐々1度目 (0.00 

07既）'51".t目，10度目ヲ示ス様矯jlミシ成書記ii主ノ立「lクニシテ 1.0詫中ノ合菌量1度目， 5度目

及ピ10度 f"IナJレ各3種ノ」コクチ グン勺ヲ製 シ，コレ’t：ョリ」コ クチグン寸軟膏及ピ中性肉汁

’｜次＇fiヲ，i),',j・出シIYii貫験ト同政ノ；ケ法ニテ家兎＇ r＇日1;1之府ニ24時間貼mシタ Jレ後，軟背貼月1部皮

肉Aえピ針！！＼~健康部皮肉ノ －－·， J.:: f[ (1. OJ［.） ヲ切除シコレヨリ 1t1i守Lエム Jレジオン寸ヲ作成シ．

，こヲ蓮心沈澱シテソノ 上清ヲ得， j止ニi法；;,i,::1仇ノ 血清ト共ニ検作 シL寸プソユン1係数及ピ喰

1'<,i r数ヲ比較Jき査セリ n

賓験材料

(1) Jtl1守lエム jレジ才ン「 uな；｛主

w司製方法ハ第H長ニ於ナ Jレト 予？ク同様ナリ。

( i) 黄色r'i'iH'JJ/U桁＇.MLコクチグン「＇i1k-i'i；貼川（j/)Jk:/11-］，エムルジオン P '1・.1花氏

（ロ） II品窒扶斯菌しコクチグン「1pj,%f貼Jij{[~I町内lヱム Jレジ 1ン寸上iG'.<f記

（ハ） I主1ri・ l欣’i'fff占H1/;J; I k:J1¥.'iLエムノレジオン Iu~1 ；氏

（ニ） 2・I！！ ~t健康郎I J.U1守Lエムルジオン＇J泣｛伐

（幻血清

(3）減菌生理的食臨水

(4）白 血球

；~q 報ニ於タ Jf, ト同政！jJ:L モルモツト寸腹腔法111,;1~ ョリ白血球ヲ得タリ r

(5）菌 ii1<:

( 1 ) i'i'i色＠萄XJUわ＇lr的

（ロ） ／／！，＇；宅NミWim＜代

；＇~>;1 報エ於ク Jレト同一物ヲ使H1 ・t:リ。

Lオブソ二シ1検査方法

大時ライト l＼；試1.\J.~1i'i'l"-JiJ；ニf足へリ。

費験成績

’・er11；命1H!iハ抗］ J< ヨリ；~＇，；；ぷマデメえピ j;f}ll叫， tf}2n剖ニノJ~ サレ タリ。



第 1 表

義・野ヘ 皮膚／局所免疫（局所性しオプソユン可産生）ニ就イテ 11:!7 

検 査

1度目しコタチ ゲ／，軟膏24時間貼用ノ局所皮膚＝於ケノレLオプソ＝ン寸係鮫

4-
艮 磁

血 清

健康苦E皮府

内汁軟膏貼用部皮膚

責，葡 Lつクチゲン・
軟膏貼用部皮膚
腸，~ cコクチゲン寸
軟膏貼用部皮膚

第 2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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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表

検 査

10度目 Lコクチゲン守軟膏24日寺開貼用／局所皮膚＝於ケ ルしオプソユン1係敏

食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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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昔日皮府

内汁軟膏Ri1i用部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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喰菌 室転｜』オプソエン1係理主｜ 喰 ｜ 菌 ｜ 

Ty l只t I ly I St I Ty I St I Ty I St I Ty I St 

：：~： I ::: I ~：：： I ::: =1~：.j~： I ：~ 1 引：：： 13~：： I:::: 
0.16 I 0.33 (100) 

1.08 

J.21 
(121) 
1.39 
(13!)) 

(100) I 12 :J I 11.6 I 16.0 
、，ノ。∞

6

F
U

’i
u

 

d

ョ，
t

、4

“ー

、‘，
J

3
凶

u

no
’i
dyd
 

OLr，‘、けリ

け 4・9
・＇＇＇・巴）

] .I川 I15.:l I 13.0 I 17.:.l 

Jふ｜川｜ ω ｜
ligii) I J>l.u J 12.6 ！ロ3

リ

Jv

qG

hau

叶

υ

e
告

の

み

0

0

0

 

7

・
0U
内
6

1
i
1
E

の
必

．

．

．

 

内
リ
ハ
リ
ハ
リ

‘，， ．
．
 

－t
 

F
A
 

リ

υ
K
リ‘，‘， ．． 

．
 

‘，
 4
 

d
リ
－

4
」
冨

36.6 

(124) ( 127) 
41.0 ' -!!l.日
(lHJ (lO!l) 

所見概括

以上ノ賞験成績ニ {d~ レパ大ノ：事項ヲ認識シ1'.J. ベシ。

(1) JH支元見占JJjニ依リテソノ ），，j所1:!<.lr守ニ於テノミ同名し才ソソニン寸／産’l三ヲ1忍メタ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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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菌量ヲ鑓化セシメヲ JレLコクチ

3.0 

ォ

7 2.0 
ソ

ン，

f系山
数

ゲン a軟膏24時間貼用／局所皮膚

ニ於ケル抗腸窒扶斯菌 Lオプソユ

ンa係数曲線

／.＂；.＿昌 3度目 5皮目

、ョクチゲン寸軟育会菌量著書化
I＝特殊性しオプソュ♂係数曲線
lf＝非特殊性Lオプソユン寸係費支曲線（以下準之）

/0止目
。

園2 第

含菌量ヲ差是化セシメタル ιコクチ

ゲンt 軟膏24日寺問貼用ノ局所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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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目 3皮白 s，主目
→」コクチゲン1軟膏含菌量愛化

（：.！）合菌量ヲ種々境夏セシメテ件タ JレLコクチゲン lJ軟竹；ヲ家兎背部皮膚ニ24時間貼用

/11 ，~ ,] 

7 タ 3度目しコクチゲン－1il!7,.Yi；ヲ 24時間貼m シタ Jレ場合トニ就テ），~所lli_府ニ産生セ JレJン，

7ソーン「量ヲ比較シタ Jレニ， Lコクチゲン寸ノ川知刀法ノ台前世ヲ1度目， 5度目及ピ10度

Hトナシタル揚合ノ同名し才プソニン寸 ）） ノ慣ハ， 3度目軟背貼用ノ揚合ノ慣ヨリ遁カニ小

ナリキ。

(3）軟背貼川後24日年11¥l内ニ於テハ同一試航ニ於Tしコクチグン「軟官ヲ貼HJシタル局所！支

同名！主j／！（ ピ異名菌ニ＇§，＼］－スル L -1 y ソーン＇；，午午：ヲ認、メタリ。！持ニ於テノミ，

ソノ（直ハ( ..j. I常該E欧＇i;f貼rn111;1之内ノ、異名前ニ J•l シアモし才 7 ソニン－， 1 i'・ :;lliヲ認メタルモ，

3度目Lコクチグン寸1欧背24時間貼用ノ場合ノソレヨリ小7ル値ヲぷシタリ。

(5）血清rr~ ノし才プソニン寸量ハ！”ifiJil之内ノ細胞内ニ合イj セラ Jレ、 L 才アソーン寸量ヨリ E

ノj、ナリキ。

諭

( lJ 兎1支j乙ヲ 1z1i可ニ貼Jell ス Jレコトニ H~ リ T ·，~：；，； ~lnifilj· ニ／ミ L ~－プソニン寸／！キ：'I：＿ ヅ ...Hム。

結



春野． 皮膚／局所免疫（局所性Lオプソユン守産生）ユ就イテ 11'.lfl 

而シア此際同時ニ同名菌及ピ異名菌ニ劉ス Jレ二様／し才プソエン寸ヲ産生スレドモ同名菌

L才フ・ソ ι ン寸量（特殊尭疫）ノ方ヵー異名菌」才プソニン1量（非特殊克疫） ヨリモ透カニ大ナ

リ。

(2）中性肉汁軟管ノ如キ非細菌性抗元ヲ皮膚ニ貼用 λJレモ，同様ニ抗細菌抗関CL;J－プソ

ニン寸jノ産生ヲ』沼ム。

(3）一般的ニ之ヲ戸へ円、無菌鴨性細菌性抗原ヲf主的ニ貼用スルトキノ、，ソ／首該局所

ーL才プソニン1が産生セラ Jレ。而シア JIT~菌時1~：$111菌性抗原ノ代リニ中性向j！・ノ如キ非細菌

性抗原ヲ貼fljスJレモ，同政ニ一般的抗細菌抗鰹CLオプソニン寸）ノ産生ヲ認ム。

夏ニ換言スレパ免疫元貼月1ニ依リ局所皮府ニハ，特殊性及ピ非特殊性ノ二段ノ免疫ガ設

現ス Jレモ，特殊七I：~~疫佐fr.} ノ方ガ分量 k大ナリ。

(4）以上／立「lキ抗開産生ノ量的開係ハ下記ノ如シ。

細菌性抗原ニ依ル＼ 細菌性抗原エ依Jレ＼ 非細菌性抗原ニ依ル
同名抗鴨ノ~生 ／ 異名抗措ノ産生 ／ 一般抗膿ノ産生

コノ：事責ハ従来種々ナル細菌ニ就テ叉種々ナル兎疫現象ヲ指標トシア十分ニ立誼セラレ

タル所トー致ス Jレモノニシテ免疫接上ノ大原則ト考フ Jレヲ作ペシn

(5) Lコクチグン1軟官’貼月］ニ｛：｛＜；レ特殊性し才プソニン寸産生ノ量的関係ハ， 3度目Lコクチ

ゲン寸軟背ヲ24日寺問貼J-]Jセシ場合ニ於ア昆大ナリ。印チ皮肉ノ納l胞ハ陽－・111:lーへモタキシス寸ニ

fr｛リテ尭疫記ヲ描取シテ之ヲil'Hヒシ，局所ニ抗悌（しオプソニン寸）ヲ産生スJレモ油宜ノ濃度

（貰験ニ依レパ3度「ILコクチグン寸）ノ抗原ヲ適宜ノ時間（貫店主ニ伏レバ24時間）貼用シタル

場合ニ於テ長大量／ L才プソーン寸再生ヲ示ス。

(6）皮膚ニ抗原ヲ貼用シタル場合ニ一般ニ血清r！~ IL才プソニン寸ハ皮膚ノ細胞 CJ：皮細

胞，組織球細胞及ピ結締織細胞）内ニ合イiセラ Jレ、し才プソーン寸ヨリ小ナ Jレ値ヲ示シタ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