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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说明 ‘ ’ ’ ‘ ‘ ‘ 能使 小 鼠细胞对新城鸡瘟病毒或水

泡性口 腔炎病毒的攻击起一定的保护作用
,

进一步支持 乞 ‘ 。 抗 病毒作用的普遍性
。

本

文还证明在无 抖 存在下
, ‘一 ‘

于病毒攻击前数小时处理细胞
,

也能得到抗 病 毒

效果
。

干扰素的抗病毒作用可 以通过多种途径
,

如调节免疫系统
,

抑制 蛋 白质 的 生物合

成 〔’一 礴 ’,

后者又可分几条途径
,

通过
’ 一 ’

寡腺着酸合成酶 劝所合成的
’一 ’

寡腺普酸
,

活化一个核酸内切酶降解病毒
,

只是其中的一条途 径
。 , , ‘ ‘ ‘

, 。 就是这种 ’
一 ‘

磷酸二醋键相联接的寡腺普酸中的主要组份
。

刘等网首先 证 明

, 一 ’

对病毒攻击的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

并指 出这种作用有普遍性的意 义 〔已’ , 。

但

只限于人体细胞
,

本文则使用小鼠细胞进一步检查
‘ 一 ‘ 。 。抗病毒作用的普 遍 性

,

此

外 和 认为
‘ 一 ‘

必须与病毒同时加入
,

并且使用 卜、 这样 高 的

浓度才有抗病毒作用
,

在病毒感染之前或以后加
‘ 一 ‘

均无效 ￡“ , 。

过去姚等 曾证明

在病毒感染之后
,

加
’一 ‘

也有效
,

本文则证 明在病毒感染之前 小 时 加
’一 ’

亦有效
。

本稿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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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结果

材料 小鼠细胞 和
,

新城鸡瘟病毒
一

株和水泡 性 口腔炎

病毒
一

株均引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
。 ‘ 一 ‘

由中国科学

院生物化学研究所 自制
。

方法
产 一 ,

直接作用于细胞
,

未用 土 处理
。 产一 ’

对细胞的抗病

毒效果根据细胞病变抑制法检查
。

具体实验条件见表 一 所得结果如下
‘ 一 ‘ 。 不含 力提前处理细胞的时间对其抗病毒作用的影响 表

。

表 比 较
‘一 ’

提前处理的时间对其抗病毒作用 的影响
血

, 一 ’一 ’

人

细 胞 病 变 率

度

病毒攻击前

‘一 ’

作用时间 小时

‘一 ‘
。浓度

毒类病种

凡匕﹃匕一匕

产 、

’

一
‘

用 “ 缓 冲液 , 但无 , 半 配 制成一定浓度的贮 存液
,

使用 时用无 血 清
‘

培 养

浓或含 肠小牛血 背的 “ ’ , 培养液稀释后
,

按表中所示浓度依 次加到 已 长成单层细胞 的微量平板 孔 内
,

在钾
‘

培育
,

到预定时间后 加入病毒液 细胞未用 卜处理
,

病毒攻击时不洗去
’一 ’

处理 液

细胞病变率 。
, , ,

和 分别表示无病变及。一
,

肠一 呱
,

一 肠和 肠 丙变 表 中数据 系

二 次重复结果
,

病毒加入后
,

一 天左右观察细胞病变 率
。

幻
‘一 ’ 的浓度系病毒加入前 的作用浓度

,

但其 中病毒 与
‘
一

’

同时加入 的一 组 实际
’
一

’

的作用浓度稍微略低于所示浓度

。 细胞先用不同浓度 ‘一
‘

处理
,

然后再加病毒 攻击
’

一
‘

也同时

存在 观察在病毒感染前用 尹 一 ‘

处理不同时间对其抗病毒作 用的影响
。

按表 结

果
,

感染前 小时或同时加入 产 一 ‘ 所得抗病毒效果较好
,

而 加入时间过早
,

效果

降低
,

小时以前加入 ‘ 一 ‘ 则小剂量无效
,

只有大剂量的 ‘ 一 ‘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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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

才有效
。

不同病毒滴度与攻击持续时间对 尹一 产 的抗病毒效果的关系
。

为了进一步检查 尹一 尹 。 的抗病毒效率
,

使用一定浓度的 产一 产 与含有不同滴

度的病毒液同时加入后
,

在 小时和 小时观察其细胞病变率
,

结果如表
。

表 比 较不 同病毒滴度与攻击持续时间对
’一 ’

抗病毒效应 的关 系
, ,

之 ’一 ‘ 了

细 胞 病 变 率
病毒攻击后 的

观察时间

小时

’
一

’

浓 度 病毒滴度 。 或

⋯
」。。

⋯
。

。

“ “
‘ 。

’一了 浓度系
‘一 乙

’

与病毒液 同时加人后 的最终浓 度 其余同表 说明

的
’一 ‘ 。 对 一

。。
攻 击 小 时

,

可 观察到抗病毒效

应
,

而 小时后
,

仅对 一 。 攻击显示其抗病毒作用
,

对 。
攻

击则无效
。

用 攻击时
,

一 血凝滴度 攻击 小时
,

可显示
’一 ’ 。 的

抗病毒活性
,

使用更低滴度的 攻击 小时
,

它的作用效 果尚不能辨认
,

而 在攻击

小时
,

已几乎不能观察到它的效应
,

只有 一 攻击时
,

显示其活性
。

可见使用

较高滴度的病毒攻击和攻击时间过长或使用太低滴度的病毒攻击和攻击时间太短
,

都难

于检出
‘ 一 ’

的效应
。

所 以只有在一定浓度的
’一 ’

的作用下
,

用一定滴度的

病毒攻击时
,

掌握观察结果的有利时机
,

才有可能检出它的抗病毒的作用效果
。

讨 论

”〕及 , , 等〔, 。, 证明
, 一 , 。 。

能抑制病毒复 制
,

但对病 毒 感

染的细胞未发现保护作用
。

年刘等首先证明
‘ 一 ‘ 。

对病毒感染的细胞有一定的

保护作用〔“ 〕,

姚等接着证明这种抗病毒作用有普遍性意义 〔“ 〕‘ 了 ,

但姚等当时工作
,

只 限

于人的细胞
,

本文在小鼠细胞中对
,

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

进一 步支持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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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作用的普遍性
。

在技术要求上
,

主要是要适当地选择病毒攻击的剂量及观察细胞

病变的时间
,

如果病毒剂量太大 以及感染后的保温时间太长
,

不易得到正结果 表
。

国

外曾有人报道
’一 ’ 。 的抗病毒作用

,

关键是
‘ 一 ’

要与病毒同时作用于细胞
,

如果
‘ 一 ‘

先于或后于病毒攻击则无效〔“ 〕 ,

我们不 以为然
,

病毒攻击 先于〔文献 〕

或后于
’一 ’ 。

表 处理细胞均有效
,

只是相差的时间 不能太久
。

甚至 于 在 无

“ 存在情况下
, ‘ 一 ‘ 。

先于病毒攻击 一 小时处理细胞也有效
, ’一 ’

没有
十 ‘

不能进入细胞
,

它如何发挥作用呢 估计可能是在病毒感染时将它带进了细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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