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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扶的里Lアナトキレン1ノ含有スルLイムペ

ヂン1 テ破却スルニ必要ナ Jレ好通煮沸時間

京都帝国大事瞥摩郡外科皐教室（鳥潟数授指導）

大察院峯生磐墜士石 原 象

F eststellung der optimalen Abkochungszeit des Diphtherie-

anatoxins zur totalen lnaktivierung des darin enthaltenen 

lmpedins und somit zur Regenerierung der dadurch 

paralysierten Antigenaviditat des 

originalen Anatoxins 

Von 

Dr. Z. Ishihara 

〔Auslier I. Kais. Chir. universitatsklinik Kyoto (Prof. Dr. R. Torikata.）〕

Versuchsanordnung 

Das in der I. Mitteilung erwahnte Diphtherieanatoxin wurde in einem bei IαアCsiedenden 

Wasserbade 5, 10, 20, 30，・..1 20 M inuten Ian~ abgekocht. Die verschicden Jange Zeit cier 

Siedehitze ausgesetzten Praparate werden mit der Ahkiirzung ,¥tx Ks’・・・AtxK120’bezeicl】net.

Da wir uns in der I. Mitteilung davon unterrichtct w制定n,dass die optimale Testdosis des 

ungekochten Anatc山insftir die maxima le Antigenaviditat 1 ,o ccm lil'lrug・州、 hab巴nwir die die 

normale Phagozytose von Staphylokokken fordernde Wirkung von AtxK5'・・・AtxKr20' bei dieser 

Dosis (1,0 ccm) miteinan巾rvergl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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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uchsergebnisse 、
Die Ergebnisse her Versuche gehen aus den Kurven in Fig. I deutlich l)er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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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Ver！叫tendcr Toxizil五t(Grad der Hyperleukozytosc) und der Anligena山litat

(Phagozytat) des I>iphthe巾 anatoxinszu der Ahkochnngszeit hei 100°C 

l=Schwankung des Phagor.ytats, <I. h. die dcr人ntigenal'iditat.

II=Schwankung der Leukozytenzahl im Blute=Zeichen der Toxiz1Hit. 

9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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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sammenfassung 

Durch die Abkochung des Anatoxins war ihre Toxizitiit, clie sich bei der Testdosis von 

1,0 ccm in der Schwankung der Leukozytenzahl im Blute dokumentiert, nicht merklich 

abgeschwiicht worden (vgl. di巴 I.Mitteilung). 

2) Trotzdem v.rurde die Antigenαviditiit des Anatoxins, die durcli 8eine die normale 

Pl1αgzoytorn der Staphylokokken fiirdern,de Wi法制grepriisentiert i~t, mit der Abkoch肌 .gszeit

von 10-15 M＜仇’utenmαz伽 αl.

3) Die Toxizitiit und die Impedinwirkung eines anti&"enen Materials sind zwei von einander 

unabhiingige Dinge, wie dies schon b巴iandere,1 Mikroben dur℃h andere Autoren vielfach 

bewiesen worden ist. 

4) Bei Diphtherietoxin stellte sich die zur Vernicht伽 9

Abkoclt’ungszeitαls 1.0-15 Minuten hera湖・

5) Du1℃b 10-15 Minuten dauernde Abkocbung des Dipbtherietoxins wird die paraly-

sierende Wirkung von Impedin total beseitigt, so dass die Antigenaviditiit in vollem Masse 

regeneriert wird. 

6) A’uch bei Diphtherietoxin gilt die lmpedintliem・ie’und somit m・uss dαs Diph~herieαnatoxin 

αls J{oktigen verbessert U"erden, u沼nndαs Toxin bei minimaler 'l'oxizitiit maximαh Antig側帽

αviditiitαujweisen solt. Dies ist die For由 rungder ImpedinJ.heorieαuch fur dαs Dipht!te-

1ieanatoxin. 

(A凶orefe凶）

des Impedins nutige opti:male 



石原．貧扶的里Lアナトキシン可／含有スノレLイムベヂ：；，ヲ破却スルユ必要ナノレ好遁煮沸時間 ！日：~

緒 言

余等ハ裳ニ貫挟的皇Lアナトキシン寸ト共10分煮沸液トヲ海摂流血中正常喰菌作用促進能働力

ヲ指標トシテ比較シタ Jレニ， 10分煮沸液ハ原液ヨリモー而毒力小ニシテ他面抗原性能働力ハ大

ナルコト．換言スレパ原Lアナトキシン寸ハ L1ムベヂン寸ヲ含有スJレモノナルコトヲ立謹シタ

リ。

本論文ニ於テハ此 lL 1ムベヂン寸ノミガ完全ニ破却セラレ共ノ結果トシテ最大ノ抗原性能働

力ヲ費時スルニハ原Lアナトキシン寸ヲ幾何時間煮沸スペキカヲ決定スJレ所アラントス。

検査材料

原Lアナトキシン寸液及ピ種々ナル時間ノ煮沸液．第一報ニ記シタルト同一材料ヨリ出費シ，

Lアナトキシン寸原生液及ピ此ノ f,'flLアナトキシン寸ヲ捕氏100度ニテ沸騰シッ、アJレ重湯煎ニテ

5分， 10分， 15分， 20分， 30分， 45分， 60分， 90分及ピ120分間煮沸シ種々ナル程度ニ煮沸セラ

レタ Jレしアナトキシン＇ fWチ AtxK5ぺ・・……Atx K 120＇ヲ字専タリ。

喰菌作用検査用標準菌液．黄色葡萄欣球菌ノ 24時間寒天斜面培養ヨリ菌瞳ヲ 0λ5%食瞳水ノ

適宜量ニ浮俳セシメ構氏 60度エテ30分間加熱殺菌シ， 0.85%食盤水ニテ 3同洗糠シタル後0.5%

ノ割合ニ石炭酸ヲ添加ス。該菌液ハ烏潟教畏ノ沈澱計ニテ 3度目印チ約0.0021姥ノ菌韓ヲ含有

ス。

検査方法

凡テ勝呂智氏ノ検査方法ニ従へリ（東京欝墜曾雑誌，第38告，第4競，534貝．）。但シ余等J/'lj

ヒシ抗原ノ用量ハ第一報ニ於テ誼明シタ Jレガ如ク原Lアナトキシン1ニ於テ最大抗原能働力ヲ護

現シタル量師チ 1.0括ニシテ注射ヒシ検査m標準液量モ亦タ第一報ニ遁ペタ Jレト同一濃度ニテ

一定不費量削チ1.0詫ナリ。

検査成績

成績ハ第1ー11表及ピ第1-2尚flニ示サレタリ。

第 1表 At x N 1.0i路注財後ノ喰菌作用（3頭卒均）

検 ｜単位容積内 白 血 球
白血球 200 筒中

白血球 淋其巴球及他ピ i｜ 食店会性白血球

査 ｜絡封数 増減率 % % q食 菌 子

注射前｜ 日 1.00 69.8 30.2 。 。 。
菌液時間

30 8266 1.45 63.5 36.5 11.0 47.3 58.3 

60 5!Jl6 1.03 39.6 60.4 11.0 61.0 72.0 

法射後:2 ぐ乙 120 6400 1.12 27.5 72.5 10.7 45.0 55.7 

経
240 6250 1.09 39.5 60.0 7.:: 日：l.7 41.0 

過 480 6466 1.1:-l 50.4 49.6 3.3 12.0 15.3 

平 6659 J.16 44.1 55.9 8.7 39.8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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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表 At x K 51 1.0括詮射後 /I会菌作用（3頭平均〉

検

査

球

率
血

滅

白

増

内

球

数

積容

血

艶

位単

白

絶

注射前l5733 I I.Ou 

淋巴球J史ピ｜
其他｜

%｜ 

球
一

一
菌

－
血
一

中
一
一

一
白
一

筒

一

一

o
一
性
一

却

一

一

食

一
喰
一

I

球

一

一
一食「ー

血
一白一

40一
子

36.8 。 。。

荷波続後間時

30 66£6 1.16 59.8 40.2 14.7 63.0 77.7 

60 5650 0.98 48.2 51.8 11.3 52.3 63.7 

120 5882 1.02 36.8 60.2 12.0 42.3 54.3 

車豆
240 5866 1.02 36.0 64.0 5.0 :H.3 a!J.3 

過 480 6866 1.15 52.5 47.5 2.3 6.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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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39.7 48.8 

第 5表 At x K 101 1.0路注射後ノ喰菌作用（3旗手均）

検

商時 30 6866 l.22 53.2 46.8 17.7 96.7 114.3 

樹社財草芝間〔
60 5750 1.02 46.4 53.6 13.0 76.0 89.0 

120 6150 1.09 26.6 73.4 10.3 45.0 55.3 

240 6616 1.18 29.4 70.6 4.3 17.3 21.7 

過 480 6616 1.18 27.6 72.4 3.0 7.3 10.3 

査

球

議

・

血

滅

白
暗
唱
，

内

球

数

積容
血
糊
到

位単

白

絡

法射前｜ 5600 I 1.00 

平均 I 6399 1.14 

淋巴球及ピ｜

基一_1!!U

%｜ 

36.6 

白血球 200 箇中

食喰性白血球

%｜喰｜菌
42.2 I 0 I 0 

子

。

63.4 48.4 58.l 9.7 

第 4表 λt x K 151 1.0銘注射後ノ喰菌作用（3頭平均）

検

査

球

率

血

滅

白

暗

唱

内

球

数

積容

血

封

位皐

白

絡

5700 I I.00 

受巴竺益」
白血球 200 箇中

食喰性白血球

喰 ｜ 菌 子

37.8 。。 。
前波間時

30 7316 1.28 65.8 34.2 16.0 82.7 98.7 

60 5616 0.98 36.6 63.4 13.3 67.0 80.3 

詰き 120 5950 1.04 31.0 69.0 12.3 44.3 56.7 

240 5850 I.01 36.5 63.5 8.3 26.3 34.7 

過 480 6500 l.14 49.0 51.0 4.0 14.0 18.0 

平均｜ ω I.09 43.8 56.2 57.7 10.8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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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表 λt x K 20' 1.0銘注射後ノ~菌作用（3.6員平均｝

検

前波間時
30 8016 ).03 52.0 48.0 10.0 50.7 ti0.7 

60 10716 1.37 32.8 67.2 7.0 31.7 38.7 
ふι射..分〉’司、

120 JOW3 1.31 27.6 72.4 S.3 40.:l 48.7 

後 240 8033 1.03 31.0 6!J.0 5.7 25.3 31.0 
＊~ 
過 480 7800 1.00 34.4 65.6 3.0 !l.7 12.7 

ー一 一一

査

球

率

血

減

白

峰

唱

内

球

鍛

積容

血

封

位単

白

絶

7783 I 1.00 

平均 I 8959 1.14 

丸事芭語夏Zl
其他｜

%｜ 

35.5 

白血球 200 箇中

食喰性白血球

μ ｜喰｜蘭 子

。

64.5 31.5 38.3 6.8 

第 6表 At x K 301 1.0施注射後ノ喰菌作用（3頭平均〉

検

12250 1.40 57.4 4.26 6.3 32.0 38.3 

9856 1.13 40.8 59.2 7.0 :17.3 44.:l 

経射後さ 120 12016 1.38 44.0 56.0 9.3 45.0 54.3 

7100 0.81 30.2 611.8 7.7 34.(l 41.7 

8883 1.21 3・5.6 64.4 1.3 3.0 4.3 

査

球

率

血

滅

白

増

内
球
齢
制

積容

血

封

位皐

白

絡

8700 I i.oo 

平均｜削19 1.18 

淋巴球及ピ｜
其他｜

% l 
73.5 I 

41.6 

白血球 2ゆO 箇中

食喰性白血球

%｜喰｜菌 子

。

58.4 6.3 39.2 36.5 

第 7表 At x K 451 1.0銘注射後ノ喰菌作用（3頭平均）

検

商射草持波芝時間《

30 5650 1.2!1 46.5 53.5 8.3 43.0 51.3 

60 5019 1.15 34.4 65.6 !J.O 41.7 50.7 

120 4!JOO 1.12 40.2 5!l.8 4.3 13.0 17.3 

240 3783 0.86 4:1.6 56.4 5.0 21.7 26.7 

過 480 4150 0.95 36.6 63.4 1.3 6.0 7.3 

査

球

車

中

血

滅

白

暗

唱

内

球

数

積容
血
嚇
割

位単

白

絶

43'>0 I 1.00 

平均｜“ 1.08 

議E域及ピ｜
其他l

% 

40.2 

白血球 200 箇中

食喰性白血球

% I喰 i菌

38.2 I 0 I 0 

子

。

59.8 5.6 25.0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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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表 At x K 601 1.0銘注射後／喰菌作用。頭平均）

検

前液日間寺 I ao 6316 0.95 54.8 45.2 7.3 33.i 41.0 

射注2乙 60 
4983 0.76 59.4 40.6 7.0 21.0 28.0 

120 7550 1.16 31.4 68.6 8.7 31.7 40.3 
後 240 8766 l.34 35.5 64.5 6.3 27.7 34.0 
車重
過 480 10250 1.57 36.4 63.6 4.3 15.3 19.3 

球

恋

・

血

滅

白

増

内

球

数

積容

血

封

位草

白

絶

淋巴球及ピ｜
其他｜

% l 
47.2 I 

査

0516 I LOO 

平均 I 7575 J.15 43.5 

白血球 200 箇中

食喰性白血球

%｜喰｜商
担 8 I 0 I 0 

子

。

56.5 25.9 32.6 6.7 

第 9表 At x K 901 1.0拠法射後ノ喰菌作用（3頭平均）

検

前液日問寺
30 7200 1.31 55.8 44目2 5.0 26.0 31.0 

60 4400 0.80 39.8 60.2 11.3 49.3 60.6 
注射分（ ） 120 5!100 1.07 31.4 68.6 7.3 29.0 36.3 
f圭 240 ・8416 I.53 • 27.5 72.5 2.7 12.7 15.3 
車電
過 480 5660 l.03 44.4 55.6 2.3 6.3 8.7 

単位容積内｜白血球

白血球

絶当数｜増減率

淋巴球及ピ｜
其他｜

% I 
ol.8 I 

？に_.,_ 

5466 I I 00 

平 均I6315 !.14 39.8 

白血球 200 箇中

食喰性白血球

μ ｜喰｜、商

:is.2 I o I 〆O

子

。

60.2 

第 10表 λt x K 120' 1.0)l:£ 注射後ノ喰菌作用（3頭平均〉

検
白血球 200 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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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表原Lアナトキシン1煮沸時間ト喰菌作用トノ関係

長f白｛ぷよ？主｜｜ 絶白 封血毅球 ｜［増白 血加球率｜｜ 喰 菌 子 % l喰商卒［原表

。 6659 1.16 8.7 39.8 48.5 100 7.28 1 

5 6186 1.07 9.1 39.7 48.8 100 7.88 2 

10 6399 1.14 9.7 48.4 58.1 l l!l 9.07 3 

15 6246 1.09 10.8 46.9 57.7 118 9.23 4 

20 8!)5!) 1.14 6.8 31.5 38.3 7!) 4.27 5 

30 lOOl!l 1.18 6.3 30.2 36.5 7i'J 3.64 6 

45 4699 1.08 5.6 25.0 30.6 63 6.lll 7 
r 

60 7575 1.15 6.7 25.9 32.6 67 4.29 8 

90 6315 1.14 5.7 24.7 30.4 62 3.78 。
120 9689 1.08 4.8 20.7 25.5 52 2.63 19 

60 

第 1 圃

賓扶的皇、アナトキシン吋原液煮沸

時間九日食1菌、及ピL子守トノ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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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圃

貧挟的里Lアナトキシ ／，原液／煮

沸時間ト喰菌室経トノ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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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考察

所見ハ第11表叉ハ第1闘乃至第2闘エヨツテ明白ナリ。帥チ！京Lアナトキシン 1 エ揖氏100度リ

煮沸熱ヲ加フル時間ガ5分間ニテハ喰菌作用促進能働力ノ上ニ大ナ Jレ蟹化ナキモ 10分間煮沸後

ニ及ピテ念ニ上昇シタリ。是gpチ此ノ煮沸時間ニテ Lfムペヂ ン「ハ念ニ破却セラ Jレ、ノ謹ナ

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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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沸時聞が15分間ノ時ハIO分間ノ時ヨリモ現ニ喰櫨作用ヲ持ミ居ル制胞ノ：数ハ梢と小トナリ

タレドモ喰憧セラレタル菌龍ノ敢ハIO分煮沸ノ揚合ヨリモ上昇セリ。故ニ結局全開トシテハ10

分間煮沸／；場合ト大差ナキ程ニ絶大ナ ）！.－抗原能働力ヲ示シタリ。

然Jレニ20分間煮沸後ニハ其ノ抗原能働力念劇ニ下降シ原しアナトキシン1ノソレヨリモ却ツア

低下セル値ヲ示シタリ。是レ20分煮沸ニテハL 1ムペヂン寸／ミナラス・本来ノ抗原性能働力モ亦

タ相官；度ニ破却セラ Jレ、コトヲ誼久 Jレモノナリ。

煮沸時間ガ20分以上45分ニ及プ迄ハ抗原性能働力ノ誠弱程度ハ明瞭ニシテ漸減セリ。

然Jレニ煮沸時間45分以上トナレバ 120分ニ及ピアモ抗原能働力／減弱シ行ク有様ハ非常ニ明白

ニアラズ。漸失僅徴ノ減弱トナリ行クコトガ示サレタリ（第1-2闘参照）。

以上ノ所見ニヨリテ賀挟的里Lアナトキシン寸ニテハ共ノ L1ムペヂン寸ヲ破却シ而カモ其ノ：本

来ノ抗原能働力ヲ聾損スルコトナクシテ従ツテ最大ノ抗原性被果ヲ顕現セシメント欲スルエハ

10分乃至15分ヲ以テ好適煮沸時間トナスコトヲ知Jレペキナリ。

結 論

1) 賓扶的里Lアナトキシン寸モ亦タ他／しアナトキシン寸類ノ：如ク Lfムペヂン1ヲ含有スルモ

ノナリ。

2）此 ｝ L 4ムペヂン寸ヲ破却スル鵡／必要ニシテ十分ナル（靖氏100度）煮沸時間ハ10分乃至15

分ナリ。

3) 出費原賓挟的lit毒素トコレヨリ得タ）l-Lアナトキシン1 トハ同一程度ノ Lfムペヂン寸ヲ含

有スルモノナリヤ否ヤノ疑問ハ｝｝I］ニ研究ヲ待ツテ鮮明セラルペシ。

4) 寅挟的里しアナトキシン1モ亦タL1ムペヂン寸準設ノ支配ノ下ニ属スルモノナリ。従テ賓

用上ニモ亦タLアナトキシン寸ヨリモ煮Lアナトキシン寸ノ方ガ一面毒力小ニシテ他商売疫放泉大

ナJレモノナ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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