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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orschung iiber die Volumination der Tuberkelbazillen. 

IV. Mitteilung: Ueber die maximale Ausl品sungdes spezifisch 

voluminierenden Antikorpers im Blutserum bei der 

kutanen Applikation der TB-Koktigensalbe. 

Von 

Dr S. Shoyama 

〔Ausdem Lahoratorium der Kais. Chir. Universit五tsklinikKyoto 

(Direktor: Prof. Dr. R. Torikata）〕

Diesbeziiglich haben wir die TB-Koktigensall〕e,welche das auf 1/2 reduzierle TB-Koktigen 

zu 65 Prozent enthalt (vgl. die III. Mitteilung), in der Dosis ¥'On 2 18 g kutan appliziert; und 

zwar鈎， dassje 2 g Salbe auf eine depilierte Hautoberflache von 4,5 x 4,5 cm kommen und 

nach Verlauf von 72 Std. mit Benzin vollig abgewischen werden. 

Dann haben wir die Verschiebung der die Tuberkelbazillen voluminierenden Wirkung der 

Blutsera verfolgt, um zu sehen, wann die Wir・kungmaximal erhδht wird. 

Die Ergebnisse der Versucheεehen aus folgender Tabelle herv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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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lle I. 

)ie die Tuber！母lbazillenvoluminierende Kraft der Blutsera 

nach der Applil《ationder TB-Koktigensalhe; 11・z.am 

8. Tage 15. Tage 22. Tage 43・Tage

2 g 107,4 109,2 (1ス） 115・3(M) 108,7 (1,3) 108,3 (oθ） 

4 g 110.5 120,8( 10,3) 128,5(18.0: I 16.0 (5,5) 113,8 (3,3) 

6 g II5,3 128,5(13,2) 134・7(194) 119,3 (4ρ） I 17,2 (1ゅ）

10 g 107・9 121,5(13,6) 122♂（ 14,3) I 16,0 (8,1) 110,3 (24) 

18 g 115,8 125'4 (9,6) 125,0 (9必） 125,3 (9・5) 117,2 (14) 

anstatt der 
Salbe 1,3 ccmZJ 

107,9 124,6(16,7) 121・5(12,6) 118,7( 10,8) II I,7 (3,8) 
Koktigen i. '・ 
einverleibt 

1) Dabei waren je 2 g Sa!be fiir die Hautol,erflache mit einer Grosse von 4・5x4,5cm bestimmr. 

2) Dies ist die Menge des in 2 g Sa!Le enthalter n auf 1/2 eingedicl《tenKoktigens. 

Die in Klammern angegebenen Zahlen Letreffen die <lurch Vorbehandlung zugenommene v白luminierende

Wirkung der Blutsera. 

Zusammenfassung. 

1) Die grosste Zunahme der voluminierenden Wirkung der Blulsera erfolgte bei alien 

Versuchsgruppen bis auf die 1 Sg-Tiere nach Verlauf von voll I 4’l'agen nach der Salbenappli『

kation. 

2) Bei der Versuchsgruppe, bei welcher die Menge Salbe 18 g betrug, war die grosste 

Zunahme der voluminierendenもNirkungder Bluls'.!ra schon nach 7 Tag-en {also am 8. Tage) 

festzustellen. 

3) Bei der Versuchsgruppe, bei welcher anstatt T B-Koktiger】salt氾 nurdie in 2 g Salt陪

enthaltene Menge des Koktigens (also 2,6 ccm des originalen Prapara同 i.v. ein ver!eil》tword en 

war, wurde die maximaleχunahme der voluminierenden Serumkraft schon nach 7 Tagen 

konstatiert. 

4) Die maximale Erhohung (Zunahme) der. voluminierenden Wii・kungder Blutsera erfolgte 

in folgender Grosse und Reihenfolge: 6g-Salbe-Tiere (19,4) > 4g-Salbe司 Tiere(18,0) > i.v.2,6 

ccm-Koktigen-Tiere (16,7)>IOg-Sa!be・Tiere(14,3J>18g-Salbe-Tiere (9,2). 

5) Es hat sich herausgestellt, dass die Immunitat (also die voluminierende Wirkung der 

Sera) <lurch die Verstiirkung der immunisatorischen Vorbehandlung nicht unendlich gesteigert 

werden kann, und dass die maxim乱leErhohung der Volumination ( 19,4) mittels 6g Koktigen・

salbe, die ja 7,8 ccm des originalen TB-Koktigens enth量It,zu erzielen ist. 

時） Die mittels 4g Salbe erworbene Zunahme der volurninierenden Wirkung l:ietrug 18,0, 

war somit eine deutlich griissere als die durch i. v. ］・：inspritzungvon 2,6 ccm des Koktigens 

gewonnene {=16,7). 

7) Daraus !asst sich vermuten, dass das Koktigen, von dem 5,2 ccrn in 4宮 Salbeent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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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sind, etwas mehr als die Halfte von der Salbe aus ins Gewebe resiコrbiertwerden kann. 

8) Es fr且gtsich, ob der im Serum nachweisbare rnluminierende Antik0rper im Blute 

selbst erz沼ugtoder ob er vom vorbehandelten Hautlokal aus ins Blut abgegeben worden ist. 

Die・ Losung dieser Frage ist weiteren Versuchen vorbehalten. (Autoreferat) 

緒言

市販結核菌Lコクチグン165%・軟膏ノ一定量（2.0瓦）ヲ健常家兎皮膚ノ一定商積（4.5糎平方）＝

貼用スルコトニ依ツテ，抗結核菌培容素ハ72時間目＝テ局所皮膚内＝於テ最大＝産生サレルケ

レドモ血清中＝ハ此ノ時間内＝テハ立詑サレズ，抗結援菌培容素ハ 6日目頃ヨリ始メテ流血中

ニ現ハレ来上 15日目ニハ最大値＝達スルコトガ誰明サレタ（第1報乃至第2報）。

局所皮膚内ニテ最大量ノ橋容素ヲ獲得スル鵡＝必要ナル好適抗元量ハ， 1/2濃縮市販結該菌・

1コタチヂン.， 65%軟膏タルコトモ立設サレタ。郎チ抗元量ガコレ以上デモ，或ハコレ以下デ

モ，皮内産生最大増容素量ハ小トナyレノデアル（第3報）。

然ラパ該軟管ノ皮膚貼用量ノ鑓化ト流血中ノ結緩菌培容素増強ノ程度トノ間＝如何ナル量的

関係ガ存在スルヤ。之レ本質験＝於テ解決セントスル問題デアル。

賓験方針並＝方法

試獣ハ皮虜健常ナ1レ白色雄性家兎（謹一重2.0M;前後）ヲ以テシ，貼用軟膏トシテハ，局所皮内ユ

最大増容素ヲ産生スルニ好適ナル 1/2滋縮市販結稼菌Lコクチゲン：65%軟膏：ヲ使用＝供シタ。

設軟膏ノ一定礎化量ヲ背部皮膚ノ一定費化面積＝貼用シタル各家兎＝就キ，貼用前後ノ血清ヲ

以テスル結稜菌靖容反日産ノ費化ヲ検スJレノテ守アル。

i！！シ軟膏ハ貼用後72時間ヲ経過シタル時＝，石油Lベンヂン1酒精ヲ以テ悉ク清拭スル。

以上ノ方針ノ下＝．田苦々同一保件ノ健常家兎6頭ヲ準備シ，

1）先ヅ一様＝鹿置前血清ヲ採取シテ之ガ結接菌培容反雁ヲ検シタ。

2）庭置

軟膏2.0瓦ヲ皮膚商積4.5糎卒方＝貼用スルコトヲ軟膏貼用輩位トス。 5頭ノ；家兎＝順次此ノ1,

2, 3, 5及ピ9軟膏貼用軍位帥チ 2,4, 6, 10及ビ18瓦ノ軟背ヲ貼用ス。軟膏貼用動物ノ針照ト

シテ同一Lコクチグン寸1.3姥（軟管2.0瓦中ニ含有セラル、 1/2濃縮 Lコクチグン1量）ヲ耳静脈内

へ1岡注射シタル家兎ニ就テ爾他同一僚件ノ下＝血清ノ：崎容能力ヲ検シタ。

軟管貼用ノ操作及ピ注意ハ凡テ第1報ニ於ケルト全ク同一＝行ヒ，上記ノ慮置ハ凡テ同一時

日＝施行シタ。

3）庭置後血清ノ結核菌靖容反臆

各試猷ノ血清ハ鹿置後 7日， 14日， 21日及ピ24日ヲ経過シタル直後ニ採取シ，同時期＝採取

セル血清ヲ以テ，帥日同時間列ニ結縁菌培容反日産ヲ検査シグ n

4）新カJレ庭置前後血清ノ針結接菌増容程度ヲ比較スルコトニ依ツテ，免疫的前庭鐙ノ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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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ト血清中産生増容素ノ程度トノ相互量的関係ヲ判定セント欲スルノデアル．

賓駿材料

I) 結綾菌液

第3報＝記載セルト全ク同様＝シテ調製シタ。

II）血清

1) 底置前血清

2) 庭置後 7,14, 21及ピ42日ヲ経過シグル試獣ノ血清。

増容反感検査方法

1組2本宛ヨリ成ル沈澱計ヲ使用シ，結核菌液1.0耗，各試液0.3姥宛ヲ加ヘテ内容ヲ良ク撹作

シ， 37°C ノ瞬卵器ニ90分間静置シ，次デ内容ヲ再ピ撹枠シ， 1分間3000廻樽＇ 30分間違心シテ

共ノ菌澄量ヲ讃ム。

貸験第 1

鹿置前家兎健常血清J抗結縁菌靖容反Lil

1組2本宛ヨリ成ル7組ノ沈澱計ヲ配列，結綾菌液 1.0括宛ヲ取ル，第1組ヨリ！｜国尖0.85%食堕

7k，庭置前家兎健常血清（ヲ家兎別＝）各々0.3姥ヲ取リテ検シタ。

質験結果ハ第1表ニ示サレタ。

第1表 庭面E前家兎正血清ヲ以テセル結核菌；噴容反懸（貰験第1)

Lレアゲ y ス1

E有 溢 続 事官 増 M骨‘ヨ骨 室事
（家兎番披）正血清

0.85% 食 強 7~ 
!J.5 

19.0 100. 9.5 

(60) 
10.2 20.4 107.4 10.2 

(65) 
10.4 

21.0 110.fi 10.6 

(66) 
11.0 

21.9 115.:{ 10.9 

(72) 
10.2 

20.5 107.9 10.3 

(74) 
11.0 

22.0 115.8 11.0 

(83) 
10.3 

20.5 107.9 10.2 

卒 均 110.6 

所 見

庭置前家兎健常助l清ハ結板前＝針シテ， 107.4%～115.3% （卒均110.6%）ノ靖容若手ヲ示シタe

費験第 2

鹿置後7日J血清ヲ以テセ，.，抗結按菌培容反感



庄山．抗結核菌靖容素／研究 583 

鹿置後7日ノ血清ヲ以テ，賓験第1ニ於ケルト同様ノ操作ヲ行ツタ《貫験結果ハ第2表弓示サ

レタ。

~8'2 表 慮置後7日目家兎血清7以テセJレ結核菌靖容反感（賓験第2)

Lレアゲ y 7. ” 

菌 澄 総 事官 増
（家兎番務）~置7 日後血清

0.35% ~民,._ 盤 * 
6.5 13 0 100. 
6.5 

(60) 軟貼 膏 2 用瓦 7.1 14.2 109.2 
7.1 

(65）軟貼膏 4 用l'C 7.7 
Iふ7 120.8 

8.0 

(66) 軟貼 膏 6 用瓦 8.4 16.7 128.5 
8.3 

(n) 軟膏 10 瓦 8.0 
15.8 121.5 

姑用 7.8 

(i4) 軟貼 膏 18 用瓦 8.1 
16.3 125.4 

8.2 

(83) ＂ヨタチゲン可 l.3ccI 8.1 16.2 124.6 
静脈注射 8.1 

靖容率増強ノ毅字ノ、前血清増容率ト此ノ靖容率トノ差7示ス。（以下準之）

所見

廿，，も・ 主事

場 ・11 

1.8 

10.3 

13.2 

13.6 

9.6 

16.7 

庭置後7日経過動物ノ血清ノ抗結接菌培容反感ヲ鹿置前血清ニ比較シテ，増容率ノ大ナルモ

ノヨリ順究＝列記スレバ下ノ如クデアル。

Lコクチヂン寸静脈内注射動物（16.7）＞軟背10瓦動物（13.6）＞同6瓦動物(13.2）同〉同4瓦動物

(10.3）＞同18瓦動物（9.6）＞同2瓦動物(1.8）， 但シ（ ）内数字ハ増容卒増強程度デアル。

費験第 3

鹿置後14日J乱菅ヲ以テセ｝＆，.抗結按菌培容反感

第5表 慮置後14日自家兎血清ヲ以テセ Jレ結核菌靖容反態（賓E章第3)

ιレアゲン 3ぇ1

（家兎番盟主）庭置14日後血清
菌 澄 線、 意日 増 容

0.85 % 食 盤 * 
7.2 14.4 100. 
7.2 

(60) 軟貼 膏 2 用叉 8.3 16.6 115.3 
8.3 

(65) 軟貼 膏 4 用叉 9.2 18.5 128.5 
9.3 

(66）軟貼 膏 6 ヨ主 !l.8 19.4 134.7 
用 !l.6 

(72) 軟貼 膏 IO 用瓦 8.8 17.6 122.2 
8.8 

(74）軟膏 18 瓦 9.0 18.0 125.0 
貼用 9.0 

(83) Lコクチゲy守I.3cc 8.7 17.5 121.5 
静脈注射 8.8 

主ド

場 1蚤

7.9 

18.0 

19.4 

14.3 

n.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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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タ。

庭置後14日ノ血清ヲ以テ，賓験第1ニ於ケルト同様ノ操作ヲnツタ。貫験結果ハ第3表＝示-Jr

所見

鹿置後14日ヲ経過セル動物ノ血清ノ4完結核菌培容反感ヲ慮置前血清エ比較シテ増容率増強ノ

順位＝列記スレバ下ノ如クデアJレ。

軟膏6瓦動物（19.4）＞同 4瓦動物（18.0）＞同10瓦動物 (14.3)>Lコクチゲン寸静脈内注射動物

(12.6）＞軟膏18瓦動物（9.2）＞同2瓦動物（7.9）。

費験第 4

慮置後21日J血清ヲ以テセル抗結按菌堵容反感

庭置後21日ノ血清ヲ以テp 貫験第1＝於ケルト同様ノ操作ヲ行ツタ。寅験結果ハ第4表＝示サ

レタ。

Lレアゲン；＜.，

第4表 慮置後21日自家兎血清7以テセル結核菌培容反感（寅験第4)

菌 軍司
（家兎番競）慮置21日後血清

法 線 本増 容

0.85 ？＆ 食盤水
7.5 
7.5 増強

4
t
e袋
一
0
6
Aり

9
9

一 8
9

c
 

瓦
周
一
ぷ
射

時

一

ン

注
一ゲ

志
向
↑
チ
脈

一かノ

軟
貼
一
J
静

d

仏三一。。

円

d

a

u

(60）軟膏 2 叉
姑用

(65）軟膏 . ヨ テ

姑 用

(66） 軟膏 Q = 
貼 用

軟膏 10 式
目占 用

8.1 
8.2 

8.7 
8.7 

!J.O 
8.9 

8.7 
8.7 (72) 

15.0 100. 

10.:J 108.7 1.:J 

17.4 116.0 5.5 

17.9 119.3 4.0 

17.4 116.0 8.1 

18.8 125.3 9.5 

17.8 118.7 10.8 

所見

庭置後21日ヲ経過セル動物ノ血清ノ抗措核菌培容反感ヲ鹿置前血清ニ比較シテ増容率増強ノ

順位＝列記スレパ下ノ如クデアル。

Lコクチダン寸静脈内注射動物（10.8)＞軟脊18瓦動物（9.5）＞同10瓦動物（8.1)＞同4瓦動物（5.5)

同6瓦動物（4.0）＞同2瓦動物（1.3）。

此ノ順位ハ殆ンド軟常用量ノ大小ト一致シテ居1レ。

賓験第 5

鹿置後42日J血清ヲ以テセル抗結綾菌培容反感

鹿置後42日ノ血清ヲ以テ，寛験第1ニ於ケルト同様ノ操作ヲ行ツタ。貰験結巣ハ第5表＝示サ

レ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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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置後42日自家兎血清ヲ以テセノレ結核菌培容反感（貧験第5)

繭澄｜総和｜
｛家兎番務）慮置42日後血清｜ i i 

’＇ " 十.2 14.5 i 

増

100. 

第5衰

ス，

0.65% 7）~ 

γ 

盤

ゲ

食

アLレ

H
V
 

｝
 

4
 

3.3 

1.¥1 

2.4 

U. 

108.;; 

113.8 

117.2 

110.3 

117.:l 

15. 7 

17.0 

16.5 

16.0 

17.0 

2
3
5
5
0
0
6
5
一1
1

0
8
n
8
n
k
u
n
N
u
n
8
n
8
R
u
a
u

＝8
0
8
 

軟膏 2 瓦
貼 用

軟膏 4 玄
貼 用

軟膏 6 j;( 

R占 用

軟膏 IO 叉
貼用

軟膏 18 瓦
貼用

ヨグチゲン，1.3cc 83) L 
静 脈注射

(60) 

(65) 

(66) 

(72) 

(74) 

3.8 111.7 16.2 

見所

庭置後42日ヲ経過セル動物ノ血清ノ抗綾菌培容反膝ヲ鹿置前血清＝比較シテ靖容等［i曾強ノ順

位＝ ~lj記スレパ下ノ如クデアyレ。

」コクチグン1静脈内注射動物（3.8)＞軟背4瓦動物（3.3）＞同10瓦動物（2.4）＞同β瓦動物(1.9)>

問18瓦動物（1.4）＞同2瓦動物（0.9）。

所見線括及ビ考察

以上ノ寅験結果ヲ綿括シテ第6表及ピ第1聞ヲ得タ内

血中産生最大靖容素獲得＝肉ツテ必要ナル免疫的前庭遣／研究$6表

日日21 日14 日7 清血前
一
－
一
ふ
q

I

一
削

－4
V
A

－
－
寸

「
J

一
コ

冒
K

－
L
，

胃
～
一
周

一

－

一

ト

白

百
＼
法
一
割
引

ご
1
一
軟

一
～
方
戸
川
い

こ

笹

蹴

ミ

慮

賜
容菌

。υη
ο

Q

U

S崎

A

A
安

一

o
o

o
v
q
o

’・4
の
h

・
且

一

q
d

q
υ
a
u

リ
白

9
0
0
L
一

月

4

0
8
n
O
円

t

n

V

円

4

一
唱
且

ハ
リ
・
1

唱

A

’A

’A

一’A

唱

E・4

唱
『
－

A
守

aA
唱

EA

’zaa
一

司

aA

。0
5
υ

の

り

旬

A

r

a

－o
o

’A
F

D

d

告。。
n
v

一A
V

r
目、，
E

、「、，
l
、，
z

、
一
咽且

円

d
n
v
q
υ

凸
V

句。

一守4

0
6
n
D
n
u
d
ρ
O
K
υ

一
白
百

O

I

l

－

2

－I
 

噌

EA
噌

EA
噌

Ea
噌

aA

’・A
－唱
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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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抗

1) 血清／混和無キ場合ノ j結核菌容積7100ト－＂o

2) 1/2漫縮Lコタチゲン1

（）内敏字ハ前血清ノ靖容率＝比絞シテ，靖容傘／増加セJレ程度（差）ヲ示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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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販結核菌Lヨクチゲ：；，， 1/2渡縮， 65%軟膏／皮膚貼用量／

盤化ト其 f家兎血清ノj結核菌培容反際（競8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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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コクチゲン守軟膏貼用後（望号照品ノ、Lコタチゲン寸静肱内注射後）

経過日j数（日）

I= 2京軟膏貼用家兎血清
I= 4]( ,, 

I= 6]( ,, 

JV=lO瓦 H

v =18瓦”
明＝静隊内法射家兎血清（Lヨクチゲン可／注射量ハ 1/2温縮

／モノ 1.3路）

血清混和無キ揚合ノ菌透量7100トA

21 14 7 。
ー一一一歩

1) 

師チ下ノ事項ガ認識サレル。

発疫元ノ静脈内注射デハ血中産生最大増容素ハ第7日目ヲ経過シテカラ護現シ，時日ノi蛭1) 

コレハ従来多数ノ研究結!.Iミト一致スル所デ‘アル。

発疫元軟骨貼用デハ軟膏ノ用量（従ツテ貼用皮局面積）ノ増大ト無関係ニ，一様＝第14日

目ヲ経過シテカラ最大培容素ヲ得タ。（但シ発疫元軟膏18瓦ノ揚合ニ fミ増容率ノ：増加ハ第7日

過ト共＝漸減スル。

2) 

目ヲ終ツタ時ニ 9.6，第14日目ヲ経過シ夕日＝9.2，第21日目ヲ終ツタ日ニ9.5トナツテヰルガ，コ

レハ僅微ノ差デアツテ，上＝述ベタ一般的見解， lf!Pチ売疫元軟管貼用ノ；場合ハ14日経過＝テ最

大増容素ヲ得ト言フ見解ヲ動揺セシメルモノデハナイ）。

発疫元軟膏2.0瓦貼用ノ揚合ノ最大増容系ノ増加程度ハ増容率ノ増加デ表示スレパ7.9デ3) 

アル＝撃すシ 2瓦軟膏中＝含有サレテヰルダケノ発疫元ノ全部ヲ 1同＝静脈内へ注射シタ揚合デ

ハ共ノ値ハ16.7トナツテ約2倦デアル。

併シ同一ノ免疫元軟管 4瓦貼用ノ揚合デハ此ノ増加程度ハ18.0デア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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ソレデアFレカラ軟膏ノ中ニ含有セラレテヰル発疫元ハ皮膚内（乃至皮膚ヲ透シテ全身性）へ全

部吸牧サレJレモノデノ、無論ナイガ，と三宝閉鎖婁！＿）！｝＿旦主哩限ど丘三三竺日空

へ得Fレ。

発疫元ノi静脈内注射ヂハ第7日目ヲ終ツタ時，発疫元軟背ノ貼用デハ第14日目ヲ終ツタ時ニ

於ケル血中費生最大増容素ノ能力ヲ増容率デ標指サレテヰル成績ヲ嗣示スyレト第2圃ヲ得Yレ。

第2園 血中産生最大靖容素7得Fレ鴛メ 7：好遁軟膏量／吟味（第6表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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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軟膏貼用（玄）量（従ツテ亦9軟膏貼用皮膚面積／割合）
（ ）内ノ数字ハ軟膏含有 1/2滋縮Lコクチゲシ守量（括）
i. v.＝軟膏2京中＝含有セラノレ、 1/2事縮Lコタチゲ：；，ヲ i.v. ＝注射シ9

1レ際ユ於ケル血中最大靖容素ノ増加

此ノ成績ニヨルト曲線ノ走行ハ頗ル自然デアツテ，此間ニ重大ナル検査上ノ過誤アFレ予二 f

ハ認メ Jl-コトガ出来ナイ。換言スレパ信韻スyレエ足ル所見デアルト断言シ得ル。（研究者自身ガ

研究結巣ノ確費性＝就テ自信ヲ持チ，マタソレヂ公表スルコトノ出来ル鵡ーハ是非トモ我々ノ

嵩スガ如キ研究方針ヲ採用セネパナラヌモノデアJレ）。

サテ以上ノ所見ニ依yレト下ノ事項ガ認識サレル。

4）皮膚ニ貼用スル苑疫元軟膏ノ量（従ツテ亦タ貼用皮膚面積）ヲ漸失ニ増大スルト，ソレ＝

従ツテ血中産生増容素ノ量モ増大スFレ。併シ雨者ハ正比例ハセヌ。発疫元量ノ増加ノ割合ヨ

リモ産生抗腫（本貫験＝テハ士宮容素）ノ量ノ方ガ!J、デアル。此ノ；事貰ハ売疫撃上ノ通則デアル。

5）発疫元軟膏ノ量ガ6瓦以上10瓦， 18瓦ト増大サレルト，産生増容素ハ却ツテ19.4カラ14.3;

9.2ト漸減スル様ニナル。削チ君主疫的前庭荷ノ程度ヲ増大スレパスル程，発疫獲得程度壬亦三里
／、，p、，m、d戸、J、r、，ー、，ー、，【、J戸、〆『、，角、，m、，p、／、，、J戸、d目、d戸、d戸、.、，、－】♂、，、－、ー，、，R』F『』，、d戸、，角、，町、，目、，【、，目、，同、，命、〆町、，町、，町、，『、，a、，m》白、，戸、d問、J戸、J司、.，，....＿，.、，p、f、〆、J、f ー

佐 埜さと丘三竺ヱ：L。最初ハ発疫獲得程度ノ増加率ガ矧ニ小トナリ，後一一定ノ最

大値＝達シ，更＝発疫的前庭置ガ増強サレルト発疫獲得ハ却ツテ減弱シ来ルモノデアル。

6）以上ノ：事貫ハ従来免疫元ノ皮下叉ハ静脈内注射ノ際＝立詮サレテ居ツテ，特＝烏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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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i教室デ此ノ：事貫ガ鮮明＝数字上ニ立誰サレテ居ツタ（下行位相） lデアyレガ，今度発疫Ji:軟官

ヲ表皮へ貼用スル様ナ免疫操作（卸チ所謂粧皮発疫）デモ此ノ発疫事上ノ通則ガ確誰サレタ。

7）以上ノ様ナ次第デアルカラ発疫；足ノ優劣トカ， 売疫方法ノ適否トカヲ正営＝比較研究ス

生三三塁玄厚生畦費量ll主是主型空整空整度ニ立脚セネパナラヌコトガ諒解サレル。而主主全

日マデ此ノ方法ニ従ツテ発疫元ノ優劣ヲ研究費表シテヰyレノハ世界中日佐ダ烏潟教授ノ教室ノミ

デアル。

結 論

1）抗結該菌抗韓（本研究デハ士官容素）ハ結緩菌Lコクチグン寸ヲ静脈内へ注射スルコトニ依ツ

テ7日後＝於テ最大値ノi牽生ヲ来ス。 1/2濃縮市販結縁菌Lコクチグン1 ノ1.3姥1同量 1問隈リノ

注射＝テハ此ノ値ハ124.6( = 16. 7ノ増加）デアツタ。

2) Lコクチグン寸軟脊貼用ニテハ何レモ14日後＝最大増容素ノ血中産生アリ n 此際 1/2濃縮

Lコクチダン＇ 1.3耗ヲ含有スJl,,2瓦軟膏ニテハ増容素ノ値ハ115.2(=7.9ノ増大），同4瓦軟管（2.6

姥Lコクチヂン1含有）＝テハ128.5(18.0増大）デアツタ。

故＝軟背中ヨリ発疫元トシテ皮内乃至全身へ吸牧セラル、発疫元ノ量ハ軟膏含有量ノ 1/2以・

上ニ相営スルモノト推定シテヨイ。

3）発疫元軟背ノ貼用＝テモ其ノ量（従ツテ貼用皮層車両積）ノ；増加ト共ニ血中産生抗韓ハ無隈

ニ増大シ行クモノデハナイ。 6瓦軟背＝テ最大値134.7(19.4ノ増大）ニ達シ． ソレ以上ノ軟背（従

ツテ貼用皮膚出・債）ノ増加＝テハ血中産生靖容業ハ却ツテ漸次＝減弱シタ。

4）発疫元ノ優劣ヤ発疫方法ノ適否ヲ件較スルニハ最大産生発疫開乃至最大獲得発疫程度ヲ

基準トセネパナラヌ。或ハ少クトモ発垣元ノ用量ヲ2段ニ轡化セシメテ反臆ノ位相ヲ研究シ，反

感ノ大小ヨリシテ逆ニ発疫元性能力ノ大小ヲ論断シ得ルカ否カヲ考慮セネパナラヌ。

此ノ如キ研究方法ニ嫁ラザノレ売疫現象ヤ売疫元性能動力ノ優劣論等ハ皐術上何等立誰的デハ

ナイ。従来他ノ如何ナル方面カラモ此ノ如キ:ft詮的ノ報告ハ殻去サレテ居ラ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