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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elle Erforschung iiber die Gewinnung allge-

meiner aktiver lmmunit詰tmittels der kutanen 

Applikation der lmmunogene als Salben 

IX. Mitteilung : Ueber die Prazisionsmethode fiir die zahlenmおsige

Abstufung der spezifischen allgemeinen aktiven ・ lmmunitat 

und den dadurch bewiesenen Grad der lmmunitat 

bei der Salbenimmunisierung 

Von 

Dr. S. Ozu 

(A出 demLaboratorium der Kais. Chir. Uni,・ersitiitsklinik Kyoto 

(Prof. Dr. R. Torikata）〕

Zur Beurteilung der allgemeinen bzw. der Jokaler. Immunitat werder】 gewohnlichdie vorbe-

hande!ten Tiere einheitlich infiziert oder mit Toxinen geimpft, um zu sehen, wie vie! Prozent 

der Tiere am Leben bleiben u. dgl. Durch diese Methode !asst sich je<loch der Grad der 

Imm unit品tnicht prazis genug (zahlenmassig) abstu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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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re Priizisionsmethode fiir die zahlenmiissige Graduierurtg der Immunitat besteht nun 

darin, dass clie Tiere gerade in der Zeit, in welcher der Gehalt der Antikorper (z. B. des spezi-

fischen Agglutinins) im Blute fast die normaJen Vert泌ltnisseaufweisen, mit einer einheitlichen 

kleinen Menge spezifischer Antigene (Erreger od. Toxine) i. v. eingespritzt werden, um zu sehen, 

in welchem Masse die Tiere auf das Eindringen der Noxen hin rnit der AuslOsung der Antikδrper 

zu reagieren imstande sind. Durch die dabei festgestellte maximale Antikorpermenge wird 

niiturlich die crw’orbcne Immunitat zahlenmassig ausgedriickt. 

Somit haben wir die in der VIII. l¥Iitteilung erwahnten Kaninchen 140 Tage Jang unter 

gleichen Bedingungen gefiittert und konstatiert, dass cler Titer des Antityphus-Agglutinins im 

Blute u暗 efiihrin die Norm zu吋ckkehrte. Dann haben川 irjedem Tiere je 0,2 ccm einer 

Stanclardaufschwemmung von Typhusbazillen in die Ohrvene eingespritzt uncl die sich daran 

schliessende Antikorperausli.isung im Blute bis zum 2 5sten T乱geverfolgt. Die Ergebnisse der 

Untersuchung gehen aus der folgenden Tal〕巴Ileund A bbildung hervor. ' 

Tabelle I 

ー
Die Vcrschiebung d白 Antityphusagglutinintitersim zirkulierenden Blute l、urznach der Vorbe-

handlung sowie nach dem i. v. Eindringen der 1・yphnsbatillenam 14ost.’Tage, a白adem der 

Agglutinintiter ungefahr in die Norm zuriicl屯ekehrtw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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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Nebeneinandピrと； tellun~ des kurz nach der VorLehandlung im Blute ausgelosten maxim'.llen 

Agglutinintiters mit demjenigen, der sich an dns i. v. Eindringen der Erreger in die BlutLahn 

am 14ost. Tage nach der Vorbehandlung angeochlossen hat; unrl zwar in der Zeit, in welcher 
der Agglntinintit~r fast in die Norm zuriick~ekehrt war.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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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ge der Koktigensalbe in g. 

l=Die allgeme:ne Reaktion der normalen Tiere auf die perkutane Resorption 
des Typhubazillen-Koktigen,. 

Il=Do. der immunisatorisch vorLehandelt gewesenen Tiere auf das Eindringen 
spezi品単cherErreger in die Blutbahn. 

Zusammenf assung 

I. Infolge der sukzessiven Steigerung der Menge der Koktigensalbe, somit auch der zu 

schmierenden Hautoberflache wurde die sich daran schliessende _¥uslosung des spezifischen 

Agglutinins im Blute allmiihlich immer grosser, erreichte mit 6 g Salbe ein Maximum, um dann 

<lurch weitere Zunahme der Salbenmeng~ {und Hautoberflache) allmahlich immer kleiner zu 

werden. 

Auch bei der perkutanen Immunisierung ist, wie bei anderen Immunisierungsmethoden, 

eine optimale Grosse der Immunogensalbe sowie der zu schmierenden Hautoberflache fur die 

maximale Erzeugung der Immunitiit bestimmt, was bei der Ausfiihrung der Vorbehandlung 

1mmer berucksichtigt werden muss. 

3. Die sich kurz nach der Vorbebandlung ausgelOsten maximalen Agglutininmengen gin句

gen mit denen Hand in Hand, welche in der Zeit, in der der Agglutinintiter fast in die r¥om1 

zuriickgekehrt war, als 入usdruckfi.ir die allgemeine Reaktion auf das Eindringen der Erreger in 

die Blutbahn rasch ins Blut mobilisiert wurden (vgl. Fig. 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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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e sich im Blute abspiel巴ndeAuslOsung spezifischer九ntikorper,mit der die Tiere dem 

humo凶enEindringen der Noxen (Toxine bzw. Erreger) begegnen, ist sowohl bei normalen als 

auch bei immunisierten Tieren im Grunde genommen qualitativ die gleiche, nur dass die Anti-

korperauslOsu時｛－mohilisierung)bei den immunen Tieren eine entsd巾dengrossere ist als bei 

den normalen. 

5. Bei ein und demselb巴nImmunisierungsverfahren, z. B. der perkutanen Immunisierung 

mit der Immunogens:tlbe, driick巴nalso die kurz nach der Immunisierung im Blute ausgelOst色n

maximalen Antikorpermengen genau die Reihenfolge der zu erwerbenden allgemeinen Immunitiit 

aus, wie dies aus Fi胃・ I hervorgeht. 

6. Bei verschiedenen lmmunisierungsrnethoden ist dies jedoch nicht der Fall. Die dabei 

im Blute nachwe'.sbaren maximalen A.ntilめrpermengenrichten sich nach der humoral resorbierten 

(od. eingefiihrten) Antigenmengen und nicht nach dem Grade der erworbenen aktiven allgemei-

nen lmmunitiit. 

7. Der Grad der日irklicherworb巴nenImmunit<'it lasst sich nur dadurch prazis und zahlen-

massig ausgedriicken, dass die Tiere einheitlich mit spezi日schenErregem eingespritzt werden 

und dann die sich daran schlie蹴 nde~ntik6rperauslosu時 bei ihrem maximalen Wert gem儲 en

wird. 

8. Dank der oben erwι：ihnten Priizisionsmethode stelle es sich heraus, d:>ss die durch 6 g 

Salbe mit 3,75 ccm Typhusbazillenkoktigen herbeigefohrte allgemeine aktive Immunitiit keineシ

wegs derjenigen • der durch i. v. Einspritzung von 1,z5 ccm desselben Koktigens erzeugten 

nachsteht. 

9. Zahlenmassig ausgedriickt betrug die maximale AuslOsung des spezi白schenAgglutinins 

6400 am 7・Tageu. 1500 am 25・Tagebei den mit der i. v. Einspritzung des Koktigens vor 

140 Tagen vorbehandelten Tieren, 6400 am 7. Tage u. 1800 am 25. Tage bei den mit 6 g 

Koktigensalbe ebenfalls vorbehandelten. 
（人的refe凶）

緒言一賓験目的

第8報ニ於テハ禿疫操作直後ヨリ 1個月間＝瓦ツテ血中凝集素ノi宵長ヲ比較シタyレェ．軟背

貼用デハii~·；背景（従テ貼用皮l舟面積）ノ増大 ト凝集素産生量 トハ一定度（邸チ 6瓦）迄ハ連行上昇

シ，一定量軟膏（卸チG瓦）以上デハ却テ漸減シタ。2瓦軟背中＝含有サレテヰル発疫7f.量（1.25耗）

ノ静脈内注射デハ血中躍集素ノi牽生ハ軟膏ニヨツテ得タ最大量 （767）ヨリモ遁カニ大（2000）デ

アツタ。

本報告デハ是等援集索ノ11直ハ試獣ガ寛賞獲得シタル全身性自働完疫程度ト何ノ位迄一致スYレ

モノデアルカヲ吟味セントスルモ ノデアfレ。



小津；経皮全身免疫ノ賓験的研究 1559 

賓験材料

1）賓駿家兎

第昨良デ使用シタ家兎ヲ再ピ用ヒタn 針j照家兎トシテ何等免疫底世ヲ施サナイ新鮮ナモノ2頭

1群ヲ加ヘタ。

2) 腸Lチフス1菌液

昭和8年12月12日侮染病研究所製造ノ腸.Lチフス九ワクチン1ヲ使用シ久

3) 議集反鷹検査用標準腸窒扶斯診断渡

昭和8年12月4日後藤風雲堂製法ノモノヨリ従来ノカ・法ニヨツテ約1300詫ヲ作製シタ。含有量

ハ1耗中0.0007括。

費験方法

第8報ノ寅験終了後引キ績キ家兎ヲ飼養シ．売疫底置後140日目＝各家兎ノ血清凝集憤ガ略老

同程度，印チlOOf喜一200悟迄低下シタノヲ確メタ上デ本賓験ヲ行ツタ。然シ家兎18.liUノ中140日

間＝舞死シタモノJガ4頭（家兎番披第28,29, 37, 43）アツタノデ任意ノ2頭 （家兎番披第33，及ピ

46）ヲ除外シ．結局本貫験デハ封｝！資家兎ヲ合セテ7群， 1群2頭宛合計14頭ト シタ。

各家兎＝停研製腸Lチフス寸 Lワクチン寸0.2琵ヲ耳i静脈内へ注射シ，注射後25日間＝亙ツテ第

8報＝於ケyレガ如ク血清ノ凝集fflヲ決定シタ。

費験成績

賓験結果ハ第1表ヨリ第14表マデエ示サレタ通リデアル。 向ホ表中ニハ発疫操作直後ヨリノ

凝集憤ノ推移ヲモ記入シ．全経過ヲ観察スルニ使ナラシメタ。

第 1表 腸ιチフ ス寸菌ιコ クチゲ ；，， ，1.25まE静脈内注射ユヨノレ兎疫効果（家兎第27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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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表腸Lチフ ス1菌Lコクチゲン勺軟膏2叉貼用＝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第39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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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怖｜制｜怖；怖 i++l++i+'+

廿十｜＋＋ ＋ ； ＋ 

+:+i+ 

＋いl一
+ I一｜ ー

2400 138日｜＋｜＋｜＋

i 同；I=~~－
＋ 

ttt 

＋ 

tit 

＋十

tit 

4日

7日

廿十ti十tit f十十 ； 廿十ti十骨十品

川

品

川

IO日

一
－
－

＋ ＋＋ 

＋ 

＋ 

＋＋ 情；僻｜僻
情 l憎 ｜術 ｜＋＋＋

tit i .附 I++I+ I+ 

甘十十十十

tit 

tit 

十It

tt十

判十

廿f

tit 

15日

20日

25日

／
怨
過
日
鍛
及
ピ
偶
娯
楽
債

腸
「
チ
7

Z

L
繭
波
法
射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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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表腸Lチフス1菌Lコクチゲ，，，軟膏4叉貼用ユ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第36披）

軟
高
円
問
玄
貼
用
後
ノ
凝
集
償

腸
「
チ
7

ス
」
菌
「
コ
ク
チ
ゲ
シ
」

血清稀蒋度

30日

100日

JaS日

7日

11日

15日

20日

両ム｜加卜ooi200＼州5001加。｜吋十伽

25日 2100 

2100 

2250 

2200 

tt十l++l++l+l+I＋・一

++!++!+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一
件｜＋｜＋｜：｜：佐一

1+ 1+ 1+ 

軟膏姑用後第140日目＝腸Lチフス寸菌液0.2主Ei. v.注射

／
経
過
日
級
及
ピ
凝
巣
償

腸

チ

フ

ス
L

菌
液
波
射
後

一
】
斗
可
川
一

一

一

一

＋

＋

－

一

一

一

一
二
＋
＋
凶
い

一

一

－

＋

＋

＋

＋

＋

一

一

一

件

＋

＋

＋

＋

一

一

一

情

怖

朴

＋

＋

一

一

一

品

川

品

川

村

＋

＋

一

＋

品

川

悦

品

川

件

付

＋

品

川

品

川

悦

品

川

叫

川

＋

術

品

川

叫

川

叫

川

叫

川

＋

品

川

品

川

怖

川

骨

品

川

朴

品

川

品

川

品

川

悦

飾

品
川
品
川
品
川
飾
品
川
品
川

2150 

2200 

2100 

2100 

2050 

2100 

第 7表腸Lチ7λ，i保iLコクチゲン可i欽膏6叉貼用ユ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第42紋）

血清稀得度 120 140 I so ¥ 1001 200 4nr.叫15叫I8nn則l川。川。。1 1~側（）（＼120。＂001321\刷白川0001640018000 叫Hi白0川00 傍（支重） 

日＿：：＝I 

前｜血清 i++I+ + + 一一 ｜一ー一一一一一一 2200

7日 ｜町村什＋ ！ 一一 ｜ 。

腸ヂ軟膏 町柵付件＋ ｜＋＋ ーー一一 2同

＝~~ 
E占 15日 lttt!tt十件付＋ ｜＋ 一一一一一一一－ 2030 

画2 20日 ｜情j情＋＋＋＋＋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150

ゲ援草m 加目情i朴 ＋＋rt-，－ー l 一 → ーー 盟 70

こ 100日＋＋ ；＋＋＋ l ー｜ー l一一一一一一一－ 2350 

！ 叫＋＋ ！＋ + + 1 ー｜－ ！ －一一一一一－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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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膏貼用後第140日目＝腸しチフス1菌液0.2銘 i.v. i：主射

過島チ経I 

4日 ＋＋ ＋ ＋＋  ＋ ＋ 間｜［7日 廿十 廿十 ttt tt十 tt十 ttt ttt ＋＋＋＋ ＋ ＋一－ 2500 

10日 制f 廿十 tt十 ttt ttt ttt ＋＋ ＋＋＋ + - - 2470 

15日 甘f 甘十 骨折 廿十 甘十 ＋＋ ＋＋＋ + - - 2400 
液ピ

射注凝主長 20日 甘十 情 廿十 廿十 ＋＋ ＋＋ ++ ＋＋  ＋ 一一 2400

後債 25日 計十 廿十 ttt 廿十 ＋＋ ＋＋ ＋ ＋ ＋ ＋ 2450 

第 8表 腸Lチ フス1菌Lコクチゲ，.， ，［政膏6叉貼用＝ヨ ノレ免疫効果（家兎第45盟主）

血清稀樗度 80 10い0400 500 山卜6001200判州00:8山ベ需
前 血清 ＋＋  

＋同

2100 

5日 ＋＋＋ 2200 ＋＋ー

腸よ一政空
7日 ＋＋＋＋ ＋ ＋ ー 2150 

11日 甘f ＋＋ ＋＋ ＋ ＋ ＋ ー－ 2200 
ヲ，、 一スZ王 15日 甘f ＋＋ ＋＋ ＋ ＋ ＋ ー 2150 

商~E用占
20日 ＋＋ ＋＋ ＋ ＋ ＋ ＋ 2150 

ヨ後
ノ

25日 ＋＋ 2100 
とノ凝巣

＋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ゲ償 ::o日 ＋＋ ＋ ＋ ＋ ＋ ＋ 一 2100 
こ〆

明日：
L 100日 ＋ ＋ ＋ 2300 

138日 ＋ ＋ ＋ 2430 

軟膏H占用後第140日目＝腸Lチ7ス1菌液0.2括 i.、，．法射

4正｜ ＋ ｜＋ ｜＋＋

， 

一 ー 1-1-1- 2400 

7日 甘十刊十廿十甘十 2400 

10日情刑制十 ttt 廿十廿f 廿f 叶 廿t ++ + ー 2400 

15日廿f ttt ttt ti十 廿f 官f 甘十 tt十件付 ＋ ー 2400 

2(1日 村十 廿十 制十 廿十 廿十 甘十 tt十 ＋＋ ＋＋ ＋ ＋ ー 2350 

後債 2.）日 甘f 骨十 廿十 甘十 術情怖＋＋＋＋＋ ｜＋ 一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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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表腸Lチフス可菌Lヨクチゲ y，軟膏10叉貼用＝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第31~虎）

血清稀得度 j 20 j 40 j so I-1001. 200小ooisoo［附1600 仰い mり oooJ~燈叉重） 

前血清 ＋＋ ＋＋ +1-1-1一｜一 一 2200 

5日 廿f ＋＋ ＋＋ ＋ ＋ ＋ ー 一 2150 

唾等
7日 併 甘十 ＋＋ ＋＋ ＋＋ ＋ 一 2150 

チ 11日 官十 甘f ＋＋ ＋＋ 

日
一 2150 

70 
15日 廿十 ttt ＋＋ ＋＋ ＋ ＋一 一 2030 

ス貼支

20日 廿十 ＋＋ ＋＋ ＋＋ ＋ ー 一 2100 
コ後

25日 廿f ＋＋ ＋＋ ＋ ＋ ー 一 2200 ク／ 

チ凝
30日 制十 ＋＋ ＋＋ ＋ ＋ 2200 ザ身言

こ債 100日 ＋＋ ＋ ＋ ＋ ＋ 一 一 2400 

138日 ＋＋ ＋ ＋ ＋ ＋ ー 2650 

軟膏H占用後第140日目＝腸Lチ 7ス1菌液0.2姥 i.＇＂・注射

ttt i ++ 
＋｜ー｜ーl-l-1-1-1一

4日 ＋ ＋＋  2600 

7日 廿十 廿十 廿十 廿十 ＋＋ 2()00 ＋＋＋＋＋＋＋＋＋ー

}(I日 甘十 廿十 廿十 刊十 ＋＋ ＋＋ ＋＋ 

作｜
一 2500 

15日 廿十 ＋＋ ＋＋ ＋＋ ＋ ＋ ー 2450 

20日 甘f 廿十 ＋＋ ＋＋ ＋ ＋ ＋ ＋ ー 一 2480 

25日 廿十 甘f ＋＋ ＋＋ ＋ ＋ ＋ ＋ 一 2400 

第』O表 腸Lチフス1菌Lコクチゲン可状膏10叉貼用＝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第401務）

血清稀穆度 [ 20 40 Iリ02001 400 5001叫州2咋ooj4oooj6400sooo 。
、

前血清 ＋ ＋ 一 一 2200 

5日 甘十 ＋＋ ＋ ＋ 一 一 一 2200 

喧チ整円
7日 1tt 廿十 ＋＋ ＋ 一 一 2200 

11日 廿十 世十 ＋＋ 一 2250 
70 

15日 世f 廿f 2250 
ス貼I¥ ＋＋ 

20日 甘十 ＋＋ ＋＋ ＋ ＋ ＋ ー 一 一 2:!50 
コ後
クノ 25日 廿f ＋＋ ＋＋ ＋ ＋ ＋ 一 一 ー 2400 

ζ議債
30日 廿f ＋＋ ＋＋ ＋ ＋ ＋ 一 一 一 2450 

100日 ＋＋ ＋＋ ＋ ＋ ＋ ＋ 一 ー 2500 一

138日 ＋＋ ＋ ＋ ＋ +Fl-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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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膏貼用後第140日目＝腸Lチブス守菌液0.2Jt;Bi. v.注射

2500 

2450 

2400 

2480 

2450 

2500 

長 十 ・49-r干－；； ＋ I＋ ！＋ 問 寸－ト｜ー ｜一｜一｜一｜－

Iii ~~ 装賞；却日 1情 ｜情 ittl++l++¥++!+1－ト｜一｜一
後債 i ぉ日 i情 ；怖 ；＋＋ 1++1++1+1+1+1ー｜

第 II表 腸Lチアス寸菌.L コ ク チゲン 1軟膏18]\JI占用＝ 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第30~虎）

血清稀得度 i 20 ¥ 40 I州。仰 400J5oo[ soo［附1600 2000 32001400判8000160001 慢（叉重） 

靖 I#l+i+' I l;j 22500 

5日 甘十＋＋＋＋＋＋＋ 一一 一 一 ー ー 一 一 2200 

睡軟 7日 制 itt ++ ++ + + ＋一一 一 2150 

チ膏 1 11日 廿f itt ++ ++ ++ +i＋一一 2330 
7 

スR会占 15日 術情＋＋＋＋＋＋ －－  2200 

商用 20日怖竹村＋＋＋ 一ー ー ー 一 2100 

ク後 25日 甘十＋＋＋＋＋ ＋ ー i- ー 一 ー 一 ー 2300 
チノ

2250 

L 100日＋＋＋＋＋＋ 一一 2350 

I 138日＋＋＋＋十＋ 一一 一 2400 

軟膏H占用後第140日目＝腸」チフス「菌液0.2路 上v.注射

2450 唾ムi 4日 ，情 ｜情 ！＋
y~ ＇ 

3事I 7日！怖l情 廿十 世十廿十廿十＋＋＋＋ 一 一 一 2400 

ス！！.」 1 10日 i 甘十 ：甘十十廿十 世十廿f 廿十＋＋＋＋ 一一一 2350 

廿十＋＋＋＋＋・＋ 一一一 2400 
L 坦<I ' ; ' 

緊：15日情 ；怖 i刑
＋＋＋＋＋＋＋  一一 一 2400 

＋ ＋＋ ＋＋ ＋  一 一一 2380 

廿十

tt十

法凝i ： 
射集 i 20日 ；情：術
後償 1 ｜ 25日 ; tit l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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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表腸Lチ 7耳、郵Lコクチゲy 可軟膏18叉貼用＝ヨル免疫効果（家兎第制裁）

血清稀蒋皮 呈0
40 ! so… 州。判叫00,6400,8000 

前血清 ＋＋ ＋ ＋ 一 一 一 ー 21l50 

5日 ＋＋ ＋ ＋ ＋ ー ー ー 2300 

高チ撃円

7日 ＋＋ ＋＋ ＋ ＋ ー 一 一 一 ー 2300 

11日 キ＋ ＋＋ ＋ ＋ ー ー 一 一 一 2il50 
7 八
スJ( 15日 ＋＋ ＋＋ ＋ + Lム｜一

守ー 一 一 ー 2250 

20日 ＋＋ ＋ ＋ ＋ ー 一 一 2230 
コ用
ク後 25日 キ＋ ＋ ＋ ＋ 一 一 一 一 ー 2280 

こ~芽面I 
30日 ＋＋ ＋ ＋ ＋ 一 一 一 2300 

100日 ＋ ＋ ＋ ＋ 一 ー 一 一 2360 

一138日 ＋ ＋ ＋ ー ー 2400 

軟膏R占用後第140日目＝腸Lチ 7ス『菌液0.2路 i.v.注射

4日 ＋＋ ＋ ＋ ＋ +l-1-1-1-1-1ー｜－ ｜－ ｜一 ｜一 2380 

7日 世十 廿十 計十
件｜＋同一

一 2400 

10日 廿十 tt千 廿十 情官十甘f 怖＋＋＋＋ ＋＋  一 一 2350 

15日 甘十 制f 官十 2:l70 

20日 制＋ 官f 廿十 …特＋ + I -~ 2350 

25日 制＋ 世十 廿十 廿十＋＋＋＋＋＋＋ 一一一一 2400 

第 13表腸Lチ 7 ス可菌0.2挺静脈内注射無前慮置家兎ニ於 ケル血中凝集僚（家兎第69！皮）

血清稀蒋皮 j 20140 80 I山。｜十一ト000!1…
_!__+I+ +j 卜I-1=1-=l=I I -

- ¥ 2aoo 

岨J経I 4日＋＋＋＋＋＋｜一一一一一一－－－ 一 2250 

過 日怖い… ~~ 一 2200 

旨スフ品友 10日 術情 ttt 計十廿ttt+++++ 一 一 一 ー 2250 

議註Z緩書ピ 15日 制官？僻怖怖＋争＋＋ ＋ 一一
2150 

20日 制十甘十甘十廿十＋＋＋＋＋＋ 一 一一

‘’ 
25日｜僻怖怖＋＋ ++ + + +1-1一一、一一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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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表

血清稀得度

前血清

4日睡／
チ経 7日
7 過
ス日 10日

面支 15日
液ピ
法凝 20日
射後債渠

25日

日 本 外 科 賓 函 第 12巻第 6務

｜却140I 

:1:1:¥:¥:l=l=l=l=l=l=l=l=l=l=I ＝~ ： ： ： ： 
~I~~~~~~~ ~ ~~ 1~ ； 1; 1 =1; :: 

一 ！2100 

- ! 2050 

所見概括及ビ考察

以上ノ貫験結果ヨリ卒均援集債ヲ求ムレパ第15表及ビ‘第1岡 ノ結果トナル。

第 15表各免疫慮置＝ヨル免疫効果（平均凝集償）

漁防磁闘｜自｜ 附幣星空墜整叫 _Ii~詰
清 I5日j1 日 jn 日＼1s 日 ＼20 日 ＼:io 日 1:30 日 11or~ irn~ I言問

｜ 同名菌血~~~a*1後ノ経過 ｜同名
」 一 一 矧 1 ！~ 
4日＼ 1日｜川叫20s /zs日｜轄

E~：~1~ ~~；~ 
350l4800J3600i I SOUi 12001 鈎O• 一

貫験結果ヲ考察スルニ首リ第8幸I(＝於ケル寅験成績ノ大要ヲ再録スルト下ノkuクデ、アル。

1) 腸Lチフス寸菌」コクチグ ン1軟竹＇：2,4, 6, 10及ピ 18瓦ノ貼用ニヨリテ最高凝集慣ヲ示

スノハ18瓦ノ11日目ヲ除キ他ハ何レモ第15日目デアツタ。

2) 軟背貼附＝ヨノし各々ノ；最高凝集慣ハ2.4, 6瓦ト漸次増大シ6瓦デ最大トナリ. 10, 181i 

ト再ピ遁減シタ。

3) 軟・1'frfiヂ長モ優秀ナル 6瓦軟膏（しコクチグン1含量＝3.75括）トしコクチヂ ン＇ 1.25廷静脈

内注射トノ各最高凝集憤ヲ比較スルト 767: 2000デ静脈内涼射ノ；方ガ遁カニ強大デアツ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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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圏各種像防免疫~置＝ヨル全身免疫獲得程度ノ決定（第15表参照）；.唱 ，

/IV 

I＝腸Lチ 7 ス「箇Lヨタチゲン， ！.羽生f静脈内注射

I＝腸ιチ 7 ;r.，蘭Lヨクナゲン1軟膏 2京貼用

Ill= fii] Iニ 4玄貼用

W= 同 上 6瓦貼用

V= 川 上 10玄貼用、'l= 向 上 181(貼用

~:n ＝封照（無断i蕗置）

、＼
＼ 

～ ～ ー一一～ 『、。，v

'f 1:; 
25 20 

γ。
→ 同名筒ノ血中侵入ヨリ／経過日扱

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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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件
・
陥
咋
』
幽
凶
齢
、
減
努
忌
き割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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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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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免疫的所i底世直後ノ血清擬集関ガ低下シ時々正常1質＝近似シテ一致スyレノハ発疫操作後

約 140Hデアツタ。此際試!kノ槌重ノ鑓化ハ直々デアツタガ，ー般＝軟背重I；物ハ髄重増加ノ程

度ガ柏々ノj、ヂアツタ。（コレハ毒作用ノ大ナリシコトヲ意味スルモノデh ナクシテ，軟背貼附操

作ヤ細帯等ニヨツア動物ヲ不自dl.－＝－陥レタ結果デアラウ。）

サテ本被告ノ貰験ニ於テ売1交操作後1-±0日目 ＝－＇！、li二ノ如ク血中凝集i賀ガ略々正常ニ復師シタ

時ニ，菌液トシテ停研製腸しチフス 1」ワクチン寸0.:2詫ヲ静脈内へ一様＝注射シタ後ノi捷集憤ヲ観

yレト．下 ノ如キ結mヲ示シグ。

5) 各例共＝腸Lチフス寸菌液訣射後4日目＝於テ．平クモ既＝著明ナル説集素ノ増加ヲ認メ

第 7日目ニハ凡テノ試獣何レモ全経過中ノ；最高凝集憤＝達シタ。

fi.1 第 4日目ノ凝集慣ハ何レモ時々同程度ヂ，相互間差別ヲ認メ得ナカツタガ，第7日目ハ

6瓦秋？子及ヒ、l格脈内注射ノ二者ガ端然頭角ヲ現ハシテ何レモ6400デ最上位トナリ，次ハ4瓦秋背

ノ.5:.!0'),1凡瓦軟・］＇f’ノ 4800,lOk軟仇；及 ビnctliX・n；ノ3600ノllfl'i位トナツタ。針照無前i底世試獣デ

ハズツト1lofクテ2600デアツタ。

71 第10日目ハ何レモ下降脚上エアツテ， 61d次膏及ピ静脈内注射ハイriJレモ5200，弐ハ4瓦，

1>31L. :UL., 10瓦ノ＂闘ヂアツタ。ソノ 後ハ日数ノ経過＝従ツテ涯減シタヵー第25日目＝於テ6瓦軟

背動物最大1800,4瓦軟背動物1600，静脈内注射動物1500ノ！｜闘デ6瓦軟脊動物ノ：方ガ静脈内注射

動物ヨリモ大ナル擬集憤ヲ持続シタ。

,'¥'1 第 8~張デ売疫的前庭世直後 ＝：：.~芝生シ米ツタ血中凝集f買ノ比較ニ於テハ，静脈内注射動物

ヨリモ遁カニ下位＝アツタ軟骨動物，特＝：：.6JCT),;-jif (Lコクチグン1含量＝3.75詫）動物ハ静脈内注

射1.:.!5沌ト同程度（全棉1トシテハ同等以と）ノ擬集憤ヲぷシ，第7報ノ寅験結果ト全然一致シタ。

9) gpチ真個発疫獲得程度ノーた小強弱ハ如何ニ シテ決定セ ラルベキモノデアFレカト言フ事ガ

此ノ貰験結果ヂ碓貰ニ明白トナツタ。詳シク言ヘバ発疫l乙ヲ売疫獲得ノ目的デ，或ハ静脈内．

或ハ皮下へ注射シタル際ニハ共ノ大部分ハ直チエ全身血行中へ移行スyレモノデアルカラ，注射

直後＝於テ，比較的短時日エテ『J主射以前カラ有ル所ノ細胞内抗措」ノ；念、逮ナyレ動員カ‘行ハレテ，

従テ 7日内外デ．最大ノ特殊抗惜：ガ血中＝出現スルモノデアル。ソレヂアルカラ発疫操作ガ同一

デアルl湿り ニ於テハ，コノ動員ヲ促進スル能力ノ穴ナル抗原物質程，発疫的放巣モ亦タ大ナYレ

ノ理デアル。

10・ 発枝元 7•J•ki'l；トシテ皮肉ノ作芯ノ局所ニ塗擦貼HJ スペ時二ハ，大部分ノ宛疫元ハ皮内

細胞へ吸牧サレ，一小部分ノ ミガ直接ニ血行中へ移行ス1レ。従テ全身性＝細胞内抗措ヲ血中へ

動l4スノレ能力ハ品NJカラ.rfn.~~·へ注射サレタ免疫元＝比シノl、デア IL. 'o fjfーシ秋背貼用デモ元来局所

在直三五三テ14時I/HI人！？主査四三重些J乙カ吸収サLテヰル YデアJレカラ.3, 4個月後＝於ケル全

聖主主ιノ佐山！宣ハ可ナリ強大トナルモノデアル。

此ノ：事ヲ讃明スルエハ同名菌鴨！ ノ小量ヲ血中へ注入シテ以テソレ＝反！底シテ流血中へ動員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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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テ来ル所Y凝集素ノ値ヲ倫ス レパヨイノデアル。此際一定量ノ菌液 f血中侵入ニ針シテ此ノ

如キ援集寒~v動員ノ大ナルーモノ程『壁得そ三レ三ヰfレ売疫税度ガ大デアル』コトヲ立誰スルモf
デアル。

gpチ免疫操作ガ同一型式ノ場合ニハ健常~RJ\態＝於ケル特殊抗鱒動品力ノ大ナルモノf'r.免疫放

巣モ大デアルト乍lj定シテヨイガ，売疫操作ガ各々異l~場合ニ於テハ『健常Ilk態＝於ケル特殊抗

小津.HI主全身免疫ノ資験均研究

睡ノ動員能力ノ大小』ヲ以テシテハ疋首ナ Fレ午lj断ハ出来ナイ。此際ハ是非共同一要約ノードデ，卸

チ一定微量ノ抗原（同名菌）ノ血中侵入＝封シテ動Hサレ米ツタ抗惜量ノ大1J、ェョツテ，現＝礎

得サレテヰル尭疫程度ノ大小ガ始メテ精輯エ数字上ニ判定サレ得yレモノデアル。

然ラバ「発疫元軟干f ノ j表皮貼用』 ト言フ同－JJ;•J式＝ヨリテ全身売疫ノ獲得ガ企嗣サレタ

易会＝，軌官貼用エ績護シタル血中凝集素 ノ産生ト．尭.f~操作後約140日目ニ血中へ法入サレタ

同名菌液ノ一定小量＝封スル試獣ノ特殊抗韓血中動員量トガ，雨々果シテ良ク一致スルカドウ

11) 

換言 スレパ免疫元ノ発俊賦輿能力ノ表現二過ギザル『既存健常

援集素ノ血中動員』ト，既ニ貰際獲得サレタル白働発疫ソ Jモノガ直接＝表明サレタノレコトヲ意

味xJI.-『既存兎疫凝集素ノ血中動員」トガ，附々拠シテ良タ一致スJI.-：カトノ疑問ガ、起ルヂアラウ。

以上ノ疑問ノ解答エハ第15表ノ数字 ヲ針比スレバ十分デアルガ，更ニ之ヲ一目瞭然タ

カト言フi疑問ガ担ルデアラゥ。

12) 

ラシムペク曲線ヲ以テ第2悶＝示シテ世イ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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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健常動物／各種免疫元欧膏量＝封スル全身反際（rfit巾侵入免疫元量／大小＝封スル正常的反感＝免疫
元ノ免疫賦輿能力f表現セノレモノ）

I＝健常動物及ピ免疫動物／一定不著書抗原（同名商惚）ノ I血中侵入＝野スル特殊抗惚ノ動員力（＝賓際獲得
セラレ担控シ自働免疫程度ガ表現セラレ タルモ／）

→ H占周軟膏量（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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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闘デ曲線 I ハ健常動物＝向ツテ ~~民元軟背ヲ貼月j シ タ時人直後ヨリ現ハレ主化ツタ 『血

中最大健常凝集素jノ軟背用量＝準ズノレ推移デ、アyレ。 換言スレパ同一塑式ノ苑疫方法＝於テ各

売吃元量ノ免疫的能動力ノ表現ガ曲線デ示サレタモノデアyレ。

曲線 IIハ免疫家兎＝就テ最早ャ血中凝集素ガ正常慣ニ近似スルマヂ時日（約140日）ヲ経過シ

タyレ後＝於テ，小量（0.2詫）ノ同名菌液ノ血中へノー葬送入ニ割シ．「喰細胞内既存発技凝集素』

ノ念蓮ナル血中へノ動員ノ結果ト シテ，血中ニ護現シタル凝集素ノ最大慣ノ推移テアル。是コ

ソ卸チ獲得セノレ自働尭世ノ稜現ソノモノデアル。サテ此ノ雨者ハ軟背m量10瓦＝於ケル免疫凝

集素ノ動Hガ過少デアツタコト（第2岡曲線 II＝－於テ？ヲ以テ示ス）ヲ除外スレパ共他ハ全然一

致シテヰノレノデアル。

13) 以上ノ説明ヂ以テ， 予E疫方法ガ同一型式デアルナラパ， 発疫的操作直後ニ血中ニ現ハ

レタ抗韓量ノ大小強弱ハ，獲得セラルベキ自働発疫ノ大小強弱ト直ニ一致スル。ガ例：シ売疫的

操作ガ互＝異ツタ型式（例ヘバ甲ハ静脈内注射，乙ハ1欧管貼用乃至ハ径目的発庇ノ如キ）デア1レ

時ハ，3，制固月或ハソレ以上ヲ経過シ，血中抗腫ガE常＝近似シ来ツ タ時期＝於テ，血中へ侵

入シタル一定量ノ同名抗原（菌叉ハ毒素或ハ雨者ノ混合物）ニ向ツテ査身性ノ反際トシテ念蓮＝

血中＝設現シネ：1レ発疫的最大抗鯉量ノ大小ニヨリテ，獲得セル自働免疫程度ノ大小ヲ判定セザ

fレベカラザルモノデアルコトガ明白トナツタト信ズル。

14) 或yレヲモ疫元ヲ以テ動物ヲ底理シ． ソレ＝従テ血中＝現ハレ米ル同名抗鰭ノ大小ヲ以テ，

獲得サレタyレ特殊白働菟疫ノ大小ガ示サレタモノデアルカノ如ク考へ予kツタコトハ寅＝疋シク

ナイ。ソレハ発疫元ノ発吃元性能働力 ノ表現ニコソ過ギナイ。

15) 買賓確得サレタル特殊自働莞疫ノ大ノj、強弱ノ程度ヲパ数ヰ・的ノ比較ニヨリテ立謹セン

トスルナラバ，一定小量ノ同名抗原ノ血中選入＝封シテ，同個躍が急速ニ血中ニ動員セシメ得

むと主盟主とさ昼、三笠量三ぺ主主三三ア竺L竺 γ~里三里j開室里広三整）＇.ーと三~型空塑
スyレ方法デアル。

}()) 以上ノ如キ立誼方法＝鎌ルト軟背貼用ニヨル晶大全身発出ノ獲得＝向ツテへ Lコクチ

グン11.25詫ヲ含有スルI欧..，：~：(2瓦）ヲ 4.5糎lj三方ノ皮局面．へ3個所， :2-J時間貼用スyレコトヲ必要ト

スルc 此ノ際＝獲得セラルベキ特殊自働売店ノ程度ハLコクチゲン寸 1.25耗ヲ静脈内へ注射シタ

ル揚合ト同等以上デアルト考ヘテヨイ。血中最大凝集憤ハ7日目ニ何レモ 1:6400＝主主シタ。

17) 以上ノ如キ場合ニ於テ無i前i底世動物ハ鰹重平均10011；減少ヲ示シタ1レニ針シ，免疫サレ

テ居ツタ試獣ハ何レモ~5-751［ノ減少デアツタ。印lチ健常動物デ·，.， i'-J;カガ最モ弛i ク w用シタガ，

発疫動物デハ相互ノ問ニ大差ナキコトガ判明シタ。

結 論

1) 免疫操作直後上昇シタ血中ノ説集憤ガ再ビ略々正常1買ニ近似1 ス Yレ迄低下ス ！~－ ニハ約140

日ヲ要シタ。 此ノ時期ニ腸しチフス「しワクチン「 0.2詫ヲ静脈内へ注射スルコトニヨツテ，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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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モ迅建ニ多量ノi髭集素ノ血中産生ヲ対I＜.：シ，第7日目＝最高凝集慣ヲ示シタ。

'1.1 各々ノ最高凝集慣ヲ比較スルート， 6瓦軟膏ト静，眠内注射1.25耗トハ同一デ 6400，次ハ

4瓦軟骨ノ5200,18瓦軟背ノ必00,10瓦及ビ2瓦軟特ノ3600ノ！！贋ヂアツ久町チ第8似ノ賓験デ

士費カ三でif[＿ ~＿ア竺タ~＇！if坦坦ごをと予ーげ仁主宣監三五三竺竺鐙堕f狩盟主ナ三三三三三~ラ

ザル売疫ヲ獲得シテヰタコトヲ立諮スルコトガ出来タ。ソシテ此ノ結果コソ第7報＝於テ論述

シタ理山ニヨツテ買 F尭疫獲得程度デアル。

3) 発疫元軟膏貼用デ全身売疫ヲ獲得サセYレ揚合デモ， ’尭疫元ノ静脈内叉ハ皮下注射等ノ揚

合ト同ジク免疫元量＝ハ一定限度ガアツテ，此ノ階度ニ達シナクテモ， 或ハ此ノ限度以上デモ，

免疫獲得程度ハ小デアyレ。 家兎デ腸Lチフス寸菌」コクチゲ ン寸軟背貼用ニヨリ最大発疫ヲ得／レニ

要シタ軟官量ハ6瓦（従テ貼用皮！膏商積ハ4.5cmヨノ3悟）デアツタ。‘

4) Lコクチゲン－1,1次官貼用ラぎ索兎ニ於テ達成シ得yレ最大ノ：全身発疫程度へ其ノ軟膏ノ含有

スル」コクチゲン「ノ 1/3量（＝1.25姥）ヲ静脈内へ注射シタ揚合ト同等以上デアツタn

5) 凡テ獲得サレグル杢身性自働発疫ノ程度ヲ相互ニ精密＝敢字上デ比較セントスル場合

＝ハ，血清中ノ特殊抗鴨景ガ疋常値或ハゾレニ近ク迄低下シタyレ時期＝於テ，微景ノ同名菌樫

ヲ全身性＝注射シ， ゾレエ反感シテ血中へ動日サレテ来ル抗櫨ノ量ヲ数字上ニ記tシテ比較ス

ベキデアル。是ハ＠pチ獲得セラレタル自働尭疫存度ノ数量的精穏比較方法デアル。

(6) Lコクチゲン守ノ静脈内証射デ達成シ得ル最大全身免疫程度ト，しコクチゲン「1！次管ノ貼

用デ達成シ得11--最大全身売疫程度トハ如何十11--開係ニアJレカハ別ニ研究スベキデアyレガ，’併シ

動物ヲ障害スルコトナクシテ， Lコクチゲン寸軟膏貼用＝ヨリ，顕著ノ杢身性自働売疫ノ成立ガ

確詮サレタカラ，此ノ発疫方法ハート分ニ貫用上ノ1買値ヲ有スyレモノデアJ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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