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ergleich von BCG mit dem BCG-Koktigen in ihrem 
maximalen immunisatorischen Erfol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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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dem Laboratorium d. Kais. Chir. Universitiitsklinik Kyoto 

(Prof. Dr. R. Torikata）〕

Versuch I. 
Betreff end die Erzeugung des gegen Tuberkelbazillen 

gerichten Voluminin~ in den Lungen. 

Wir haben in d巴 rechteLunge normaler Meerschweinchen mit einem K6rpergewicht von 

ca. 300 g einerseits die reine Kochsalzaufschwemmung leb巴『1der BCG, andererseits das davon 

hergestellte Koktigen1> (ohne Zusatz von Karbolsii.ure oder dgl.) in variierten Dosen eingespritzt. 

Nach 3 Wochen danach wur<len die Presssii.fte sowohl der vorbehandelten als auch der nicht 

vorbehandelten Lunge ein und desselben Tieres auf den Gehalt am Antik6rper, der die Tuber-

kelbazillen voluminiert,2> gepri.ift. 

D}e Ergebnisse der Verst 
g巴henaus Abbildu『1耳 1herも’or． 

Abb. I. 

Vergleich von BCG mit dem BCG-Koktigen bei der maximalen Auslosung des gegen 
Tuber！ζelbazillen (Typus humanns) gerichteten Voluminins in der vorbehandelten (r.) 

sowie nicht vorbehandelten (!.) Lunge (Mittelwerte von je 3 eine 
Versuchsgruppe bildenden Meersch weinc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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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ge von BCG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e)lJ a]s Ausgangsmaterial 
von der BCG-Aufschwemmung bzw. dem BCG-Koktigen. 

1) 1 Prazipitomete巾 ilstrich=ca.0,0007 ccm. 

1) Zur Herstellung von BCG-Koktigen wnrde eine Kochsalza時 chwemmungvon BCG laut der 
Angabe von Hirawo (Archiv f. Japan. Chir. Bd. 10, Nr. 4) und Toη"kata u. Okumura (Zentralbl. f. Bakt. 
I. Abt. Orig. Bd. 137, 1936, S. 59) eine halbe Stunde lang bei 100°C gehalten und dann <lurch Tonkerze 
filtriert. ' 

2) Vgl. To月百ata,R. u. Sh.λToiri, Zeitschr; f. Imm. Bd. 39, 1924, S. 550, sowie 刀＇namakz~ Kekkaku, 
‘:Vol. 3, 1925,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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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ebnisse mit Besprechung. 

1. Trotz der sukzes宮ivenErt】ohungder BCG-Testdosis von 1 bis 9 I》razipitorr】eterteilstricher ) 

kor】nteder immur 

Art des Immunog'ens eine bestimmte Dosis, i.iber die h1inaus der immunisatorische Erfolg trotz 

weiterer Erhohung der Immunogendosis im Gegenteil herabgesetzt wird. 

2. Die optimale ECG」ほengefur die maximale Erzeugung des spezifischen Voluminins in 

den vorbehandelten r. Lungen lag zwischen 3-5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en bei der Kochsalzauf-

schwemmung lebenc!er ECG unc! zwischen 5-9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en beim ECG・Koktigen

(1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ca. 0.0007 ccm). 

3. Somit ururde b側 iesen,dα88 der imm叩 .isαtorischeEザolglebender BOG仇 keinerWeise 

den des BCG-Koktigen8 Z'U品ertrそffenimstαnde ist (vgl. die beiden korrespondierenden Kurven 

I u. III sowie II u. IV in c!er Abb. 1, c!ie die Verschiebung des Voluminins in den r. resp. 1. 

Lu時enc!er BCG-bzw. der ・Koktigen-Ti児reveranschaulichen). 

4. Die Minderwertigkeit der Kochsalzaufschwemmung lebender BCG als eines Tuberkulose-• 

Immunog~ns gegeni.iber dem c!avon stammenden BCG-Koktigen liegt natiirlich in der wesen-

tlichen Natur der beiden Immunogenarten. 

5. Die wesentlichen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beiden Immui:Jogenarten bestehen namlich 

im folgenden Verhalten : 

1. BCG produziert und enthalt, wie schon bewiesen (Hirawo, Ok'Umurα，I. c.), das 

Impedin, das die immunisatorischen Vorg品ngeim Organismus hindert, wahrend das 

BCG-Koktigen vom Impedin v6llig befreit worden ist. 

2. Bei BCG-Immunisierung wird Hauptgewicht auf die Bazillen selbst gelegt, wahrend 

beim kρktigen auf c!ie im九Nassergelosten dispersen Teilchen von Bazillensubstanzen 

(Toxinen). Dabei stelit esαusserαllen Z問ijelnfest, dαss die uirklichαls lmmunogen 

dienenden Agentien nicht die Erregerleiber selbst, soηdern die dαvonαbgegebenen 

U＇αssedoslicheη kollbidαllen Teilchen sind. 

3. Eine BCG-Aufschwemmung bestebt gewijl:mlich nicht aus. reinen Erregern, sondern 

sie ist eine Mischung von Erregern und wasserloslich巴nhakteriellen Substanzen, von 

denen nur c!ie letzteren wirklich als Immunogen funktionieren, wahrend die Gegen-

wart reiner Erreger (BCG) im gel6sten Immunog巴ndie Entstehung der Immunitat, 

wie vielfach von der Schule Torikatαs bewiesen,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e hindert. 

Dag巴g巴nenthalt das BCG-Koktigen keinen einzigen Erreger. 

6. Will man immtr noch beim Erreger ECG selbst bleiben, so wird man enttauscht werden, 

wenn man prtift, ob frisch von einer BCG-Aufschwemmung abzentrifugierte Erreger bei der 

sofortigen Verwenc!ung ebenso gut wie die primare BCG-Aufschwemmuog, die natiirlich eine 

grosse Menge wasse尚 slicherMikrobensubstanz<in als Ha叩 tbestandteileenthalt, wirks•m sei. 

Die Idee, class lehencie Erreger allein, ohne an die wasser16slichen Mikrobensubstanzen als 

die echten Immunogene zu denken, die aktive Immunitat auslδsen sol!en, muss endlich einmal 

vollig verlassen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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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uch II. 

Betreffend die allgemeinen sowie ortlichen Widerstande der durch 

BCG・・lmmunogenevorbehandelten Meerschwein gegen die 

iv. Einfiihrung lebender Tuberkelbazillen. 

Wie bei~ Versuch I hahen wir in die linke l',unge normaler Meerschweinchen die 

Kochsalzaufschwemmung leben<'ler BCG bzw. das BCG司 Koktigenin variierten Dosen eingespritzt. 

Danach haben wir am 22. Tage siimtlichen Tieren 1,0 ccm einer Standar<'laufschwemmung 

le bender’Tuberkelbazillen (Typus human凶） in die Halsvene eingefiihrt, um <'lie Tiere allgemein 

tuberku¥Os zu infizieren. Nach einer Pause von 5 ¥Vochen haben wir dann die Tiere am 36. 

Tage getOtet! um verschiedene Argumente der erworbenen aktiven Immunitat zahlenmassig in. 

Betracht ziehen zu konnen. Die Ergebnisse der Verstiche, Mittel werte von je 5 eine Versuchs-

gruppe bildenden Tiere, gehen aus Tabelle I und Abbildung 2-5 hervor. 

Tabelle I. 

Die Nebeneinanderstellung der immunisatorischen Erfolge von BCG und der 

von BCG-Koktigen (Mittel、,vertevon je 5 Tier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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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e Zunahme cies auf 100 g cies Korpergewichts eingestellten Gewichts der Organe iiber die Norm 

bei tuberku!Os infizierten Tieren (Prozentwert). 

2) 1 Priilipitometerteibtrich=ca. 0,0007 ccm B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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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2. 

Vergleich von BCG mit dem BCG"Koktigen betreffend die Korpergewichtszunahmen 

der Versuchsmeerschweinchen wahrend 35 Tage nach der iv. Einfiihrung 

lebender Tuberkelbazi!len zur Infektion {vgl. Tab. I). 

J =lmmunisierung <lurch BCG selbst 

Il=Do. <lurch BCG-Koktigen. 

→ BCG in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en {l=ca. 0,0007 ccm Err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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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3. 

Vergleich von BCG mit dem BCG-Koktigen im immunisatorischen Erfolge betre仔end

Gewichtszunahme der r. direkt vorbehandelten Lungen (vgl. Tab. I). 

l=Immunisiemng <lurch BCG selbst. 

II=Do. <lurch BCG-Kok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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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4. 

Vergleich von BCG mit dem BCG-Koktigen im immunisatorischen Erfolge betreffend 

Gewichtszunahmen der 1. nicht vorbehandelten Lungen (vgl. Tab. I). 

、

l=Immunisierung <lurch BCG selbst. 

Il=Do. <lurch BCG-Kok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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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G in Priizipitometerteilstrichen (l=ca. 0,0007 ccm) 

Abb. 5. 

Vergleich von BCG mit dem BCG-Koktigen im immunisatorischen Erfolge 

bet re仔endGewichtsrnnahmen der Milz (vgl. Tab. I). 

l=Immunisierung <lurch BCG selbst. 

Il=Do. <lurch BCG-Kok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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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G in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en (1=0,0007 ccm) 

Ergebnisse mit Besprechung. 

1. Es stel¥te sich wiederum heraus, dass all巴 in B巴tracht gezogenen zahlenmassigen 

Kriterien ftir die Beurteilung des Grades der erwort】enen aktiven Immunit五ttrotz sukzessiver 

Erhδhung der Dosis von BCG einerseits昆lslebenden Erregern, ander巴rs巴itsals davon herge-

stelltem Koktigen nicht unen<lli「hgesteigert werden kδnnen, sondern von einer gewissen Grenze 

ab trotz weiterer Erhohung der Immunogen<losis betrachtlich verkleinert werden. 

Somit haben wir die ganz巴n Phasen, die aufsteigende und die absteigende, bei der 2. 



続

Erwerbung der aktiven Immunitat verfolgt und dadurch festgestellt, "das der Grad cler durch BCG 

selbst zu erwerbenden Iminunitiit keineswegs den der clurch BCG-Koktigen herbeizu tihrenden 

ubertreffen kann (vgl. Abb.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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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6. 

Vergleich von BCG mit dem BCG-Kolζtigen im immunisat。rihen Erおlge

betreffend Gewichtszunahmen der Leber (vgl. Tab. I). 

l=lmmunisierung <lurch BCG selbst. 

II=Do. dur~h BCG-Koktig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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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G in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en (l=ca. 0,0007 ccm) 

3. Somit ist der Nachweis erbracht worclen, dαss die imm’'Unisiei・ende Wirkung切nBOG 

.selbst gegenuber der des BCG-Koktigens ein"eαbsolut kleinere ist. 

4. Dies ist natiirlich, wie scbon beim Versuch I besprochen, darauf zuriickzu iihren, dass 

・die wesentliclie imm・unogene 8-ubstanz niclit in BCG selbst, sondeγη in den wαsserloslicheη 

.koktost.αbi・Zenmikrobi・otis<ji.enKqlloidα［leilehen zu sehen ist, dass c!ie Gegenwart rnn BCG in den 

davon stammenden Dispersoiden die Entstehung der Immunitat gewissermassen hindert und dass 

1ebende BCG so~ie '!ative BCGふ1bstanzen<las Imped印刷halten,das ja, wie von der Scbule 

Torikatas schon seit 1917 zur Geni.ige bewiesen, di巴 irnmunisatorischenVorgange im Organismus 

.bindert und deshalb von jedem lmmunogen prinzipiell g山 1cllichbeseitigt、,verdenmuss. 

Eine BCG-Aufschwemmung ist nati.irlich eine Mischung von Err田egern und dispersen 

・ mikrobiotischen Substanzen, von denen nur den letzteren di巴immunisierendeWirkung zukommt. 

Versuch III. 

Ueber die Toxizitat von BCG und BCG・Koktigen.

Wir haben normale Meerschweinchen durch abgestufre Dosen von ECG resp. dem davon 

hergestellten Koktigen immunisatorisch vorbehandelt, indem die Immunogene in der Menge von 

je 0,5 ccm einen Tag um den anderen 2 ma! direkt in die rechte Lunge eingesp1itzt werde'n. 

Am 22. Tage nach der 2.' praventiven Injektion hab巴nwir die Zunahmen des kδrperg令

wicbts der BCG-resp. der Koktigentiere noch vor der tub巴rkulosenInfektion festgestellt. Die 

Er宮ebnisseder Versuche, Mittelwerte von je 5 Tieren, gehen aus Abbildung 7 her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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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7. 

Die Zunahmen des Korpergewichts der BCG・resp.der Koktigentiere am 

22. Tage nach der intrapulmonalen praventiven Injektion der 

Immunogene (Mittelwerte von je 5 T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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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fund bei BCG-Tieren . 

II= Do. bei BCG-Koktigentieren. 

→ Menge von BCG im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e (l=ca. 0,0007 ccm) 

Ergebnisse mit Besprechung. 

849 

1. Die grosste Korpergewichtszunahme ist sowohl bei BCG selbst als auch beim BCG-

KGktigen <lurch 5 Priizipitometerteilst巾 he(=ca. 0,0035 ccm) Erreger (als Ausgangsmaterial) 

herheigefiihrt worden. Dabei betrug die Maximalzunahme 41 g bei BCG und 45 g beim BCG-

Koktigen, wiihrend s凶 dieder normalen Kontrolltiere ohne priiventive Vorbehandlu時als21 g 

envies. 

2. Aus dem Vergleich告 derKurven I un<l II der Abbil<lung 7 geht auch einwandsfrei 

hervor, <lass die Toxizitiit von BCG eine kleinere ist a!s die des korrespondierenden BCG-

K9ktigens und dass die eigenartige Wirkung jedes von Tuberkelbazillen stammenden Immu,no・

gens, das Korpergewicht <ler Tiere mehr oder weniger iiber die Norm zunehmen zu lasョen,1>

eine deutlich grossere ist beim BCG-Koktigen als bei BCG selbst. 

Ueber den Parallerismus der in vitro bzw. in vivo・ nachweisbareh 

Eigenschaften der BCG-Immunogene. 

Dass die verschiedene serologische Reaktionen in vitro herbei iihrencie Antikorper im、Blute

resp. im Gewebe erzeugende Eigenschaft eines Immunogens mit seiner in vivo immnnisierenden 

als identisch au（~efasst werden kann, wurde schon vielfach nachgewiesen.2> 

Wenn wir einerseits <lie maximale, in der r. sowie 1. Lunge ansgeloste Volumininmenge 
、

(Verst h I), a吋 ererseitsdie mai‘：imalen Kriter 

und der Leber {Versuch II) derjeni寓enl¥Teen 

satorischen Vor.b巴h乱ndlungdurch BCG bzw. BCG-Kol主ti耳eneinheitliche Dosis leber】derTub巴rkel-

t沼zillenin die Ha!svene eingefiihrt worden war, nebeneinanderstellen, so ergibt sicb Tabelle II. 

1) Vgl. Tonlmta, R. u. Y.ルiamakz',Beitriige四 rKlinik <ler Tuberkulose. Bd. 68, 1928, S. 316-

319, Amkz", Ch. Archiv f. Japan. Chir. Bd. 8, 1931, S. 984_ Takayasu, A., Kekkaku, Bd. 16, l!J:l8, S. 133. 
2) Vgl. '・ S_ .A弘正σ＇／｛<I~M, Zeitschr. f. Imm. Bd. 39, 1924, S. 575 sowie Tonkata, R. u.βf. Yosliitom1~ 

daselbst Bd. 67, 1930, S.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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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lle II. 

Vergleich von RCG mit dem BCG-Koktigen bei ihrer maximalen antigenen resp-

immunisierenden Wirkung~Parallerismus d'er vitroantigenen und 

Aus宮angsmaterial
der lmmunogene 

Aufschwemmung von 
句・ 0,0021ccml J 

lebender BCG 

Koktigen aus ca. 
0,0035ccm幻 BCG

vivoimmunogeren Eigenschaften der BCG-Jmmunogene. 

D託 T岨berkelbazillen in I Kriterien <ler Widerotiinde gegen die iv. Infektioi;i 
vitro voluminieren<le ',Yir-I der Tuberkelbazillen°1 
lζUI 

手？宍n (Voluminatiom 
maex; lw五h問 n<l 35 J abnahmen d!!r 

山 l ).4J jiu£！~ti~~ch derト.Lunge J I. Lun伊 J Milz J' Leber 

123,7 I .122,0 I 99 I 64 I 48 I 55 I 48 

ト一一一 l一一一l一一一一l一一一」－－
124,8 I 122,8 I Ill I 73 I 57 I 67 I 67 

1) 3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e. 

2) 5 Prazipitometerteilstriche. 

_ 3) Vor 3 Wochen durch die direkte parenchymatose Einspritzung von BCG r白 p.BCG-Koktigen 

vorbehandelt. 

4) bezieht sich auf die linke, nicht direkt vorbehandelte Lunge ein und desselben Tiers. 

5) Siimtliche Tiere, bei denen die r. Lunge 3 Wochen vor der iv. Einfiihrung der Tuberkelbazillen 

wie unter 3) angegeben voi:behandelt worden war, wurden am 36. Tage nacb. der tuberkulosen Infektion 

abge!Otet. 

Ergebnisse mit Besprechung. 

‘1. Der Grad des Voluminationsindex bei den Presssaften der Lungen ging ausnahmslos 

parallel mit den z'lhlehmassigen Kriterien fiir die Beurteilung der Widerstande hei der allgemeinen 

Tuberkulose mwohl des ganzen K6rpers (K6rper宮ewichts) als auch des einzelnen Organs 

(relativer Gewichtsabnahmt .infolge der minimal vor sich gehenden entziindlichen Prozessen). 

2. Diejenigen Mengen von BCG resp. BCG-Koktigen, in den Lungen das spezifische 

Voluminin ad maxinum zu erzeugen, fiihrten namlich auch die grossten antituberkulOsen Wider『

stande nicht nur in den einzelnen Organen, sondern auch im ganzen Karper herbei'. 

3. Dabei war die Wirkung von BCG-Kokti再enbei allen Kriterien iibereinstimmend eine 

betrachtlich g山 sereals die von BCG selbst, wie d悶 schonbei Versuch H auseinandergesetZt 

worden is人

4. Die antiLUberkulOsen {antiinfektiOsen) Widerslande eines ganzen Organismus oder eine; ・ 

beliebigen Gewebs {Or』~ans) sind selbstvcrstiindlich cler Gesamtheit der zellularen und humoralen 

Tatigkeit zuri.ickzufiihren. Sie gehen je<loch mit d巴m Gracie der in vitro nachweisbaren 

serologischen Phanomene, wie z. B. Volumination, Agglutination etc. vollkommen parallel. 

Zusammenfassung. 

1. Bei der Erzeugung des spezifischen Voluminins in den Lnngen, der vorbehandelten 

rechten und der nicht vorbehandelten linken ein und desselben Meerschweinchens, ergab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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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G-Koktigen immer grδssere Resultate als die korrespondierenden BCG-Erreger selbst. 

2. Die <lurch das BCG-Koktigen herbeige Uhrten Widerstande des ganzen Kor戸rssowie 

einzelner Organge, Lungen, (Leber um! Milz) gegen die tuberkulose Infektion waren ceteris 

paribus a.usnahmslos grδssere als die durch ECG. 

3. ECG als-solche waren in keiner Weise, d. h. trotz alien moglichen Aenderungen der 

Testdosis, imstande, die antigenen sowie die irnmunisierenden Erfolge vom BCG-Koktigen zu 

ii be巾 effen.-Die mαxma仇 d・urchBOG 1叫L e?'reiclibaren, imm・un1satorischen 'Fofolge包!eren

tαtsachlich iceit kleiηereαls die d・ureh dαs BCG-Koktigen l1erbeigefuhrten. 

4. Andererseits hat sich das ECG・Koktigenals weniger toxisch wie ECG selbst erwiesen 

(Versuch III). 

5. Dieαbsolate Mindericertigkeit von ECG gege凶 berdem BCG-Koktigen erkliirt sich 

α悩 derImped仇theoriewui der Koktigenkhre betreffend das W esen der miかobiotischen

immunogenen Substαnzen. 

6. Die in vitro nachweisbare antigene Wirkung (1) bzw. Antikδrperwirkung (2) und <lie in 

vivo konstatierbaren Wirlerst品川egegen die homologe Infektion (3) gehen immer Hand in Hand, 

wenn nur die Priifungen tadellos gemacht worden sind. Die Befunde !assen sich somit einander 

kontro!lieren. 

7. Dass die自xeldee, die Tuberkulose-Immunitat bei l¥Ienschen am besten <lurch lebende 

ECG erzielt werden soil, verlassen werden muss, kann natlirlich aus dem alleinen Gebrauch von 

ECG nicht hervorgehen. Kontrollversuche mit dem Koktigen sind dabei unbedingt erfor<lerlich. 



BCG生菌液ト BCGLコクチゲン1トノ

免疫殺果ノ比較

〔京都帝園大事密接部外科挙研究室（鳥海敬授指導）〕

密事士藤原紫郎

第 I報肺臓内注射ニ依リテ産生セラレタル

抗結核菌増容素ノ比較

緒言

『結緩症＝撃すスル兎疫ハ生菌＝依リテノミ達成セラレ得』ト考フル者アリ。然レドモ人型生結

接菌ハ此ノ目的＝向ツテ到底入額ニハ利用スベカラザルヲ以テ，牛型菌ヲ捷性セシメテ病原性

ヲ消却シ，人類ノ結緩ヲ漁防スルニ遁セシメグリト唱ヘラ JI.-JI.-モノニ所謂 BCGアリ。

烏潟教授ノ準設ニ擁レバ細菌ハ発疫護生ヲ阻害ス Ji.-I...イムベヂン「ヲ産生シ，コハ菌骨豊中＝モ

又ハ水溶性菌物質中ニモ含有セラ J~ Fレガ故ニLイムベヂン可ヲ破却シグル免疫元＝非ザル限リ，

L生繭寸或ハ」生態主近キ死菌乃至菌物質す＝テハ発疫ノ費生ハ阻害セラルルモノナリ。

マグ同教授ノ準設＝ヨレパ発疫元トシテ作用主 JI.-モノハ水溶性菌物質＝シテL菌瞳ソレ自身寸

＝非式発疫元中エ菌瞳ノ混在スFレコトハ却テ発疫殻果ノ護生ヲ阻害スルモノナリ。此故ニ理

想的ナル細菌性免疫元ハ無Lイムペヂン·1~菌樫性細菌性物質（毒素）グルベキコトニ蹄着ス。是

卸チしコクチヂン「ナリ。

然ルニ BCGハLイムベデン1ヲ生産シ，而シテ此ノ」イムベヂン「ヲ完全＝破却スyレ100。C ノ

加熱時間ハ30分間ナルコトハ既＝卒尾1札奥村吉文民等エヨリテ碓詮セラレグリ。

的テ本報告＝アリテハ ECG生菌液トソレヨリ製出セラレタ JI.-I...コクチゲン Tトニ就ア企旦Z
達成シ得ル限リノ最大免疫程度ニ立脚シテ雨者ノ免疫数果ヲ比較ス JI.-所アラントス。

賓験材料

1) 賓駿動物

揖草300瓦内外ノ健常雄海J冥

2) 克疫元

A) BじG 生菌液

BCGヲ5%」グリセリン「加肉汁ニテ37°C28日間培養セルモノヨリ’採取シ，戒機乳鉢＝入レ，

附着セル肉汁ヲ滅菌描紙＝テ吸牧シ去リ徐々＝－0,85%食縄水ヲ加ヘツツ強キ力ヲ加フルヨトナ

ク約1時間良ク摺リ潰シ，菌浮滋液ヲ作リ．消毒脱脂綿エテ2同透過セル後滅菌硬質硝、子球ヲ入

レグ J［...硬質刷、子製共口瓶＝移シ，振漏接世ニテ約1時間振費量シ菌i夜ノ肉眼的＝均等性トナリ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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ルモノ＝シテ石炭酸等ヲ混和セサツLモノナリ。

菌液ヲ作Jl.-.＝首リ烏向教授沈澱計＝テ3000廻特30分間違心シ，含菌量ガ 1度目， 3度目， 5度

日及ビ9度目ナJt.-4種ヲ準備セリ (1度目＝約0,0007詫）。

BCG Lコクチダン’B) 

上記4種ノ BCG浮説液ヲ I00°Cノ重湯煎中＝テ30分間煮沸シタル後，菌韓ヲ遠心沈澱セシ

メ，ソノ上澄ヲ更＝向土櫨過器zテj慮過シタルモノナリ。此ノ場合モ1i茨酸等ヲ含有セシメズ。

1度目 BCG 菌液＝ヨ ｝~海狸肺臓内抗結按菌培容素Jj量生

ECG菌液ヲ0,5括宛隔日＝2同 （金量1,0詫）j建常k陸海摂ノ右側肺臓中へ直接ニ注射シ最後ノ注

射ヨリ3週間ヲ経過シグ Jl.-後，間jノ！堅出液ヲ得テ抗結核菌培容反際ヲ検シタルニ3頭平均値トシ

1責験第1

テ第1表ノ所見ヲ得グリ n

賓験第21度目 BCGLコクチゲシ寸二ヨ ｝~海底肺臓内抗結綾菌培容素J産生

第2表 1度目 BCGLコクチゲン勺1.0路ヲ海狽

右仰l肺臓へ注射シ3週間終週後，左右

肺臓膝出液＝ヨル結核菌槍符反聴

｜ 靖容 品名
flJ，利｜

lタsI槍強度

7・1 I 4.11100 I 
7.0 I I I 

8.7 I 'I ! 
8.8 I I i 

8.2 
8.2 

8.4 
8.7 

質験第1ト同一政式ニヨリ増容｝支際ヲ検シグルニ第2表ノ所見ヲ得タリ。

第 1表 1度目 BCG生菌液1.0銘ヲ海狽右側

肺臓へ注射シ3週間経過後，左右肺臓

座間液＝ヨル結核菌種谷反臨

。

122.2 i 1.6 

120.6 51.0 

n
u
A
U
Z
A
O
a
o
J
Aせ

T

A

T
－A
司

EA

唱

i

’i

51.7 

8.9 
8.8 

8.4 
8.3 

8.7 

s.6 ・I 

tt：~tl海狽吋ヰ，~j 蹴

tr. 肺
慶尚液

"ti 肺
E益出液

Nr. 60 

Nr. 62 

Nr. 63 

Nr. 60 

Nr. 63 

l 
2 

。dd
笠

v
b
a
u

同

d
Q
U

：~：I；浮z泉番鋭

』－一－色白己主王L

~ I~ ： l~w: i !! 1 J,,,, 

。

1.1 

120.2 54.8 

Nr. 63 

、、，JE
 

Jus 

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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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v 
A
V
 

噌
咽
，

｝

Mm ＝
 

ハ
リロズ

積
地
・

線

二
ノ
A
J
t

菌

下

一
間
以

レタレ－7 
奥1) 

3度目 BCG菌；夜＝ヨル海狸肺臓内抗結按菌培容素ノ：産生費験第3

貫。験第1ト会ク同一様式zヨリテ増容反雁ヲ検シタ JI.-ニ第3表ノ所見ヲ得タリ。

3度目 BCGL コクチゲシ「二ヨ ｝~海理肺臓内抗結綾菌士宮容素Jj室生

前貫験ト全ク同一様式エヨル検査ノ結処ハ第4表ニ示サレタリ n

賓験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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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表 3度目 BCG生菌液1.0姥ヲ海狽右側j

肺臓へ注射シ3遡問終過後，左右腕臓
駆出液＝ヨル結核菌稽符反感

沈澱計l I ~レアゲ｜ I I 智容率
11制冥番樹ンス守 ｜菌討を ｜線利 ー i一一一

番銃 ｜ 1 <0.5括）｜ I ; % 何日温度

；｜了：：°l~I! ", ! ~~士
! I Nr. 04 ! I rn：~ I ; I 
5 i ,.,_ a" I友肺 I11.o I 64.且 I,.,2.1i ! o 6 I山・ Uリ 11区出液 In.o , v•・－..； l .i,.,.,,u.v I 'V 

~ 1 Nr. f.7 j I ~g：~ 
9 ' I 
10 I Nr. 64 10. 

11 Nr. 66 右腕
12 E区出液

11.3 65.3 I 123. 7 I 1. 7 

I’ Nr. 67 14 10.7 

第 4表 3度目 BCGLヨタチゲン寸1.0路ヲ海狽
右側肺臓へ注射シ3週間綾過後，左右腕

臓駆出液＝ヨル結核菌喝容反感

沈澱計｜ I Lレアゲ｜ I i 稽容準

番競 l海狽糊Jco~5主）I蹴 l総和片両面
~ I I NaCl I ~：~ I川ooI 
3 I I 

11.0 I 

6 Nr. 70 tr. 肺
10.5 

E堅出液
10.5 64.2 122.3' 0 ． 

・7 Nr. 71 10.6 
8 10.8 

9 
Nr. 69 10 10.8 

11 
Nr. 70 右柿

12 慶尚液 10.7 65.2 124.2 1.9 

13 Nr. 71 14 10.9 

賓験第55度目 BCG菌波zヨJI-海理肺臓内抗結按菌培容素J産生

貫験結果ハ却5ぷ＝示サレグリ。

茸験第BF度目 BCG」コタチゲシ寸Z ヨル海翠肺臓内抗結按菌培容素J産生

寅験結J!lハ第6表ニ示サレグリ。

第 5表 5度目 BCG生菌液1.0)ig7海狽右側肺
織へ注射シ3週間絞過後，左右肺臓

E露出液ニヨ Jレ結核菌持君主筆反謄

説；i股計i ' Lレアゲl : I 噌符率
i jf；！~冥番披｜ ンス寸 ｜菌告を l線利 1 I 

番披 l i (0.5姥）｜ : I% ｜格強度

I ' aCI ! 8·•5 I 17.0 I 100 I 2 I I 持弓 ｜ I I 

3 ! I 4 i Nr. 72 9.9 ! I 

5 Nr. 74 定肺 1.0.5 。
8 Nr. 75 10.6 I : 10.8 i 

9 I 
11 10.0 

12 Nr. 74 I右肺 10.4l医師 10.7 刷則。
rn 14 Nr. 75 10.8 

10.S 

9 

っ；！？？刊叫十手日 I~首長
:rt~~~日白l！川9.5 

9.5 

NN一
5678一

拘d』7
円dQO

9 
Ne. 76 10 

11 
Nr. 77 12 

13 
Nr. 78 14 

左摩←
出－

相配｜｜一

右 l防
Jn出液

削一

則一

nM832－ 
0900一

9.8 
9.7 

ig：~ I fi0.3 I 124.S ! 2.0 

io.a 
10.3 

賓験第7 9度目 BCG菌液zヨル海狸肺臓内抗結按菌堵容素J産生

賞。肱結果ハ第7友＝示サレタ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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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験第8 9度目 BCG」コクチゲシ「＝ヨル海狸肺臓内抗結按菌培容素Ji藍生

賓験結県ハ第8表ニ示サレグ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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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表 9度目BCGLコクチゲン寸1.0姥ヲ海狽右

側肺臓へ注射シ3週間総過後，左右肺臓

E露出液＝ヨノレ結核菌智容反聴

－：~＂＇r.,jf .. I ~.広｜蹴 ｜ 柳·l~g度 τi＂＇＂＇·＋広｜吋和 I ；~；度
~ I I NaCl I ~：g I 16.0 J __ 100 I_ ~ I I NaCl l：引司可－
3 Nr. 80 

10.0 I 
4 9.9 

3 
Nr. 84 4 9.ι1  

5 
6 

Nr. 81 定肺 9.6 
E区出波 9.6 58.2 5 

6 
'Nr. 85 tr. 肺 10.0 

E軽自液
10.。58.5 121.9 0 121.3 I o 

7 
8 

Nr. 82 
9.5 
9.6 

7 
Nr. 87 9.4 

8 9.8 

9 Nr. 80 
10 

9.8 
10.2 

9 
Nr. 84 9.7 

10 唱え

11 
12 Nr. 81 右肺 9.8 

慶尚液 9.6 58.8 11 
12 Nr. 85 E右露出液肺

10.1 
10.2 

122.5 I 1.2 

13 
14 

Nr. 82 
9.7 
9.7 

13 
14 Nr. 86 

9.8 
9.7 

所見線指並ビ＝考察

賞験第1一第8迄ノ検査成績ヲ綿括セルエ第9表及ピ第1闘ヲ得タリ。

第9表 同一試歌ノ前民主置右肺及ピ無前庭置左肺中＝於ケル智谷素ト

BCG生浮倣液乃至問Lコタチゲン1 トノ量的劇係

59.2 123.3 1.4 

｜ 肺膝出液＝司 Fレ抗（人型）結核菌噌答率 l)

免疫元出後材料｜ I I ｜苦も守護 1 ・ 2均時‘｜ 帯強度 ｜与え主；i~：tl 星空車引智強度
1度目 BCG 121.3 120.2 1.1 

3度目 BCG 123.7 122.0 1.7 

5度目 BCG 123.l 122.2 0.9 

9度目 BCG 122.5 121.3 1.2 

122.2 

124.2 

124.8 

123.3 

120.6 

122.3 

122.8 

121.9 

1.6 

i.9 

2.0 

I.4 

1) 無前庭置海狽左右爾肺E昼間液＝哩ル抗（人型）結核菌智容率ハ爾他同一保件ノ下＝於テ118.5

(3頭平均値｝

以上ノ貫験結果＝ヨリテ下ノ事項ヲ認メ得可シ。

1. 健常海撰ノ肺臓中ニハ先天性＝抗結按菌抗樟（増容素）モ亦タ含有セラレ居yレモノナリ

〈増容率ノ3頭平均値＝118,5）。

2. 然J｛：， ニー側ノ肺－臓Iドへ直接；：：. BCG生菌浮俳液乃至ハソレヨリ製出セラレタ J｛：， 」コクチ

ヂン「ヲ注射シグ J｛：， ニ3週間後ニハ営該肺臓ノ 4'Jミナラズ，免疫元ノ直接注射ヲ受ケザリ シ他

側ノ肺＝於テモ亦タ抗結按菌培容素ノi歪生ヲ詮シタ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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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圃 右肺臓内直接注射ニヨル左右肺臓内抗結核菌靖容素ノ：最大産生ヲ指標トセル

BCG生商ト Lコタチゲン寸トノ免疫主主果ノ比較（第1-8表及ピ第9表参照）

レ／〆〆’

I ~BCG ~コクチゲン寸注射免疫右肺盤出液7以

「一、 ' テノ帯符率

~l'··· ... 二一一一pr=B仇コタチゲン守右肺注射動物左隅峨IV • I ～』『』 ～与』J ヲ以テノJ脅草学卒

v 

～～‘～～l J][=BCG 生菌液注射免疫右肺~出液ヲ以テノ帯
容率

lV=BCG生菌液右肺注射動物tr.肺座出液ヲ以テ

ノ宅待主将

V＝健常無前庭置潟1冥ノ左右爾肺摩出液ヲ以テ
セル抗結核菌4干狩素ノ率（ 3頭平均値）

l…一一一ー一一一”ー－

→免疫元ノ問後材料トシテノ BC（ユ菌量（沈澱計度目1.0＝約0.0007邦）

3. 此際商11庭置肺中ノ：増容素産生量ハ同一試獣ノ無高Ii底置店tiニ於ケ Jl.-ヨリモ大ナリキ。マグ

此際BCG生菌浮悦液ヨリモソレヨリ製同セラレタル BCG」コクチグン「 f方ガ士宮容素産生数某

大ナリキ。

4. 此際 ECG生菌液ノ直接注射ニヨル肺臓内バ脅容素ハ BCG則量ガ 3度目ノ時ニ最大値

(123,7）ヲ輿へ，用量ガ 5度目， 9度目ト遁加スルニ及ピ多々盆々増容素産生ノ値ヲ減ジグリ。 1

5. 以上ノ所見ニ針シ ECGLコクチグン「ノ直接注射ニヨル肺臓内ノ増容素ハ出費材料グル

菌量ガ 5度目ノ時ニ最大値(124β）ヲ拳グ，用量ガ 9度目」コクチグン 1 トナルニ及ピテ増容業ノ

産ー生ハ減弱シ士官容率ハ123,3トナリグリ。

6. 以上ノ結果ニヨレパ B乙ち生繭ニアリテハ 3度目菌液1,0詫以上ヲ使用ス Jl.-時ハ局所発疫

殻果ハド行位相＝移行九発疫上無数ナルノミニ.II::ラズ却テ有害（免疫放巣減弱）＝作用ス。然

Jt.. エ L コクチダン l ニアリテハ 5 度目Lコクチグン寸ニヨリテ最大交~JI~ ヲ準ヂタリ。

最大交交果エ就テ比較スレパ BCG生菌ニテハ123,7ナルニ封シ ECGLコクチグン寸エテハ124，ヰ

ナリ。印チ海探ハ生 BCGヨリモ 3・5ノ比ニ於テLコクチヂン寸ニヨ JI.-大量ノ使用＝耐へ．シカ

モ売疫放果（抗結核菌増容素ノ j蓋生イ｜）ハ ECG生菌ヨリモllJJf司ニ大ナリ。

7. 以ヒノ如キ所見ノ rl1ツテ来yし所以ハしイムベヂン寸準設及ピ Lコクチグン寸準設（免疫元ノ

本態ハ菌鴨エア yレエ非ズシテ水溶性/J参賀菌物質）ニヨリテノミ解明セラレ1~11.- モノナリ。而シ

テ以上ノ寅験結果ハ多数先人ノ寅験結出トモ全ク一致スルモノナリ。

結 論

1. BCG生菌？字放J:i夜ヨリモゾレヲ「H護材料ト鵡シタ yししコクチゲン 1ノ方ガ禿疫放果（本買験

＝アリテハ抗結核菌士！？容素ノ康生）大ナリ。

2. BCG 5t疫｝亡（生菌浮出．液乃王 BCGLコクチグン寸）ヲー側聞i）蹴へ注射スル時ハ共ノ肺臓エ



藤原. BCG生官官液ト BCG」コクチゲン1トノ：兎捜査定呆ノ比較 857 

於テ Fミナラズ他側ノ肺（ノミナラズ全身性）ニ於テモ亦タ抗結按菌培容素ガ産生セラ JI-。然レ

ドモ直接＝発疫的部i鹿置ヲ受ケグル側ノ肺ニ於ケ ＇1~ 士宮容素産生涯度ノ方ガ大ナルモノナリ。

3. 此際ECG生菌ニテハ 3度目以土5度目， 9度目ヲ注射セル＝増容素ノ産生ハ却テ漸減セ

リ。即チ最大発疫獲得ニ好適ナル菌量ハ3度目カ或ハ3度目ト 5度目トノ間ノ；或71-量ナリ。之

＝針シ ECGLコクチグン「ニテハ 9度目」コクチヂン1ヱ至リテ始メテ下行位相ヲ示シグルガ故

==-5度目方或ハ 5度目ト 9度目トノ間ノ或71;,量ヨリ得グ 71..Lコクチグン1ガ最大免疫交交果獲得＝

向ツテノ：好適量ナリ。即チ最大発疫獲得程度ノ近似数ハ ECG生菌液エテハ 123,7ナIi..ニ封シ

BCGLコクチゲン寸＝テハ124,8ニシテLコクチグン「ノ妓果ノ方ガ明白＝大ナリキ。

4. 靖容素産生ノi塩練ノ走行ハ Lコクチグン1ニ依7（..モノト生 ECG液ニヨルモノトハ決シテ

相交叉スルコトナク，生ECG液ハ ECGLコクチグン「ノ放果ヲ如何ナ71.-使用量ニテモ絶針ニ凌

駕シ得ザルコトヲ明示セリ（第1闘曲線IトEトヲ蹴ヨ）。

5. ECGモ亦タ」イムベヂン 1墜説及ピLコクチダン「皐詑＝従フベキモノιナリ。 ECG生菌液

ニヨリテ人類結核ヲ理想的＝橡防シ得可シト嬬スガ如キ主張ハLゴクチヂン寸ノ前ニ於テハ許容

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リ。

第2報 BCG兎疫元ノ肺臓内注射ニヨ 1）テ獲得セラレタル

全身性結核菌感染抵抗力ノ比較

緒
．言言－
Eヨ

ECG生菌＝就キ鳥潟教授沈澱計ヲ以テ 1度目， 3度目， 5度目及ピ9度目 14種ニ浮俳液ヲ

作リ，海撰1倶｜］肺臓中へ注射シタ JI.-後，営該中ニ於ケJI.-増容素ノ産生ヲ検シタルエ 3度目 Yモ

ノガ最大値123,7ヲ興ヘグリ，之＝劃シ BCGLコクチヂン寸ニテハ 5度目 Fモ Yガ最大値124,8ヲ

輿ヘタリ（第1報）。

本報告ニアリテハ ECG生菌叉ハ Lコクチヂン寸ヲ以テセル発疫的前庭置肺ヲ有ス yレ試猷ノ頭

静脈内へ生結核酋ヲ注射シテ以テ抗結接菌感染程度ヲ検シ，増容素ニ三ヨル発疫獲得程度ノ指標

ト針比ス yレ所アラントス。

費 験 材 料

1) 費験動物

関重300瓦内外ノ健常雄海探5頭宛ヲ 1群トナシ 8群ヲ使用セリ（貫験開始ハ 8月上旬エシ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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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熱未ダ巌シク海f冥ノ飼育＝ハ油宮ナFレ気温ニ非ズシテ，貫験開始後1週間ハ無前庭置健常海

摂＝於テモ瞳重ノ減少ヲ来シ飼養ニ非常ナル注意ヲ要セシモ，人型結接菌感染後ハ反ツテ気候

貴子順トナリ比較的飼育容易トナリグリ。飼料ハ豆腐津ト魅（フスマ）ヲ等分＝混和シグルモノヲ

主食トシ，之レ＝毎日朝夕 2同青草ヲ少量宛輿へ又3日＝ 1同藁ヲ敷キ換ヘタリ）。

2) 菟疫元

A) BCG生菌液

B) BCG Lコクチグン1

BCG菌ヲ烏潟教授沈澱計ニテ0,85%食堕7kl,Oi詫中ニ 1度目， 3度目， 5度目及ピ9度目ノ割

合＝浮砕セシメタルモノニシテ．石茨酸等ノ消毒薬ヲ全ク混和セザ少モノナリ（第 1報参照）。

BCG Lコクチグン寸ハ ECG各種菌液ヲ 100°C30分間加熱シグル後，遠心及ピ櫨温法ニヨリテ

菌韓ヲ金ク除却シタ yレモノナリハ是亦グ石茨酸等ノi昆和無キモノナリ（第I報参mo。

責験方法

合菌量ノ異レル 4種／ BCG生菌液及ぜソノ各1部ヨリ作製セFレECGLコクチグンl／各1,0埼

ヲ海摂右肺臓賓質内へ 1同0,5詫宛隔日ニ 2同ニ分チテ注射的最終注射日ヨリ21日ヲ経過シ，

22日目ニ於テ標準人型結按菌液ノ1,0詫ヲ共ノtr.頚静脈ヨリ注入シ， 5週間同一僚件下ニ飼養セ

Fレ後， 36日目＝ Lクロロホルム寸ニヨリテ致死シ，各臓器＝吠ケル感染程度ヲ比較シ免疫獲得ノ

判定ニ資シグリ。

発疫程度ノ指標トシテハ瞳重増大量ノ大ナルモノ程発疫獲得ハ大，マタ肺，牌，肝ノ重量ノ

増大ガ小ナルモノ程，詳シク言ヘパ炎筒性浸潤ニヨル増量度ノノj、ナルモノ程，免疫獲得ハ大ナ

リト判定的」無免疫前庭置結核感染試献ノ各指標敢トノ；差1ヲ以テL免疫妓果「トナシタリの

責験第1 1度目 BCG生薗波諌防注射J；場合

寅験結果ハ第1表ニ示サレタリ。

第 I表 1度目 BCG生菌液免疫海狭群ノ慢重ノ推移ト其ノ脅j検所見

健おまナINr. 101 I Nr. 102 I加川崎 104 I Nr. 108 I卒担

5/Vj!J 275 300 280 290 315 292 

7fVI2l 250 270 290 260 315 277 ． 
14/VI 285 290 295 255 :mo 287 

21／酒 295 295 330 260 360 308 

281¥jp! 320 290 355 300 350 323 

4/JX 320 295 380 305 355 331 

11/JX 335 315 385 315 370 344 

18/JX 325 320 360 330 360 339 

25/JX 310 330 340 345 335 332 

2/X4> 330 305 340 335 310 324' 

． 



淋巴腺

右側肋膜

左側肋膜

藤原. BOG生菌液ト BCGLコクチゲン寸トノ免疫主主果ノ比l俊

音q 検 ，所 見

頭部淋巴腺」 ｜控：f,~i~j~lm部淋巴酔出頭部淋巴腺ノ、
何大，抑制関’ノ閉店｜淋巴腺刷物腎淋巴民体言宗’芽：~1
巴腺，肺，，部判腺ノ、小豆犬後｜巴腺ハ小豆ブ品 ；，.；：豆大，肺門制大，何レモ広 .J 

巴腺ノ、米粒大，｜胸骨淋巴出ノ、｜後胸骨淋巴腺淋巴腺ノ、米粒部ハ乾齢化，蒔

惣霊安門泌豆大。 'l~／~i~＇0説明~巴「門部，附嗣淋
I I I l巴腺ノ、小豆大。
｜ ｜イヒ。 ｜ ｜ 

｜平滑 i｜平滑 ｜戸瓦寸卒滑 I2p: 滑｜

卒栂｜平滑 Ii問濁｜卒滑｜一部向濁 ｜

上．。葉豆a筒珠nレ，i，多栗z稼絹下中肱艦馳針業葉下大殿結葉ハ，、4赤太検節ノ~ 化上案乃ノF葉培結至下セ赤ノ節策ル宇、赤色置，菓支米，色払殆乾救粧， 中
一会赤般葉色ユ淡赤 赤 ン 上薬巾葉ノ、 j炎

ユELリ色 酪 赤色，下茶ノ、会
色セ 大 ク全集＝1白梅’B酎見、 憲主人措セ一《塾a長h 乃 大主上主禁’L淡を銭桃a色ゆ，亙胤一’手兎範大

重 量結節多瓜数口。巴水＝給 水子数!JJ、機，E水~，ノフ：結浮司rJL ノ節プ、。T多·~J 乾自在性結節多

惨プ。 ノ、 ＝少シク沈下 数，＊＂＂浮 7・0

859 

多シ0 7J< ＝－浮ス。 平均重量

2.8 プ0 2.7 3.0 2.6 2.8 2.78 

会葉i炎赤色，下上薬，下葉トモ ' 
葉ノ後商＝－2f肉＝赤色， I部乾 暗赤色，粟
ノ ヲ曇セ問書化セ Pレ友白 乃至宇米

ノ友白色ノ給 瓦 多。水中
重 量節企業＝里占有：。リ ＝＝ャ、沈下ス。

水＝浮プ。 浮プ。

2.6 2.4 2.7 2.60 

’ i ' 

牌 厳重量｜ 2.1 1.7 2.2 2.00 

肝臓重量｜ 17.0 20.1 15.l 17.94 

'!.) 5/VJIノ、貧験開始第1悶注射目。

4) 2/Xハ習j検日。（以下準之）

2) 7/VJI ...、第2同（最終）注射目。 3) 28／市ハ八型結核菌液注入目。

賓験第2 1度目 BCGLコクチゲシ1諌防注射J場合

賞験結果ハ第2表ニ示サレグリ。

第 2表 1度目 BCGLコタチゲ日免疫海狽群ノ強重ノ推移ト其ノ：剖検所見

ι立ナINr. 109 I Nr. llO I Nr. 113 I Nr. 115 [ Nr. 116 

5/Vl( 265. 340 350 250 280 

7/V( 250 335 320 270 285 

14/VJI 230 360 310 285 260 

21/Vl 250 365 340 280 275 

28/Vf 285 370 335 295 295 

4/JX 305 375 370 290 300 

11/JX 330 370 385 305 310 

18/JX 325 405 395 320 315 

25/JX 305 420' 405 :no 305 

2/X 295 400 410 295 310 

卒均量豊重
．． 

297 

292 

289 

302 

316 

328 

340 

352 

349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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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腺

右 側肋膜

ft側肋膜

右肺ノ所見ト
重設

左肺ノ所見ト
重 主主

脚臓重設

肝臓重量

＼ 

下ス。

日本外科貧函第 17 巻第 4 銃

官。 検 所 見

滑 l平滑｜卒滑｜

「ノ「節日γ化。 71<＝浮プ。 下ス。

2.4 3.0 3.0 2.4 2.5 

1.8 2.3 2.3 I..) 2.0 

17.0 21.2 20.8 16.3 18.1 

費験第3 3度目 BCG生菌；夜議防注射J；場合

貫験結月ν、第3表ニ示サレグリ。

第5表 3度目＇ ECG生菌液免疫海狭群ノ健重ノ推移ト其ノ音lj検所見

ιま：1-;r.~7 I Nr. 118 I ；：~ Nr. 122 Nr. 123 

5/VI[ 30.5 300 315 280 290 

7/VI[ 260 320 280 240 300 

14／咽 27.~ 300 300 285 290 

21／唖 310 340 335 310 330 

28/VI[ 300 350 320 325 350 

4/JX 330 380 345 315 365 

11/JX 350 425 360 340 385 

18/JX 380 455 395 340 400 

25/JX 390 440 385 360 395 

2/X 380 415 360 :175 405 
、l廿

平均重量

2.88 

2.66 

1.98 

18.68 

平均鰻重

298 

280 

290 

325 

329、

347 

372 

394-

394 

397 



藤原. Bee・生菌液ト .BCGLコクチゲン寸トノ免疫数果ノ比較 86! 

音。検月If 見

頭部営巴腺，問頭部淋巴腺，肺｜酬明巴腺，後｜頭部淋巴札側頭部淋巴腺，肺
鯨E慢，p語、｜門部淋巴腺ハ｜胸骨淋巴腺ノ、｜胸骨淋巴腺ベ門部淋巴腺ノ、

淋 巴 腺テ小抗後判長官立懲罰店長寿~開票昔話f消堅調昔話：繍容器
I~史？腺ノ、大［大。 ！巴腺ノ、米粒刻印ハ糊大4巴腺州豆大。

右側肋膜｜ 平 滑 ！ 平 滑 ｜ 卒 滑｜卒滑 1卒滑（

十 ｜ 1下部ノ、ャ、 ! I ~ I 
左側肋膜［平滑｜ 平 滑 Ii附ス ｜卒滑円三滑｜

i I I ｜一般＝淡赤色J
ト般＝淡桃剖 ト般＝淡赤色，｜中葉，下葉ノ j附
I＊葉下葉＝ノサ会葉淡桃色，粟l上葉ノ 1部ノ、情ト＝後面＝暗剰余薬淡桃色，粟
同/fk＝赤色ヲ1粒大柿子様相赤色I吾j)乾酪化団ノ班黙ヲ金！粒大初子様結

右腕ノ悶ト書セ峨里帥節散在。水ニ昨日白色ノ障＝友リ，時節ノ多数。水＝
重 武敏ノ初子様問プ。 ｜結塑多数。水＝休乃至開針劃浮プ。

扇動在ス。水＝｜ ！浮プ。 ~ノ 1部乾防化

「プ • I 1 ・ 「レ結節水I I H浮プ0

2.8 I' 3,0 I 2.7 I 2.7 I 2.9 I 
l上葉ノ、淡桃色｜ l一般＝淡赤色｜ I I 
1下葉ノR一般rl I ’！上下棄トモ淡1 I I I 1下葉＝芳l黙i伏l I I 
！淡赤色：肝様色！主葉淡赤色，粟iヲナシ /ff様ヲj赤色，下葉ノ下｜ ｜ 
｜ セル班緋！？大前子苧結l墨セル部3倒｜仰崎ノ、肝様。 11肉眼上ノ所見

左肺ノ所見ト濃詰手品；i（~~支払ノ伸、少数九：：駅前｜？？ト大差ナ1:,,, , I 。｜ンド乾酪化セ｜ I 
量十頭大／硝子f＊＝浮プ。 I l多数。水＝浮
惇 ' I 1リ。水ニャ、沈1
同葉結節数多散l 1---- I 
活。＊＝浮プ。｜ 1 ·－~ 

I 2.s I 2.9 I 2.1 

稗臓重量｜

肝臓重茸！ 20.1 

1.8 

2.7 

。ο．
 

7
i
 

のh
H

．
 

1.9 1.7 1.8 

平均重量

2.82 

2.8 2.78 

17-4 18.9 

2.0 1.84 

22.8 20.10 

茸験第4 3度目 BCGLコクチゲン識防注射ノ場合

貫験結果ハ第4・表ニ示サレグリ。

第 4表 3度目 BCGL-::i－クチゲン1免疫海狽群ノ惨重ノ推移ト其ノ釦l検所見

ぷ主？？｜附凶｜
5／市 1

7/VJll I 
14川E I 
21／理 I
28/VJll I 

4/JX I 

可

ム

一

。。一
1

二

0

0

0

0

0

0

5

3

0

0

一

1

9

5

1

4

0

2

4

5

3

1

二

3

2

2

3

3

3

3

3

3

3

N

一

Q
U

一一

り“一一
－

一

一

0

5

0

0

0

5

0

5

0

0

一一

6

4

7

9

9

0

5

7

6

8

L

＝o
u

の
μ

の
μ
M
O
U
Oパ

M

O

O

の
ο

Q

O

り
H

9

0

N

一一

w
d

一一

o
h
H

＝
 

ー
＝
5

0

0

0

0

0

0

0

0

5

士

山

V

Q

u

o

u

ρ

O

Q

O

Q

リ
の
“

d
法

d

’
Q
U

L

士

Q

H

O

“
Q
リ

q

O

9

U

9

0

d
斗

4

4

4

d
法

A
せ

N

一一

Nr. 132 I 平均髄

280 I 290 

'.l3.) I 271 

200 I 276 

225 i 312 

230 I 327 

250 I 333 

260 I <!57 

290 I 382 

315 I 388 

325 I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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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リ 検 所 見

一 一一一主品函瓦両示函E，『

淋巴腺｜富雄｜節句！？開催~~；~開
右側肋膜｜卒滑｜平滑 i平滑｜平滑｜平滑｜

左 側肋膜｜卒滑｜平滑 ｜平滑 ｜不治 ｜平滑｜

教ノ ト煩大
葉ノ 1部肝様 企業j炎桃色， 桃色， i炎

右肺ノ所見ト 乃至粟粒大ノ
重 量結節散在。水＝

中葉ノ 1告s，赤令業決院色，架結。中：I 結肉！｜上薬中下華葉ハハ羨

豪一書色E華，宮i炎｛立其レ大桃、ノ乾色ノ他i所時績ノ化筒ず、金E，，。繰ク少数ノ 飾腺Jニ，殆ンド 赤色，結粟節粒大前
粒大．荷？子様 ヲ恕メズ。水子様 金葉
飾郡干・c，..。水＝ニ浮プ。 ＝瓦リテ勤在。

tr.勝ノ所見ト
重 量

牌厳重量

肝臓重量

浮プ。 水＝浮プ。 浮プ。 7)c .＝.浮プ。

3.0 2.8 2.8 

h同諸開匠母積j喜葉色B乾t子：下幡R大シ葉化公チ乃セト，ヨ車そル巨陸り艇桃色，上禁下

トモ，所k=-

肉眼上ノ所見 班勤扱＝
ハ右肺ト同書ポ 色ヲ墨セル日昔都赤

等シ。水＝浮 アリ。企業＝－・7a:
プ。 リ少敬ノ硝子

プ 様結節里占在。水
。 ＝浮プ。

2.9 2.8 2.6 

1.8 1.9 1.6 

21.2 22.0 17.0 

2.2 

会葉i粟炎開赤粒針色大頭，少数ノ 大
乃至 ノ
結節。 水＝浮
7• 。

2.2 

1.5 

16.2 

2.5 

'l・.葉，、淡約桃4色，
下葉ノ 字分
ノ、肝機所在硝
子様車古筋。水＝
浮プ。

2.4 

1.5 I 

17.3 

賓験第5 5度目 BCG生菌液謙防注射ノ；場合

賓験結果ハ第5衣＝示サレタリ。

第S表 5度目 BCG生菌液完授海狽群ノ偲重ノ推移ト其ノ割j検所見

平均重量

2.66 

2.58 

ぶ立ナ｜ Nr. 133 Nr. 134 Nr. 136 Nr. 138 Nr. 1401 卒均髄

5/V( 320 265 315 270 280 290 
7/VI. 310 240 320 230 245 269 

14/VI. ぉ。 230 345 220 270 283 
21/VI. 380 235 370 250 285 304 
28/V( 395 275 385 295 305 a:n 
4/JX 390 305 395 310 305 341 
11/IX 360 315 370 330 。υ。4凶リえ 340 
18/JX 345 340 390 355 325 351 
25/JX 350 320 360 361) 335 346 
2/X 365 300 345 320 365 339 



藤原. BCG生菌液ト BCGLコクチゲン寸トノ免疫主党果ノ比較

音。 検 所 見

l肢筒淋巴腺，肺i ｜ ！ 
頚部淋巴腺ノ、｜門部淋巴腺小｜頭部淋巴腺ベ頭部淋巴腺，股｜ ｜ 
米粒大，股筒淋｜豆大，頚部淋巴｜小豆大，般商淋！符f体巴腺？後胸i僻 i；淋巴札後｜

淋巴腺｜購読則！｜緊~i為開陸軍詩集思l!}!i~：｝~間！粧品開
豆大，後胸骨淋！後胸骨淋巴腺｜九後胸骨淋巴｜部淋巴腺ノ、米空巴腺ノ、米粒｜
巴ll良ノ、大豆大。｜ノ中央部乾隣｜腺ノ、大豆大。 ｜粒大o' へ。 i 

｜化。 I I I 

863'. 

右側肋股｜平滑｜平滑 i平滑｜ャ、i閑濁｜卒滑！

左？！旦竺~~竺」ア二戸－上と竺一己型よ竺竺＿I＿二二一
i会葉淡赤色，巾｜上葉ノ、ャ旬、赤｜ I I 
！葉＝附ヲ曇｜色，中葉下葉ハ諸E毒性｜会葉赤色？給制令葉淡赤色，粟
I ル J)}E黙 2例ii炎赤色p粟粒大｜暗赤包ノ政E黙。｜数ノ、少，殆ンド｜粒大乃至附針

右肺ノ f!fi・見ト 問。粟粒大乃至iノ茨白色／結粟粒大m子様｜骨乾略化。水ニ｜頭大ノ；茨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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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験第8 5度目 BCGLコクチゲシ1議防注射J：場合 1

寅験結果ハ第6表ニ示サレタリ。

第6表 5度目 BCGLコクチゲン寸免疫海狽群ノ悌重ノ推移ト其ノ部j検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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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Ix: 375 370 450 390 380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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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 365 380 465 415 395 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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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強第7 3度目 BCG生菌液謙助注射J：場合
賞験結果ハ第7表＝示サレタリ。

第 7表 9度目 BCG生菌液免疫海狽群／惨重ノ推移ト其ノ部j検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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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験第8 3度目 BCGLコクチゲシ寸議防注射J；場合

賓験結果ハ第8表ニ示サレタリ。

第8表 。度目 BCGLコクチゲン寸免疫海狽群ノ鰻重ノ推移ト其ノ剖検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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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 BCG生菌液ト BCGLヨタチゲン寸トノ免疫主主呆ノ比較 867 

告書1圃 人型結核菌静脈内感染海狽ノ！控室量増加程度＝立脚スル BCG生菌液ト Lコクチゲン1

トノ：兎疫主主果ノ比較（5頭平均値，第9表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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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CG生菌液右肺内注射後22日目（感染I在前）

K=BCG Lコクチゲン寸右肺内注射後22日目（感染直前〉

－－~ ][ =BCG生菌液右肺注射海狽群（！感染後36日目）

lV=BCG Lコタチゲン吋右肺注射海狽群（感染後36日目〉

当？＝此ノ墜落ノ、技術上ノ過誤＝ヨルモノナラン

：ト－~···-==j
→免疫元ノ出君主材料トシテノ BCG菌量（沈澱計度目 1＝約0.0007括）

第2岡人型結核菌静脈内感染海狭ノ肺重量靖加程度＝立脚スル BCG生菌液 f-/Lコクチゲン’

トノ：克疫款果ノ比較（ 5頭卒均値，第9表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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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CG Lコタチゲン守注射右腕

K=Iト同一試歌／左肺（無注射側〉

][ =BCG生菌液注射右肺

lV=lllト同一試獣ノ；左肺（無注射側〉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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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元ノ出後材料トシテノ BCG菌量（沈澱計度目 1＝約0.0007銘）

1) 重量’帯主加%ノ小ナル程免疫殺果ハ大チ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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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3岡 人型結核菌頚静脈内感染海狽ノ！弾重輩格加程度＝立脚スル BCG生菌液ト

BCG Lコタチゲン1トノ：免疫主主果ノ比較（5頭平均値，告書9表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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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CG Lコタチゲン寸右肺注射群

I=BCG生菌右肺注射群

→克疫元ノ出護材料トシテノ BCG菌量（沈澱計度目 1＝約0.0007括）

1) 此ノ程度ノ小ナル程免疫主主果ノ、大ナロ。

第 4園人理結核菌頚静脈内感染海狽ノi汗重量智加程度＝立脚スル BCG生菌液ト

Lコタチゲン寸トノ兎疫主主果ノ比較（ 5頭平均値，第9表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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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CG Lヨタチゲン1右肺注射群

:U:=BCG生菌右肺注射群

→克疫元ノ出資材料トシテノ BCG菌最（沈澱計度目 1＝約0.0007詫）

1) 重量物衣%ノ小ナル稜免疫主主果ハ大ナリ。

此ノ所見＝依ル時ハ鱒テノ指標＝相一致シテBCG生菌液ニテハIH護材料3度目ノ；場合， BCG

Lコクチグン，.＝.テハ問護材料5度目ノ揚合＝於テ最大ノ；苑疫数よVoヲ基幹ヂタリ n

蕊ニ於テ免疫元右肺内注射後＝於ケ JI.-；右町i及ピ左肺＝産生セラレタ yレ最六増容素ノ値ト賞験

的結核感染ニヨル最大発疫妓果トヲ針比セJI.-＝第10友ノ結果ヲ得タリ。



藤原. BCG生菌液ト B<(GLコクチゲン1トノ免疫放泉ノ比較

第H!i表 最天克疫程度ヲ指標トスル BCG生菌液ト BCGLコクチゲン寸トノ：兎疫主主果

免疫放果ノ各種指標

最大免疫程度ヲ奥へ
＼ タル BCG免疫元

l感染後初 l
有容索ノi愛生絹 ｜日目ノ償｜ 臓器重放＝示サレダ Yレ免疫放果I)

右肺 ｜左肺｜重出量｜左肺 l有肺 l牌 I 肝
3度目 BCG生菌液｜ 12a.1 I 122.0 
5度目 BCGLコクテゲン』｜ 124.8 I 122.8 

1) 無前島詮結核感染試歌＝於ケル鰻重100瓦換算臓器重量7基準トス。

以上ノ所見ニヨレパ下ノ諸項ヲ認識シ得可シ。

64 

73 

55 

67 

48 

67 

869 

’1. 尭疫元ガ直接＝注射セラレタル右肺及ピ免疫元ノ注射ヲ交ケザリシ同一試獣ノ左肺、ェ産

生セラレタ Jレ抗結按菌培容素ノ値，顎静脈内結按感染後ノ試獣生存日数，右肺，左肺，牌及ピ

肝重量ノ饗化ニ立脚スル免疫殻果等綿テノ指標ニ就テ何等ノ除外例無ク相一致シテ BCG生菌

液ア以テセ1レ最大発疫放果ヨリモ BCG」コクチゲン寸ニヨル最大免疫数県ノ：方ガ顕著エ大ナyレ

コトガ立詮セラレタリ。

2. 帥チ用量ヲ如何様ニ鑓更スルモ BCG生菌液ヲ以テノ免疫放拠ハ決シテ BCGLコクチグ

ン寸ヲ以テ F菟疫妓果ヲ凌駕シ得ザルモノナルコトガ明白トナリグリ n

3. マタ増容素産生量ノ大小（甲）ハ結核感染ニ劉・スル抵抗力（乙）ト連行スルモノニシテ，甲

，ヲ以テ乙ヲ． 亦タ乙ヲ以テ甲ヲ律シ得yレモノ ナルコトガ説明セラレグ リ内

4. 発疫元右肺内注射後三於ケJI-試獣鵠震ノ増加程度ハ BCG動物ヨリモ Lコクチダン寸動物

ノ方ガ大ナリキ（第9表及ビ第1闘曲線 I及ピE参mo。此ノ：事責＝ヨリテ BCGソレ自身ヨリ

モLコクチグン寸ノ方ガ毒力小ナノレモノタルコトヲ認メ得可シ。

5. BCG生菌液 t-BCG Lコクチグン「トノ間ニ於ケル以上ノ：如キ優劣ノ差ノ：示サレタ ル理由

ハ決シテ用量ノ故＝アルエ非ズシテ，用者性質上ニ於ケJI-根本的ノ相違ヲ意味スルモノナリ。

6. BCG生菌液ヨリモ BCG」コクチダン寸ガ抱針的ニ優秀ナル免疫元タ JLコト＝開シ性質上

ノ根本的相違貼ハ蓋シ下＝列記スルガ如シ。 •• ¥ 

第一． BCG生菌液ハ Lイムベヂン寸ヲ含有スレドモ」コクチゲン tニテハしイムベヂン「ハ破却

セラレグリ。

第二． BCG生菌滴ノ主トスル所ハ菌鵠ナレドモ免疫元ノ主惜ハ菌ソノモノニアルニ非ズシ

テ水溶性菌物質ナリ。しコクチゲンち、商物質ヨリノミ成yレ。

第三． 水溶性菌物質中ニ於ケ1レ菌髄ノ混在ハ免疫護生ヲ阻害スルモノナリ。 BCG生菌浮世宇

液ナ1レモノハ RCG菌韓ト BCG菌物質（！惨質溶液）トノ混合物エシテ， ECG菌 Y混在ハ去［］テ本

来ノ免疫元作用ヲ低下セシムルモノナリ。 Lコクチグン寸ハ宅モ菌鵠ヲ合イTセズ。

6. BCGヲ主張セントスル者ハ最大免疫放浪ニ就テ BCGトしコクチゲン「トヲ針比スルノ義

務アルモノナリ。然ラザ JL一切ノ言説ハ凡テ安言ニ過ギザルモノナ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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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 BCG生菌液トBCGLコクチグン 1トハ根本的’性質的ニ相違スル二種ノ発疫元エシテiBCG 

生薗液ニアリテハ如何椋ニ共ノ使用量ヲ加減ス JL-号免疫殺県ハ到底 BCGLコクチグン寸ヲ凌駕

シ得ザルモノニシテ，絶到・的エLコクチグン「ノ下位ニアルモノナリ。

2. 発疫）亡ハ何ノ種額タJL-ヲ問ハズ，共ノj妓l県エハ一定ノ限界アルモノニシテ，此ノ限界ヲ

超エテ用量ヲ増大スル時ハ発疫数県ハ却テ漸次低下ス／~モノナリ。故ニ免疫j亡ノ：禿疫放県＝ハ’

最大限度アリ n 此ノ最大限度ハ BC心生菌i夜＝テハ菌量 3＇度目（約 0,0021詫）ト 5度目（約0,0035.

耗）トノ間ニアリ。 BCGLコクチヂン寸子テハ菌量 5度目（約0,003時毛）ト 9度目（約0,0063括）ト

ノ問ニアリ。今用者発疫元ノ最大発度程度ニ近似セル数値ヲ比較スル＝感染試猷ノ生存日敢ニ

於テモ，肺，肝，牌等ノポ量増加限度＝アリテモ，棉テノ指標エ相一致シテ BCGLコクチゲン1

ノ発疫放＊ハ BC<；生菌ヨリモ明白ニ大ナ＇＂モノタルコトガ立誰セラレグリ。

3. 以上ノ所見ハ BCG生菌液乃至ハ BCGLコクチグン寸 y直接注射ヲ受ケタリシ肺臓中＝産

生セラレタル抗結按菌最大増容素ノ値ノ大小ノ！順位ト会ク一致運行セリ。此此ニ抗結榎菌増容f

素寄生ノ犬ナルコトハ同時＝結核菌感染＝針スル祇抗力ノ大ナルコトヲ意味シ，マタ抗結核商

感染程度ノ犬ナルコトハ同時＝靖容素i本生程度ノ大ナルコトヲ立味スルモノ z シテ，此ノ 2ツ

ノ指標ハ売疫J務上同格ナルモノナリ。

4. ECG生菌液ガ RCGLコクチグン l＝.比シ絶封的ニ免疫穀果ノ劣弱ナ／L-ノ：責ニヨリテ

1) 細菌性売疫元ノ本態的坦壁土盟関ソレ白身ニアルニ非ズシテ水i傍性荷物zic腰質）ナリ。

2) 菌開ガ免疫走中＝混ホスル時ハ発疫殻生機開ヲ阻害ス。

3) 生態免疫元ハ蕗膿性すルトJki然性蔚物質タ／L-トヲ問ハズ」イムベヂン 1ヲ含有ス／＂モノナ

ルガ枕エ原則的ニLイムベヂン寸ヲ完全＝除去スルコトヲ要ストナス阜望J教授ノ年来ノ主張li1J
ナルコトヲ知／L-ベキナリ。

5. 細菌性発疫元ニ就テ論ゼント欲ス／＂者ハ BCGタルト共他ノ菌タルトヲ問ハズ必ズ正確

ニしコクチヂン守ト針比九雨者ノ達成シ得ル最大免疫程度ヲ研究シタ／！.－後エ於テ之ヲ矯ス可キ

モ fニシデ， Lコクチヂン 1ヲ考慮：シ居ラザル論漣ハ車ナ／L-空言ヲ弄ピダル＝過ギザルモノナ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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