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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氏菌诊断噬菌体受体位置的测定

何晓青 黄海青 孙吉昌

江 西省卫生 防疫站
,

南昌

提 要

木文报道用静止期细菌吸 附噬苗体速率常数测定
,

和细胞壁脂多糖 使

铂 噬菌体失活量测定 。 的 结果
,

以试图分析讨论存在于大肠埃希氏菌细胞 壁上

的噬菌体受体位置和数量
。

志 贺氏菌噬菌体 的受体位置也一并于 此进行试验和讨论
。

经试验可被噬菌体 一
功 裂解的菌株 株

,

试验 值为 “
,

其中

株提取 测定 。为 一 产
,

证明这些细菌细胞壁上有大量 一 噬菌体

的受休
,

而且这种受体就定位在 上
。

被噬菌体 一
功 和 功 裂解的许多 菌株

,

试验获得很高的 值
,

但提取的 不能使这两株噬菌体失活
,

说明这些细菌细胞壁上 虽有大量的相应受体
,

但受

体位置不在 上
,

很可能在脂蛋 白上
,

尚待实验证明
。

试验结果进一步推论两株噬菌体

的 受体是不相同的
。

被噬菌体 一

价 裂解的菌 殊
,

试验 值不超过
,

说明在细菌细胞壁上

相应受体数 目较少
,

或噬菌休尾丝末端与受体的亲和力较低
。

单独的 不能作为噬菌体

的受体
,

但 。杭原的存在似乎对噬菌体的吸 附有协同作用
。

噬菌体 一

价 工 试验 值很低
,

每个细菌细胞壁上的受体可能只有少数的 几

个
。

因此
,

从细胞外的 裂解大概是不可能的
,

而是必须在细胞内复制
,

然后从细胞内裂解
。

如前文 〔‘〕所述
,

作者 已分离并筛选出大肠埃希氏菌诊 断 噬 菌 体
一 、 一 、 一

及
一 。

当提高噬菌体的浓度时
,

可以扩大在种 内的裂解范围
,

而其特异性不受影响
。

除

噬菌体
一

与弗劳地氏柠檬酸杆菌噬菌体 功五相同外
, 一

和
一

都能裂解一部分 志

贺氏菌株
,

特别是福氏志贺氏菌
,

几乎都同时可被这三种 噬菌体裂解
。

噬菌体对细菌的裂解取决于 两个条件
,

即必须在细菌细胞壁上有相应 的受体
,

同时

噬菌体核酸侵入细菌细胞后能够 进行大量的复制
,

从细胞内使细菌裂解
。

如果在细胞壁

上存在大量的受体
,

吸附了大量的噬菌体
,

也可 以从细胞外使细菌裂解
。

在高浓度噬菌

体的作用下
,

细菌的裂解常采取这种方式
。

本文用静止期细菌吸附噬菌体速率常数的测定
,

和细胞壁 台使 噬菌体失活量

的测定
,

以试图分析讨论存在于大肠埃希氏菌细胞壁上的噬菌体的受休位置和数量
。

志

贺氏菌属 噬菌体 〔 〕的受体位置也一并于此进行试验和讨论
。

本 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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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噬 菌体 大肠埃希氏菌噬菌体
一

价

功
,

志贺氏菌属的噬菌体 功

、 一

功
、 一

价
、

一

的
。

,

均按双层法 制备
。

菌种 所用的菌种及来源见表
。

菌株是用相应 血清处理后在琼脂平板上分离

噬菌体裂解试验 按前文 〔‘〕的方法进行试验
。

菌株及其来派表

工

一 , 一

弓

一

下 一

,

魂 , 飞了。

了 , , ,

飞

丁

,

,

,

飞

川
,

,

二

, , 下
,

, , ,

飞 。
,

〕几 之

飞

主 诬 盯 石

一

几
,

润
一

腿
,

乃
一

噬菌体吸附速率常数
,

简称 的测定

按文献 〔‘ 〕的方法进行
。

噬斑减少在 以 内者作为是测定误差
,

不予计算
。

测得约

结果按下列 公式计算 值
。

尸尸
卫人

一一

“ 又

县、义 ‘。“ , 分

尸 。 吸附前噬斑对照计数 尸 吸附后噬斑计数

每 所含细菌数 吸附试验时间 分

细菌脂多糖 的提取 按 酚水提取法 提取细菌的
。

使 噬菌休失活且
。。

测定 按文 献 〔日 , 方 法 进 行
。 。 量 以

产 表示
,

按噬斑计算的结果直接读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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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一

, 匀 分

‘

结 果 与 讨 论

噬菌体
一

价

大肠埃希氏菌 和落
、

经试验出现三 类不 同的结果 表
。

大肠埃希氏菌
一 、

,

均不被
一

噬菌体裂解
,

试验结果 值为
,

在 八 也不能使噬菌体失活
。

证明这些细菌细胞壁上没有相应的受体
。

表
一

小 噬菌体测定结果
一

小

,

召

。一一一一一

浏

五 定 主

一

一

了

几

】

了

一

一 飞

一

少
·

二
】

,

大肠埃希氏菌
,

大肠埃希氏菌
、 、 、 ,

福氏志贺

氏菌 株和宋内氏志贺氏菌 亚 相
,

均可被
一

噬菌体裂解
,

试 验 值为 一
,

经试验过的几株菌所提取的
, 。为

。
户 至 召 。

证明这 些 细

菌细胞壁上有大量的相应受体
,

而且受体就是定位在 上
。

大肠埃希氏菌 和 虽然也被 价 裂解
,

它们 试验的 值在 一

之间
,

但用 菌株制备的 测定
。 , 声 仍然无作用

。

说明系

类属反应
,

可能在完整的细菌细胞壁上具有构成一个相似于这类受体的一个条件
,

其机

理尚不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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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绍 一 一注一

噬菌体
一

功 和 沪 从表 可以看出
,

沪 和 沪 都能裂解大肠埃

希氏菌
一 ,

而且 试验获得高的 值
。

从 菌株和 菌株配对的试验结果来看
,

菌株均比 菌株具有较高的吸附速率
。

说明这两株噬菌体的受体具有相似的特性
。

由

于 菌株的 抗原形成为固体屏障
,

妨碍噬菌体的吸附
,

菌株不形成 抗原 糖链
,

故噬菌体可以较为容易地吸附在受体上
。

这一现象与
一

噬菌体相似
, 一

噬菌体的受

体已确定是在 上
, 。。试验所需 和 菌株的 量 召 “ ” , 。

而

我们所提取的大肠埃希氏菌
一

的 则不能对这两株噬菌体呈现明确的失活作用
,

表
一

小 和 小 曦菌休浏定结果
。 。 , 。 。 。 五

一

小 五 小

小 小
, ·‘· 。

·

, 。 。 , 、 。 , ,

卜、 , 。

五

尸

毛

二

,

夕

乙八︺勺口门力

了八日
︹,‘一。门﹄引尸。八曰乃几曰﹃

︺︺一‘七八,

一

盯
一

刀
一

一

了

一

一

一

说明这两株噬菌体的受体不在 上
,

很可能是在与 形成镶嵌结构的脂蛋白上
,

尚待进一步的实验证明
。

功 不能裂解大肠埃希氏菌 和大肠埃希氏菌
,

试验 值为 。 而功

则可以裂解这两株菌
,

试验 值分别为 和
。

说明这两株细菌细胞 壁 上 没

有 价 的受体
,

但存在大量 价 的受体
,

也就是说这两株噬菌体在相应细菌细胞 壁上

的受体是不相同的
,

虽然它们还具有一些相似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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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

, 台毖

五

衰
一

小 和
一

小 噬菌体侧定结果

五
一

小
一

小

小 小

日 , 弓。

几

以比

了

夕

〕

盯犯招如。比

二

切

二

任︺匀门

团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了

宝

噬菌体
一

价峨 和
一

功 从表 可看出 价 经 试验
,

其 值

没有超过 的
,

一

可能在细菌细胞壁上它们 的受体数 目较少
,

或噬菌体尾丝末端结构与

细胞壁上受体之间的亲和力较低
,

故吸附速率偏低
。

在 菌株与 菌株的配对试验中
,

有两株 菌株的吸附速率显然高于 菌株
,

似乎 抗原的存在对噬菌体的吸附有 协 同

作用
。

单独的 是不能作为受体的
,

这 已可从
。

试验的结果作出说明
。

等

对 噬菌体作过研究
,

曾作过相似的解释〔“ 〕。

价 经 试验
,

其 值只在 之 间
,

而且与裂解试验的结果呈现矛盾的现

象
,

即不论能否产生裂解现象
,

它们都有一些低的但是明确的吸附作用
。

在 细胞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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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一 一

受体应该是极少的
,

每个细菌细胞壁上甚至只有少数的几个
。

因此
,

从细胞外的裂解大

概是不可能的
,

而是必须在细胞内复制
,

然后从细胞内裂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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