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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 醤

 白井（1924，1925）ガ初メテ，諸腺分泌液帥チ精液，唾液，子宮及ビ膣粘液，・鼻粘液ノ有ズ

ル型特異性同種血球凝集阻止作用＝依ヅテ，之等ノ諸分泌液ヲ其薦スル血液型二相當ス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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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二分類シ得ルト襲表シテヨリ，山上（1926），：Landstei：ner and：Levine（1926）， Kritschewski

u・Schwarzman（1972）， Witebsky u． Okabe（1927），吉田（1928）， Cuboni（1928）， Greenfield

（1928），Oettingen u・Witebsky（1928），原口（1929），Hi rszfeld ， Halber u． Laskowski（1929），

：Brahn u・Schiff（1929）， Semzowa u・Terechowa（1929），藤田（1929），北條（1929），甲子（1929，

1930），Lehrs（1930），濱・田（1930），速水，萩（1930），Akune（1931），Schiff u． Akune（1931），

中山（1931），北村，小判（1931），徳山（1931），山本（1931），上道，正木（1931，1934，1935），森

（1932），Hodyo（1933），越後（1933），與儀（1934），與儀，寺田，幅田（1934），園田（1935），

陳（1935），察（1935），永井（1935，1936），二依リ，軍職諸臓器，粘膜細胞，諸分泌液及ビ諸

髄腔全等ト血液型トノ間二關係存スル事が明ニナツタ．然乍ラ，必ズシモ常＝血液型同筆ジ

テ，著明＝型特異的反回ヲ焚揮シ得ナイ場合ガアツテ，調川個人的ノ著シイ下帯ノ量的差異

二依ルト云フ事ヲ，先ヅ白井，：Brahn u． Schiff，：Lehrsガ述べ，注意ヲ喚起シタ．白井ハ：B型

ノ被検者唾液7例二就テ調べ，其1例ト他門ノ著明ナ差異ヲ見出シタ事ヲ報告シ，3CLehrs

ハ，2人ノB型被槍者唾液ノ：B型質ノ排出量二著明ナ差異ヲ見出シ，吐差異ハ5ケ月以上ノ

観察時日ヲ通ジテ，常一＝同様ヂアツタト報告シタ．A型人唾液中二含有サレテヰルA型質量

ノ個人的差異二關シテハ，Akune（1931）二期リ報告サレタ．而シテ系統的ニハ， Putkonen

（1930）ガ，：B型54人，A型111人， AB型32人，合計229人ノ唾液二野ケルA及ビ：B同質ノ排

出ノ：量的轡師＝就テ槍索シ・甲州14％ハ型特異性質ヲ訣てテ居ルコトヲ認メ・他ノ86％＝於

テ，例幣特異性質ノ平等程度種々デアツテ’，1：64～1：2048ノ闇ニアリトシタ．之二次デ，

schiff und sasaki（1932）ノ・，唾液中＝排出サレル型的物質ノ著シイ個人的差異二依ツテ， A

型，：B型，AB型ヲ2群，帥チ”排出型〃ト”非排出型〃トニ分類スルコトが出來ルノミナラズ，

0型唾液モ特殊ノ方法二目ツテ同様2群二分類スルコトが出來ルトシ，統計的二前者ハ70％

後者ハ30％ナリト唱へ，更二50爾i親ノ子女149入＝就キ，排出型ノ遺傳關係ヲ調査シテ排出

型ノ遺室隅「メンデル」ノ法則＝從ヒ，排出因子Sハ，非排出因子s二封シテ優i性デ，一因子

下傳ヲ爲スb早戸シタ．其後：Henle（1933）モ之ヲ認メ，我國二於テモ，石井（1934），久保，

石井（1934）之ヲ追試シ，A型， B型， A：B型唾液＝就テ排出型，非排出型封：即興遺傳關係ヲ

槍薙シ，Schi任u・Sasakiト同様ノ關係ヲ認メタガ，0型唾液二關シテハ， Schiffノ云フが如

キ抗0型血清ヲ分離シ得ナカツタ爲メカ，0型ヲ排出型，非排出型s分ツコトが出來ナカツ

タト報告シテヰル．其他Hirszfeld（1934），野村（1934），陳（1935），永井（1935），鈴木（1936）

ノ諸氏二依ヅテ追試サレ，A型，：B型， A：B型唾液二關スル限り，大艦二期テSchiff u・Sasaki

ノ成績ハ是認サレテヰル．

 以上ノ實験成績ヲ通覧スル＝，其諸盟腔液，諸分泌液中＝存スル型的物質ノ讃明方法ハ，

同種血球凝集阻止作用，型特異的溶血阻止作用，補回結合反懸七二限ラレテ居ル．而シテ排

出型，非排出型ノ判定方法トシテハ，主二同種血球凝集阻止作用が用ヒラレテ來タ．然ルニ

Schi任（1933＞ハ，3例ノA型特異性一下沈降素血清ヲ用ヒ，沈降反響二四ヅテA’竿入唾液ヲ

楡索シ，從來ノ同種血球凝集阻止作用＝依ツテ，非排出型ト判定ナレタA型唾液パ，1當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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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可トハ沈降反慮ヲ呈シナ：イガ，、排出型二二スルA型唾液ハ，門下1血清ト著明ナ沈降反懸ヲ

呈シタト報告シタ．其後著者（1935）ハ，SSchiffノ云フ如キA型特異性冤疫沈降素血清ノ産生

ノミナラズ，B型特異性冤疫沈降素血清ノ産生ニキ成功シ， A型iB型，’A：B型ノ各塑唾液ノ

型的沈降素昌甥スル沈降反慮ヲ槍索シテ，此等ノ唾液中二沈降反鷹陽性ノi群ト陰性ノi群

ト存在スル事ヲ認メタコトハ，＊＝ee・1・va＝於テ述べタ通リデアル．其後余ハthヒ’2 xeト排出

型，非排串型トノ關係s就テ詳細二検索シ，A型B型， AB型唾液中デ，型的沈降素調ジ

テ，沈降反慮陽性ナル1群ハ例外無ク排出型二鷹シ，沈降反慮陰性ナル1群ハ例外無ク非排

出型二鵬スル事ヲ明瞭二誰明スルコトが年弱タ．                 L

 從ツテ，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判定上，新タニ簡便的確ナル型的沈降反鷹慮用ノ新領域ヲ開

拓シ得タト信ズルノデ，此鎮護之ヲ御報告シテ先輩諸賢ノ御批判ヲ仰ギ度イト思フ．

             第2章實験材料及ビ實験方法

                第1節實験材料 卜     ．

 唾液：A型，B型， A：B型ノ健康人二就キ，必ズ清水ニテ三歎セシメタル後，唾液ヲ先尖試験管二探取

シ，「ビペツト』ニテ充分概搾混和シタル後之ヲ3000廻轄ノ遠心器二掛ケ，約20分遠心シ分離シ得タル透明

ナ上清二石炭酸ヲ0・5％ノ二二加ヘテ實験二二シタ．唾液ヲ貯藏スル場合ニハ，石炭酸ヲ0．5％ノ割二加

へ，密栓シテ氷室二二イタ．

 1血球：二二ノ都度或ルー定ノA型叉ハB型ノ人ノ耳朶ヨリ探血シ1％血球浄游液ヲ造り，新鮮ナモノ

ヲ使用シタ．

型特異性簸醗素蠕・既述坊法二二ツテ得タ・レ抗A及郷灘素鯖二，1 o・5％糊二幽晦ヲ

加ヘテ氷室二貯藏シタモノヲ，随時使用二供シタ．但シ抗血清原液ヲ用フルコトナク，其抗血晴ノ沈降素

量ノ多寡二慮ジテ5～20倍二1％アラビヤゴム液デ稀繹シテ使用シタ．      ・    1

同融球団素・Q・S％・割目石炭酸痂ヘテ氷￥＝貯藏セル，64培～・28倍・凝集鞭・有ス噸型

叉ハB型ノ入血清ヲ用ヒ，全實験ヲ通ジテ成ル可クー定ノ血清ヲ使用シタ．實験二際シテハ必ズ使用血清

ノ凝集素便ヲ測定シ，同種血球凝集阻止反慮二藍當ナ稀薄度ヲ求メタ．

                第2節 實 験 方 法

 沈降反慮術式：重制法ヲ用ヒ，抗原唾液ハ生理的食盤水ヲ以テ10倍ヨリ逓滅的二稚繹シテ使用シタ・

抗原唾液ヲ原液ヨリ使用セザル理由ハ型的沈降素邸清申二存スル抗人唾罵沈降素二封スル沈降反態ヲ避ケ

ル爲白及ピ抗原唾液ノ掴濁セル場合ハ，其稀繹二依ツテ沈降反懸ノ判定ヲ容易ナラシメル爲メデテル．15

分以内二沈降反歯陽性ノモノヲ（Ht），30分以内二反慮陽性ノモノヲ（十十），1時間以内二反憲陽性ノモノヲ

（十），全ク反懸陰性ノモノヲ（一）トシテ表ハシタ．，

 同種血球凝集阻止反懸術式：本塩験＝於テハ新鮮ナ生唾液ヲ遊減的自証繹シ，各稀羅唾液ヲ0・3GC忌寸

試験管二採リ，三二後述スル如キー定ノ使吊稀羅度ヲ有スル抗A及ビ抗B人血清ヲ0・3cc宛加へ，良ク振

盟混和シ，37℃艀卵器申二2時間容レ，其間時々振盈シ，次デ1夜氷室二放置シ，翌日其混合二一ヲ「ピペ

ット」ニテ1滴宛蓮績ホール硲子ノ窩上二滴下シ，其上二1％ノA型叉ハB型血球浮游液ヲ滴’下混和シ，

30分後二其凝集反懸ノ如何ヲ肉眼ニテ判定シタ．陣鐘ハ室温（20。C～32cC）二就テ樵シ，封照トシテハ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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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代りニ層 ｣理的食盛水ヲ加ヘタモノヲ置イテ，比較制定二上シタ．封照ト同程度二二カニ凝集反懸ヲ呈ス

ルモノヲ（冊）トシ，凝集反慮申三度ノ強サノモZヲ（料）トシ，弱度ノモノヲ（十）トシ，凝集反慮ノ陽性，

陰性ノ不明瞭ノモノヲ（±）トシ，凝集三白陰性ノモノヲ（一）デ表ハシタ．

 同種血球凝集阻止反憲二使用スル前記64倍～128倍ノ凝集便ヲ有スル抗A及ピ抗B人血清ノ使用三下度

ハ，次ノ如クシテ決定シタ．部チ抗A叉ハ抗B人血清ヲ，生理的食盤水ニテ遽滅的二十羅セルモノヲ「ピ

ペット」ニテ1滴宛連繕ホール硲子ノ上上二滴下シ，其上二1％ノA型叉ハ：B型血球浮游液ヲ滴下混和シ，

30分ノ二二其凝集反慮ノ如何ヲ肉眼ニテ判定シ，張陽性（柵）ノ最後ノ稀才度ノ・一ツ手前ノ稀繹度ヲ求メ・

之ヲ當該血清ノ使用稀繹度ト定メタ．例ヘバ128倍ノ凝集便ヲ有スル血清二於テハ略8倍位が使用稀繹摩

デアル．

           第3章A型特異性沈降原ノ排出昌就テ

       第1節 A型特異性沈降原ノ排出型蛇ビニ非排出型トA型特異

          性凝集阻止物質ノ排出型蛙ビニ非排出型トノ關一

槍査セルA型唾液ノ中任意ノ20例ヲ表示シタ．先ヅ抗A沈降素血清二封スル沈降反慮ヲ見

                 ロ
ル昌（第1表），沈降回報陽性ノ1群ト陰性ノ1群ト存在シ，沈降反町陽i生ノ1群ハ其被沈降

債80～640ヲ示シテヰル．

      第1表 各A型唾液ノ抗A沈降素血清二封スル沈降反鷹ノ槍査成績

血 抗血清番號 Nr．45 排

液 出

型 量器頚 10 20 40 80 160 320 640 1280 K 型

AM 畑（）英司 柵 柵 柵 枡 柵 柵 一 一 一
S

AM：N 畑（）コトメ 柵 柵 柵 柵 一 脚 一 一
〃 s

AMN 畑（）博 柵 柵 柵 柵 柵 柵 什 一
〃 S

AMN 赤（）蕪 柵 柵 柵 柵 柵 一 一 一
〃 S

AM 赤（）千太郎 柵 柵
・珊 ’ 十｝昏

柵 柵 皆 榊
〃 S

響AMN 赤（）ア ヤ 柵 柵 柵 柵 柵 甘 一 一
〃 S

、AMN 桑（） 柵 柵 柵 惜 一 一 一 一
〃 S

AMN 今（）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胴
〃 s

AM 圓（） 柵 柵 柵 冊 什 一 一 一
〃 S

AMN 上（） 柵 柵 井1 冊 柵 昇 一 一
〃 s

AN 杉（） 柵 柵 柵 柵 柵 骨 一 一
〃 s

A：N 高（）茂 柵 柵 柑 柵 柵 一 一 一
〃 S

AM 池（） 柵 柵 柵 柵 柑・ 甘 一 一
〃 S

AMN 堀（） 柵 柵 十什 柵 冊 十十

一 一
〃 S

AMN 高（）武李 柵 柵 柵 柵 柵 十十

一 一
〃 ．S

AM：N 宇（） 柵 十一 柵 柵・ 柵 柵 十十

一
〃 S

AMN 永（） 柵 柵 柵 柵 甘 一 一 ，
〃 S

AM 岩（） 一 一 階 一 鳳 一 一 一
〃 s

AMN 中（）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瞬
〃 S

AM：N 西（） 一 卜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S

唾ON液

深（） 一 園 囎 一 一 一 一 一
〃

封：BMN照

鈴（） 一 一 嗣 一 一 一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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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三庇A型唾液ノ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鷹「ヲ槍スルニ（第2表），先昌抗A．沈降素血清二謝

シテ沈降反慮陰性ナリシ1群（今（），岩（），中（）勝，西（））〉唾液：ハ凝集阻止二二ヲ

呈シテヰナイ．帥チ「非排出型」二二スルモノデアルコトヲ知ル．其他ノ抗A沈降素血清n

封シテ沈降反鷹陽性ナ1群ノ唾液ハ，100～10000倍稀十二於テモ，著明二凝集阻止反慮ヲ皇

シテヰル．帥チ「排出型」二二スルコトヲ知ル．              ・・

 抗A沈降素血清＝封シテ，沈降反慮陰陰ノA型唾液が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三二於テ「排出

型」ト判定サレタリ，叉抗A沈降素血清二封シテ沈降千慮陽性ノ唾液が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

慮二於乾「非排出型」ト制定サレタ例ハ，全實験ヲ通ジテ1例モ存在シナカッタ．’

 從ツテ，A型特異性沈降原ノ「排出型」ハ亦A型特異性凝集阻止物質ノ「排出型」デアサ， A

型特異性沈降原ノ「非排出型」ハ亦A型特異性凝集阻止物質ノ「非排出型1デアル事ヲ完全島

謹明スル事が二二タ．

第2表 各A型唾液二於ケル型特異性凝集阻止三鷹ノ槍査成績

唾 液 稀 繹 倍 激 封照血液型

唾液供給者氏名
使血
p人清

・・i…1・…1・・… K
判定

AM
`M：N

`MN
`M：N

`M
`MN
`MN
`M：N

`M
`MN
`：N

`N
`M
`MN
`M：N

`MN
`M：N

`M
`M：N

`M：N

畑（）英司
ｨ（）コトメ

ｨ（）博
ﾔ（）薫
ﾔ（）千太郎

ﾔ（）アヤ子

K（）

｡（）

｢（）

縺i）

凵i）

ai）茂
r（）

x（）

ai）武李
F（）

i（）泰一
竅i）

?i）勝
ｼ（）

抗A血清

±、

¥十．

鼈�

¥，

唾ON液封BMN照

深（） 柵柵 柵柵 柵柵 柵「柵 〃〃

           第2節’A：B型唾液二三ケルA型質ノ態度

 槍査セルA：B型唾液ノ申任意ノ10例ヲ表示シタ．抗A沈降素血清二三スル沈降反慮ヲ見ル

ニ（第3表），沈降反回陽性ノ1群ト陰1生ノ1群ト存在シ，沈降反慮陽性ノ1群ハ二四沈降素

債80～320ヲ示シテヰル．次二瀬AB型唾液ノ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鷹ヲ検スル＝（第4表），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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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昌抗A沈降素血清二謝シテ沈降反鷹陰性ナリシ1群（賀（），越（、），楠）ノ唾液ハ凝集阻

止塚鷹ヲ呈セズ．、帥チ「非排出型」昌麗スル事ヲ知ル・其他ノ抗A沈降白血清二封シテ沈降尿

慮陽性デアル1群ノ唾液ハ100～1000倍稀繹轟於テモ著明ナ凝集阻止反鷹ヲ呈シテヰル・帥

，チ「排禺i型」昌驕スル事’ヲ知ル．

 抗A沈降素血清昌樹シテ沈降反鷹陰性ノA：B型唾液ガ，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慮二於テ，

燭咄型⑪判定サレタリ・又抗A沈降冷血瀞勤テ・沈降鵬陽性ノAB型唾液ガ1型特

異性凝集阻止反回二才テ，「非排出型」ト判定サレタ例ニハ遭遇シナカッタ．

 從ツテ，．A：B型唾液＝於テ， A型特異性沈降原ノ「排出型」ハ亦A型特異性凝集阻止物質ノ

「排出型」ヂアリ，A型特異性沈降原ノ「非排出型」ハ亦A型特異性凝集阻止物質ノ「非排出型J

デァルコトヲ完全二才明スル事が出來タ．

     第3表 各A：B型唾液ノ抗A沈降二二清二封スル沈降二巴ノ検査成績

血 抗血清番號 Nr．45 排

液 唾液供給 唾 液 稀  繹 倍 激 出

型 者氏名 10 12・ 14・ 【8・ 1・6・132・164・1・28・1 K 型

AB 井（） 柵 柵 柵 柵 甘 一 一 一 一
S

〃 杉（下）爾 壬H・ 柵 枡 十ト

一 一 一 一
〃 S

〃 可（） 柵 柵 柵 柵 粁 一 一 一
〃 s

〃 彰（） 帯 冊 ・冊 柵 甘 一 一 一
〃 s

〃 畑（） 柵 柵 柵 柵 柵 什 一 一
〃 S

〃 杉（本） 柵 柵 柵 柵 柵 粁 一 一
〃 S

〃 辻（） ・冊・ 柵 冊 十十’

脚 一 一 一
〃 S

〃 賀（） 開 階 一 一 繭 一 一 一
〃 S

〃 越（）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剛 囎
〃 S

〃 楠（）も 剛 一 一 一 購 一 一 一
〃 S

第4表 AB型唾液ノ型特異性凝集阻止二三ノ三二成績

唾液稀繹倍数 二野血液型

唾液供給

ﾒ氏名

使1血

p人清

10 1・・Qi・…［・・…
K

排出型

AB
V 」

井（）

凵i）

ﾂ（）

ｼ（）

ｨ（）

凵i）

ﾒ（）

黶i）

z（）

增i）

抗A血清

＝＝＝一柵柵柵 ＝＝＝一柵柵柵

     第3節 A型排出型唾液ノ被沈降債ト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債ノ比較

A型排出型唾液二於ケル被沈降便ト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債ノニツノ債ガ，如何ナル關係≠在

                  C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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ルカヲ任意ノ20例旧慣テ胃壁シ，比較樹照シテ見ルト，（第5表）

第5表 AS型唾液ノ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債ト被沈降債ノ比較

氏  名

各唾液ノ
型特異性
凝集阻止
贋  ’

各唾液
ノ被沈
降債

潔919

N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血液型
 ．

AM
AMN
AMN
AMN
AM
AMN
AMN
AMN
AN
AN
AM
AMN
AMN
AMN
AMN
AN
AMN
AMN
AN
AMN

畑（）英 司

畑（）コトメ

畑（）博
赤（）薫
赤（）千太郎

赤（）ア ヤ

桑（）

上（）

杉〔）

高（）茂
弛（）

堀（）

高（）武ZF
宇（）

永（）泰…一一

田（）

山（）

申（）

三（）

今（）

100Q

 100

1000Q

100Q

10000

100Q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0

 1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

320 ．

80

640 ’

160

640

320

80

320

320

160

320

320

320

640

160

640

640

320

320

320

 大艦二於テ被沈降三一80～640ヲ示シ，，凝集阻止債ハ100～10000ヲ示シテヰル・其申被沈

降債640／5例ハ，凝集阻止慣二於テモー般二高債デ，5例共10000ヲ示ス．被沈降債320／

10例中，凝集阻止債10000ヲ示スモノ2例，1000ヲ示スモノ8例アリ．被洪降債160／3例中

凝集阻止便1000ヲ示スモノ2例，100ヲ示スモノ1例アリ．被沈降便80／2例中凝集阻止債

1000ヲ示スモノ1例，100ヲ示スモノ1例アリ．

 從ツテ，被沈降債ノ高債ナA型排出型唾液ハ，其型特異性凝集阻止三二於テモー般二高便

ナコトヲ示シ，被沈降債ノ低債ナA型排出型唾液ハ，其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債二於テモー般二

低債ナコトヲ示スモノデアル．  ’

          第4章：B型特異性沈降原ノ排出二言テ

      第1節B型特異性沈降原ノ排出型蚊ビ＝非排出型卜B型特異性

          凝集阻止物質ノ排出型蚊ビニ非排出型トノ誌面

 槍査セルB型唾液ノ中任意ノ20例ヲ表示シタ．先ヅ抗B沈降素血清二謝スル沈降反鷹ヲ見

ルト（第6表），沈降反慮陽性ノ1群ト陰性ノ1群ト存シ，沈降反慮陽性ノ1群ハ，其被沈降

債80～160ヲ示シテヰル．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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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表各：B型唾液ノ抗：B沈降素血清二樹スル沈降反慮ノ槍査成績

血

液

型

抗血清番號

   唾液甲声
唾液    倍数
供給者氏名

BMN
BN
BM
BM
BM
BM
BMN
BMN
BMN
BMN
BMN
BMN
BN
NBN
BMN
BMN
BM
BM
BMN
BMN

唾AMN
液

封ON
照

小（）

小（）三
内（）正 作

和（）

松（）

飯（）

森（）富夫

竹（）粂吉
酒（）

津（）

折（）

鈴（）

正（）

前（）

内（）太一
寺（）ソ ノ

野（）

寺（）健
藤（）

森（）外 史

桑（）

深（）

Nr． 42

10

畳十

柵

柵

二

幅

冊

柵

冊

柑

20

三

聖

枡

十悪

柵

柑

吾十四

柵

轟

轟

轟

轟

40

柵

白

藍十｝

鼎

柵

柵

冊
冊十

福

福

80

柵

柵

柵

柵

柵

柵

柵

十丹

160
．

十十

320 640 K

t1

1！

11

11

11

1／

11

11

1！

11

11

1／

1！

tl

tl

tl

Il

t／

ll

rl

rt

排

出

型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次二，此：B型唾液ノ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鷹ヲ検スル＝（第7表），先二十：B沈降素血清＝

樹シテ沈降反慮陰性ナリシー群（小（）原，内（），禾ロ（），松（），酒（），正（），

前（））ノ唾液ハ凝集阻止反比ヲ呈シテヰナイ．帥チ「非排出型」二十ス：事ヲ知ル．其他ノ抗

：B浬降二二清二封シテ，沈降反回陽1生ナ1群ノ唾液ハ，100～1000倍稀繹二三テモ著明二凝

集阻止溶断ヲ呈シテヰル．EPチ「排出型」二十スコ1・ヲ知ル．

 抗B沈降素血清二三シテ沈降反鷹陰性ノB型唾液ガ，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慮昌於テ，「排

出型」ト制定サレタリ，叉抗：B沈降素血清二項シテ沈降三鷹陽性ノ唾液ガ，型特異性凝集阻

止反正二於テ，「非排出型」ト判定サレタ例ハ，全實験ヲ通ジテ1例モナカツク．

 從ツテ，：B型特異性沈降原ノ「排出型」ハ亦：B型特異性凝集阻止物質ノ「排出型」デアリ．B

型特異性沈降原ノ「非排出型」血肉B型特異性凝集阻止物質ノ「非排出型Jデアルコトヲ完全

二讃明スル事が閏來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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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表各B型唾液ノ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鷹ノ槍査成績

唾濠稀羅倍数 封照血液型

唾液供給者氏名

使血

p人清

10 100 1000 10000 K
制定

BMN
aN
C：BM

FBM

FBM

FBM

aMN
aMN
aMN
aMN
aMN
aMN
FBN

aM：N

aMN
aMN
FBM

FBM

FBMN

aMN

小（）

ｬ（）原
焉i）正 不

a（）

ｼ（）

ﾑ（）

X（）富夫
|（）粂吉
�i）

ﾃ（）

ﾜ（）

驕i）

ｳ（）

O（）

焉i）太一
宦i）ソ ノ

?i）

宦i）健
｡（）

X（）外史

抗：B血清

・購AMN謝0：N照

桑（）

[（）

柵柵 柵柵 柵柵 柵冊 柵〃

           第2節 A：B型唾液二於ケル：B三二ノ態度

 既述ノA型質ヲ槍査証ルト同一ノ10例ノA：B型唾液＝就テ：B髄質ヲ槍スルニ，AB型唾液

＝於テモ亦：B型唾液二於ケルト同様抗：B沈降素血清二劉シテ沈降反慮陰性ナ1群1・陽性ナ

1群トアリ．沈降反慮陽性ナ1群ハ，何レモ其被沈降債80ヲ示シテヰル．（第8表）

 次島，此AB型唾液ノB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慮ヲ槍スルニ（第9表），先二抗B沈降素血清

二樹シテ沈降反慮陰性ナリシ1群（賀（），越（），楠）ノ唾液ハ，凝集阻止反慮ヲ呈セズ．

帥チ「非排出型」二驕スコトヲ知ル．其他ノ抗B沈降四一清二封シテ沈降反慮陽性ナ1群ノ唾

液ハ100～1000倍半十二十テモ著明ナ凝集阻止反骨ヲ呈シテヰル．帥チ「排出型」二鵬スコト

）知ル．

 抗B沈降三一清二i射シテ沈降反回陰1生ノA：B型唾液ガ，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慮二於デ，

「排出型」ト刹定サレタリ，追出B沈降素血清ユ謝シテ沈降叡慮陽性ノA：B型唾液ガ，型特異

性凝集阻止反慮二於テ．「非排出型」ト判定サレタ例nハ遭遇シナカッタ．

                                        、  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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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表各A：B型唾液ノ抗：B沈降i素血清＝￥tスル沈降反慮ノ槍査i成績

血 抗血清番號 42 野

洲 唾液供給 唾 液 稀 羅 倍 数 出

町 下民名 10 12・1 4・［ 80 i・6・132・i64・1 K 型

A：B 弁 （） 柵 冊 柵 朴 胴 一 欄 口
S

〃 杉 （） ・H十 柵 冊 什 一 隔 一
S

〃 可 （） 柵 柵 柵 妊 一 一 一
S

〃 松（） 柵 柵 柵 ・什
顧 一 一

S

〃 畑 （） 柵 柵 柵 柵 一 一 醐
S

〃 杉 （） 柵 柵 冊 什 喘 一 一
S

〃 辻 （） 柵 柵 柑 朴 一 一 一
S

〃 賀 （） 馴 一 舳 一 一 一 繭
S

〃 越 （） 一 一 口 一 一 一 一 S

〃 楠 （） 山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S

第9表各AB型唾液ノ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反慮ノ槍査成績

血液 唾液供 使用人 唾液稀三倍敏 劉照 排出

型

給者氏名

血清 10 1…1・…i・・… K 型

A：B 井 一 一 一 十 柵 S

〃・ 杉 抗 一 一 一 十 柵 S

〃 可 隅 一 十 甘 帯 S

〃 松 B
一 一 十 什 柵 S

〃 畑
血 一 一 一 十 柵 S

〃 杉 一 翻 闇 十 柵 S

〃 辻 清 蘭 一 一 十 柵 S

〃 賀 柵 柵 柵 柵 柵 S

〃 越 柵 柑 柵 柵 柵 S

〃 楠 柵 冊 柵 柵 冊 S

      第3節 B型排出型唾液ノ被沈降贋ト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債ノ比較

 ：B型排出型唾液二於ケル被沈降債ト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債ノニツノ便ガ如何ナル關係ニアル

カヲ・任意ノ20例＝就テ検索シ，比較封照シテ見ルト，（第10表）

 一般＝：B型排出型唾液ハ40・v160ノ被沈降債ヲ示シ，凝集阻止債ハ1000～10000ヲ示シテヰ

ル．而シテ被沈降債160ノモノ8例アリ，其中7例ハ凝集阻止便10000ヲ示シ．1例ノミ凝集

阻止債1000ヲ示ス．被沈降債80ノモノ11例アリ・其中凝集阻止債10000ノモノ1例，、1000ノ

モノ10例アリ．・被沈降債40ノモノハ1例デ，其凝集阻止便ハ1000ヲ示ス．

 從ツテ，一般二B型排出型唾液ノ中デ，被沈降債ノ高イモノハ其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債モ高

ク，被沈降債ノ低債ナB型排出型唾液ハ，其型特異性凝集阻止債二於テモ低債ナコトヲ示ス

モ．ノデアル．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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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表 BS型唾液ノ型特異性凝

 集阻止債ト被沈降債ノ比較

：Nr．

血液型 氏  名

各唾液ノ
^特異性
ﾃ集阻止

各唾液ノ被沈

~贋

1 BMN 小（） 1000 80

2 ：BM 飯（） 1000 80

3 ：BMN 襟（）富夫 ユ000 80

4 ：BMN 竹（）粂吉一 10000 160

5 BMN 津（） 10000 160

16 ：BMN 折（） 10000 160

7 BM：N 鈴（） 1000 80
18 ：BM：N 内（） 10000 160

9 ：BMN 寺（）ソ ノ 1000 40

10 BM 野（） 1000 80

11 ：BM 寺（）健 1000 80

12 ：BMN 藤（） 1000 80

13 BM：N 森（）外史 1000 80

14 ：BM：N 竹（）幸 10000 160

15 ：BN 中（）享 10000 ユ60

16 BN 申（）長 1000 160

17 BMN 横（） 10000 80

18 BM：N 村（） 1000 80

19 BN 山（） 1000 80

20 ：BMN 坂（） 10000 160

    第5章AB型唾液二三ケルA型質及ビ］B型質ノ排出航態ノ比較

 前章＝テ述べタ如ク，AB型唾液＝於テハA型質ノ排出歌態ハ， A型唾液＝於ケルト同様

ヂアリ，：B型質ノ排出状態ハ，：B型唾液＝於ケルト同様デアツテ，A型質ノ排出型及ビ非排
．

出型，B型質ノ排出型及ビ非排出型が存在スルコトヲ明ニシタ．而シテA：B型唾液二於ケル

AI及ビ：B型質ノ排出態度ガ，果シテー致スルカ否カヲ槍スルニ，既述ノ第3～4表ト第8～

9表ヲ比較封照シテモ明ナル如ク，常s2F行スルモノデアル．印チAB型唾液二於テ， A型

質ノ「排出型」ヂアレバ，：B型一二就テモ「排出型」デアリ，A卜辞ノ「非排出型」デアレバ，：B

型質二就テモ「非排出型」デアル．此等ノ事實ハ，77人ノAB型唾液二就テ誰明サレ，1例ノ

例外モ存在シナカッタ．

 AB型「排出型」唾液ノ被沈降慣ト型特異性凝集阻止便ノニツノ債が如何ナル關係ニアル

カヲ，任意ノ9例二就テ検索セルニ（第11表），A型質ノ被沈降慣ハ40～320，：B型質ノ被沈

降便ハ40～80ヲ示シ，A型質ノ凝集阻止債ハ100 v1000，：B型質ノ凝集阻止債ハ100～1000

ヲ示シ，一般二A及ビB型質ノ被沈降領ノ高債ナモノハ，叉A及ビ：B型質ノ凝集阻止債モ

高便ナ傾向ヲ示シテヰル．而シテA：B型「排出型」唾液二於テA型質ノ被沈降便ハ，：B型質ノ

夫二比シ，一般＝高慣デアツタガ，A型質ノ凝集阻止便ト：B型質ノ凝集阻止債トノ間＝ハ認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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ム可キ差異ハナカッタ．

第11表 AB型排出型唾液二於ケルA型質及ビ

 ：B型質ノ凝集阻止債ト被沈降債トノ比較

血 A型質 ：B型質 A型質・ お型質 排
液 氏 名 ノ凝集 ノ凝集 ノ被沈 ノ被沈 出

型 阻止便 阻止債 降債 降便 型

AB 井（） 1000 1000 160 80 S

〃 杉 下 1000 1000 80 80 〃

〃 可（） 1000 1000 160 80 〃

〃 松（） 1000 1000 160 80 〃

〃 畑（） 1000 1000 320 80 〃

〃 杉 本 1000 1000 320 80 〃

〃 辻（） 1000 1000 80 80 〃

〃 永（） 100 100 40 40 〃

〃 大（） 1000 1000 160 80 〃

    第6章 同一人唾液中ノ型的沈降原ヲ長期昌亘リ観察セル實験

 同一人ノ唾液中＝存スル型特異性沈降原＝就テ，輩二1回ノミナラズ数回乃至数十回以上

＝亘ツテ屡々槍索スレバ，其排出歌態二依ツテ，盛時ハ排出型ノモノガ，非排出型トシテ判

定サレ，心急時ハ非排出型ノモノガ，排出型トシテ判定サレル事ガアルヤモ知レズト考ヘ

テ，次ノ實験ヲ行ツタ．EPチ排出型二麗スルA型唾液（桑（）），：B型唾液（鈴（））， AB型

唾液（井（））．非排出型二麗スルA型唾液（今（）），：B型唾液（正（））ノ各1例二就テ，其

唾液中ノ型的沈降原ノ排出歌態ヲ槍索スルコト 20tw回，1年宇絵二亘ツテ之ヲ観察シテ見

タ．（第12表→第16表）

 然ルニ，排出型二一スルA，：B，A：B型唾液ハ20藪回ノ槍査時＝於テ，型的沈降素血清二

封シ常＝被沈降便80～・160ヲ示シ，非排出型ノ態度ヲ採ツタコP・一一度モナカツタ．叉非排

出型二屡スルA型及ビB型唾液モ，20数回ノ槍一時＝於テ型的沈降素雪清二封シ，常二沈

降反慮陰性ヲ呈シ，排出型ノ態度ヲー度モ採ラナカツタ．從ツテ，型的沈降反鷹二於テ，一

旦決定サレタ排出型，非排出型ハ攣化スルコトガナイ．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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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表 同一人ノA型唾液ヲ長期二二ツテ槍査セル成績

  血人抗A沈槍査日付  液    降素血

  型名清番三
人唾液稀繹倍数

lo 1 20 i 40 1 so 1 160 1 320 1 64，0 1 K

排
出

型

10／X 1934 柵 壮十 帯 柵 一 一 一 一
S

20／X 1934 柵 柵 柵 十什

一 一 一 一
〃

10／X【1934 柵 柵 帯 柵 一 一 一 一
〃

20／X正1934 柵
舟 冊 柵 一 一 一 幽

〃

30／Xエ1934 柵 柵 柵 柵 一 一 一 一
〃

20／XIエ1934 柵 柵 枡 柵 一 一 一 一
〃

25／XII 1934 柑 柵 冊 柵 一 一 一 隔
〃

10／1 1935 柵 柵 柵 柑 一 一 一 一
〃

20／1 1935 帯 冊 柵 柵 一 一 一 瞠
〃

30／1 1935 柑 冊十 柑 柵 一 一 一 口
〃

10／II 1935

Q5／II 1935
A 桑（） Nr．45

柵柑 柵柵 柵柵 冊冊
一一 一一 脚一 脚一

〃〃

20／IV 1935 柵 柵 柵 柵 十 一 一 一
〃

20／V11935 冊 柑 柑 柵 一 一 廟 一
〃

20／VII 1935 柵 柵 柵 肝十 十 一 一 一
〃

20／VIII 1935 柵 柵 柵 柵 一 一 一 一
〃

20／IX 1935 柵 柑 柑 柵 一 一 一 一
〃

20／X 1935 柵 冊 柵 柵 十 一 一 一
〃

20／XI 1935 柵 柵 柵 柵 一 一 一 一
〃

20／XII 1935 柵 耕 柑 冊 十 一
二

一
〃

20／IIエ1936 柵 枡 柵 柵 十 一 一 一
〃

20／V 1936 租・ 柵 柵 柵 十 嗣 一 一
〃

第13表 同一人ノA型唾液ヲ長期二間ツテ検査セル成績

検査日付
抗A沈
~素血
ｴ番號

人 唾 液 稀血液型 人名

・・12・14・8・1・so 1 160 1 320 1 640 1 K

10／X 19341 1 i 1一一一
20／X 1934

10／XI 1934

20／XII 1934

25／XI［ 1934

10／ 1 1935

20！ 1 1935

30／」 1935

10／Il 1935

25／II 1935

20／IV 1935 A今（）Nr．45
20／V［ 1935

20／VII lq．35

20／VUI 1935

20／IX 1935

20／X 1935

20／XJ 1935

20／X II 1935

20／1 1935

10／II 1936

20／1［1 1936

排
出

型

s

rt

l！

ll

t1

1！

t／

r！

t！

1！

t！

l1

1！

11

1！

tl

tl

t／

t！

1！

1／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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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表 同一人ノB型唾液ヲ長期二戸ツテ槍査セル成績

橡査日付

27／XII 1934

10／1 1935

20／1 1935

30／1 1935

10／II 1935

20／II 1935

10／11［ 1935

20／1［1 1935

20／IV 1935

30／IV 1935

10／V 1935

30／V 1935

20／VI 1935
20N^VJI 1935

10／VII［ 1935

30／VII［ 1935

20／IX 1935

20／Xr 1935

20／XII 1935

20／II 1936

20／V 1936

血
液
型

B

ゴ

人

名

抗B沈
降素血
清番號

鈴（） Nr． 42

入唾液稀羅倍数
”t一一一E6tTtonto 1”1／T－t l 32016401K

排

1出’
型

憎
憎・

門

門

憎

憎

二

丁

二

二

柵

柵

二

二

柵1

柵

柵

柵

憎
憎・

憎

憎

柑

柵

柵

二

二

二
二’

柵』

冊

冊

柵

柵

柑

柵

柵

柵

柵

二

丁

二

丁

二

二

二

三

下

面
・榊

柵

柵

柵

憎

憎

柵

一一

十十

什

第15表 同一人ノB型唾液ヲ長期』亘ツテ槍査セル成績

楡査日付液
  型

人抗8沈
降素1歴

名清番號10
人唾液稀繹倍数

1 20 1 40 1 so i 160 1 320 1 640 ） K

排
出

型

27／XI【1934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脚 隔
S

10／1 1935 一 一 一 繭 一 一 一 一
〃

20／1 1935 馴 一 醐 一 一 剛 一 一
〃

30／1 1935 闘 闘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10／II 1935 一 一 闘 一 一 一 一 嗣
〃

20／II 1935 一 一 口 一 一 一 一 一
〃

10／1∬ 1935
一 一 一 一 輌 一 一 闘

〃

920／11工1935 一 一 嗣 一 一 一 一 闘
〃

20／IV 1935 一 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30／正v1935 禰 一 騨 一 一 一 一 一
〃

10／V 1935 B 正（） Nr．42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軸 一
〃

30／V 1935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20／VI 1935 闘 一 一 一 一 闘 一 闘
〃

20／VI〔1935 一 一 嗣 一 一 一 一 闘
〃

10／Vnl 1935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3G／V【II 1935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u

〃

20／IX 1935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鵯 旧
〃

20／xエ1935 一 一 開 一 一 一 騙 閏
〃

20／XH 1935 一 隔 騨 一 一 一 一 一
〃

20／II 1936 幽 嶋 隔 一 一 闇 鞘 一
〃

10／III 1936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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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表 （其1） 同一人ノA：B型唾液ヲ長期二亘ツテ槍査セル成績

槍査日付

血液型 人名 抗A沈
~素血
ｴ番號

人唾液稀羅倍数
排出型

・・i2・i4・18・i・6・132・164・匡

lo／× 19341 1 1 1 ・H－1・

20／X’ 19341 1 1 IH十
10／X正1934            柵

20／Xlr 19341 i 1 1 IN
25／XII 19341 1 i 1十kH・
10／Ii 19351 1 l j 1 ・lkH・’

20／1 II．9351 1 ［ 1 －
30／1 19351 1 1 ［ ・H－1・
10／II  1935                   ・冊

25／ II 19351 1 1 1 十H・
20／正∀ 1935 AB 井（ ）Nr．45 柵

20／V工 1935                 卦十

20／VII 19351 1 1 1 －
20／VIII 1935                  干畳

20／工X 1935            柵

20／X 19351 1 1 1・H十
20／X［ 19351 1 1 1・H十
20／X叉11935             柵

20／1 19361 1’ 1 1 ・H－1・
10／1皿  1936                   十十十

20／V 1936            柵

画

面

画

面

柵

二

二

枡

柵

二

二

柵

柵

柵

山

面

涌

出

柑

柵

冊

柵

柵

柵

函

南

二

二

柵

高

調

柵

白

酒

柵

画
一H・

鹿

柵

画
一H・

柵

鹿

柵

鹿

柵
・柵

柵

鹿

柵

柵

措

柵

冊

’H‘r

H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pt 1 S

一 1 t／

一一 1 Zl

．一． 1 t／

一 1 t／

一 1 t／

一 1 1／

一 1 11

一 1 t／

pt 1 1／

一一一・ 1 ll

一 1 1／

一 1 1／

一 i 1／

一 1 tl

一 i 11

一 1 1／

一 1 11

一一 1 1／

一 1 1／

一．一 i tl

第16表 （其2） 同一一一・’入ノAB型唾液ヲ長期二亘ツテ槍査セル成績

樵査日付

血液型 人名 抗B沈
~素血
ｴ番號

入唾液稀繹倍数
排出型

・・12・14・18・1・6・132・164・IK

27／XII 1934

P0／1 1935

Q0／1 1935

R0／1 1935

P0／II 1935

Q0／II 1935

P0／1正11935

Q0／m 1935

Q0／五V1935

P0／V 1935

R0／V 1935

Q0／VI 1935

Q0／VII 1935

P0／VIII 1935

R0／VIII 1935

Q0／IX 1935

Q0／XI 1935

Q0／XH 1935

Q0／1 1935

P0／皿1936

Q0／V 1936

AB 井（） Nr．42

十十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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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7章唾液斑二分ル排出型ノ検索

 5 cm 7F方二切ツタ「ガーゼ」片，5cm李方二切ツタ濾紙片，8cm万方昌切ツタ障子紙片

ノ各々＝，A型， B型， AB型ノ排出型，或ハ非排出型ノ新鮮唾液05cc宛滴ラシタモノヲ乾

燥シ，保存スル事6ケ月二及ビ，之ヲ實験二尉シタ．各「ガーゼ」片，濾紙片，障子紙片＝ハ

探取年月日及ビ姓名ヲ記シタ標識ヲ附シテ置イタ．

 霊験方法ハ，3ccノ生理的下塵水（％o容量ノ5％石炭酸入レ）ヲ容レタ試験管二唾液ヲ附

着サセタ「ガーゼ」片，濾紙片，障子紙片ヲ夫々細片＝切断シテ投入シ，5周聞室内二放置

シ，其闇時々国劇シテ，乾燥唾液ヲ良ク生理的食耐水中二浸出セシメル．劃照トシテ，上記

ノモノト同大同質ノ「ガーゼ」片，濾紙片，障子紙片ノ浸出液ヲ作ルコトハ勿論デアル．次昌

一列ノ小試験管内二，該浸出液ヲ倍数稀繹シ，一型的沈降素血清二封スル沈降反慮ヲ槍査シ

タ． （第17表）

           第17表  唾液斑＝依ル排出型ノ槍査

唾液斑浸出液ノ稀繹倍数
姓   名

血液型

排鮮

o唾
^液
iノ
V）

橡定抗血清

唾月

t日
ﾌ取年

槍亀
ｸ年月目

保存期間

6 12 24 48 96 192 K

暮A購鼎墾蹴「：論；＝一
今A輩．
・  塁

1！

  約6ケ月  一
1／ ．

  生唾液  一

井    排
  AB 出  〃
○    型

1！

  約6ケ月  柵
t／

  生唾液  柵

ま佃礁溝〃   約6ケ月  十十
11

  生唾液  十H

き佃1欝〃〃繋＝
沓娼1講〃   約6ケ月  一

1！

  生唾液  一

意    排
  ：B  出  〃
○   型

tl

  約6ケ月  十十
tl

  生唾液  玉

出B霧，
・  塁

1／

  約6ケ月  一
1！

  生唾液  一

柵  十十  十十  一  一  一

柵   柵  柵   十骨  一

十十 1 ‘一一一 1 一一d 1－ 1 ・一 1一

・柵  柵  十什  一  一

十十 1－ 1－ 1－ 1－ 1一

柑  冊・  柵   一   一

．

 之＝依ルト，排出型二驕スル桑×（A型唾液），鈴×（B型唾液），井×（AB型唾液）ノ唾液

斑ハ，何レモ著明＝型的沈降反慮陽性ヲ呈シタガ，非排出型二驕スル唾液斑ハ，樹照ト等シ

ク沈降反慮陰性ヲ呈シタ．6ケ月保存セシ排出型乾燥唾液斑ノ被沈降便ハ，同一入ノ生唾液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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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被沈降債昌比シテ，可成リ低債ヲ示シテ居ツタ．

 以上ノ實験二二リ，排出型二三スル唾液ヂアレバ，乾燥唾液三二就テモ良ク二型的物質ヲ

謹明ズル事が出來ルト云フ事が判ツタ．

        第8章排出型唾液ノ被沈降慣卜食事トノ關係

 朝起時，朝食後，食間，書食後，就床前日採取セルA型（桑《），B型（鈴×）， A：B型（井×），

排出型唾液＝就テ，一一沈降便二攣化ガアルや否やヲ槍ベテ見タ所，第18表二示ス如キ成績

ヲ得タ．

 帥チ朝起時，朝食後，食間，書食後，就床前ノ各時期二上取セルA型（桑×），B型（鈴×），

A：B型（井×）ノ排出型唾液ノ被沈降債ハ殆ンド細動ガナカツタ．

        第18表  1日ノ各時期二巴ケル型的沈降原ノ排出歌態

姓 血 抗 唾 液 稀 羅 倍 数
液 血 唾液瘤取時

名 型 清 ・・1 2・「 4・1 80 1・6・132・1 K
抗 朝起時 柵 柵 柵 什 一 一 一

桑 A A沈

朝食後 柵 柵 柵 十十

一 一 一

降 食  聞 柵 柵 柵 卦 繭 一 一

○ 型

素血

叢食後 柵 柵 柵 甘 一 一 一

清 就床前 柵 柵 柵 粁 一 一 嗣

抗 朝起時 柵 帯 柵 什 一 一 一
鈴 B ：B

沈 朝食後 柵 柵 柵 什 一 一 一

降 食  間 冊十 柵 柵 粁 一 一 一

○ 型

素i血

豊食後 斗皆 柵 柵 什 一 一 喘

清 就床前 冊 冊 柵 十十

一 一 一

抗 朝起時 柵 柵 柵 柵 軒 一 一
井 AB A

沈 朝食後 柵 柵 冊 柵 粁 一 一

降 食  間 柵 柵 柵
十十｝

朴 一 一

○ 型

素血

甕食後 柑・ 柵 柵 柵 什 一 一

清 就床前 柵 柵 柵 惜 皆 一 一

抗 朝起時 柵 柵 冊 軒 一 脚
井 B沈

朝食後 柵 柵 柵 十十

一 一 一
〃 降 食  間 柵 柵 十朴 甘 一 一 脚

○

素1血清

i書食後

瘴ｰ前
柵柵 柵柵 州・ 十十

¥十

＝ ＝ ＝

   第9章 型的沈降反鷹晶依ル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出現頻度二就テ

             第1節 槍査材料及ビ槍査方法

 検査材料トシテハ，0型人ヲ除イタ新竪町小學校生徒，金澤市在住民，金澤醤科大學學生ノ食間乃至食

前ノ含漱後ノ唾液ヲ用ヒタ．唾液申ニハ探取直後叉ハ1時間以内二1／10量：ノ5％石炭酸ヲ加ヘテ保存二

便シタ．

 實験方法ハ各kノ唾液ノ10倍稀羅液ヲ作り，型的沈降素血清二i封スル沈降反懸ノ陰陽ヲ調ぺ，陽性ノモ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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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ハ”S〃デ表ハシ，陰性ノモノハ”s〃デ表ハス事ニシタ．

               第2節楡上成績

            第1項 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出現頻度

 槍査セル人員総計605人，其申男子370人，女子235人ヲ算シ，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出現頻

度ハ，第19表二重ス如ク，S型：450人（74．30％），s型：155人（25・62％）ヲ示シタ．

              第19表 排出型ノ出現頻度

Nr

1

2

合計

S型

SS十Ss

 218
（72，goo／，）

 232
（75，120／o）

 450
（74．380／o）

s型

ss

 81
（27，loo／o）

 74
（24，180／6）

 155
（25，62 0／o ）

合  計

 299
（100．00％）

 306
（ 100．00 9／o ）

 605
（ 100，00 O／o ）

        註S…排出型ノ現象型ヲ示ス．s…非排出型ノ現象型ヲ示ス．
          §恥三型・肝型・示ス・ss…ヲド拙型・因子型・私

       第2項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出現頻度ト男女性別トノ關係

 男女別s見ルト，男子370人中，S型：277人（74．86％）， s型：93人（25．14％），女子235人申

S型：173人（73．62％），s型：62人（26．38％）デ， 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ハ，男女性別トハ關係ナ

イ様二丁バレル．（第20表）

            第20表  男女性別ト排出型トノ關係

男 子 δ

S型 ・型1合二

女 子  ♀

S型 s型  合  計

277 93 370 173 62 235

7．tt60／，tat5．140／，1．．IIO9．000／，173．620／， i 26．380／， i 100．00％一，

                0型ヲ除ク．

     第5項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出現頻度トA：BO式血液型トノ關係

ABO式血液型ト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出現頻度ハ，第21表・＝示ス如ク，

         第21表  ABO式血液型ト排出型トノ關係

面液型
S型 s型 合   計

實数  ％ 価数  ％ 實数  ％

A   259  78．25％  72  21．75％  331  100．00％

B     137   69、54％   60    30．46％   197   100．00％

AB   54  70．13％  23  29．87％   77  100．00％

合 計 450 74．38％ 155 25．62  605 100．00％

0型ヲ除ク．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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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型デハS型：78・25％s型：21．75％

 B型デハS型：69．54％s型：30．46％

A：B型デハS型：70・13％s型：29．87％

ヂ，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ハA型， B型， AB型二面テ差異が無イ様二思バレル．

     第4項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出現額度トMN式血液型トソ關係

MN式血液型ヨリ観ダS型， s型ン出現頻度ハ，     ’

 M型デハS型＝’74．14％，s型：25．86％

 ：N型デハS型：72．27％，s型：27．73％

MN型デハS型：75．42％， s型，24．58％

2931

デ，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ハ， M：N式血液型トハ關係が無イ様一思バレル．（第22表）

第22表  MN式血液型ト排出型トノ關係

血液型
S型 1   s型 合   計

實数 ％ 回数  ％ 實数 ％

  「l   129 74．14％ 45 25・86％ 174 100．00％

N      86   7227％ 33 27・73％ 119 100・00％

MN 224 75・42％ 73 24・58％ 297 100．00％

合 計 439 74．40％ 151 25．60％ 590 100．00％

0型ヲ除ク．

        第5項A：BO式及ビM：N式ノ各血液型組合セニ於ケル

              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出現頻度

 ABO式， M：N式ノ押型ヲ組合セテ生ズル合計12型ノ中，0型ヲ除キ9四二就テ，其各々＝

於ケルS型，s型ノ出現頻度ヲ考察スルト，第23表二示ス如ク， AM型デハS型：78．50％，

s型一1 21・50％，A：N型デハ， S型：74・60％， s型：・25・40％， AMN型デハS型：80．13％， s型：

19・88％，：B革型デハ，S型一：68・33％， s型：31・67％，：B：N型ヂハ， S型：66・67％， s型：33・33

％，BMN型デハ， S型：70・79％， s型：29・21％， ABM型デハS型：71．43％， s型：28．57％，

ABN型ヂハ，，S型：78．57％， s型：21・43％， A：BMN型ヂハ， S型：66．67％， s型：33．33％，

レナリ，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ハ， AM， A：N， AM：N，：BM，：BN， BMN， A：BM ， ABN， A：BMN

ゾ児型ト關係が無イ様＝思バレル．

［ 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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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表  A：BO式及ビMN式ノ各血液：型組合セデ於ケ；ル

      排出型及ビ非排出型ノ出現頻塵

二等 ％ 排出型 戸数 ％

M 93 28．88

SS 73

H20、

22．67

U21

78占0％

Q1・50％

A N 63 ユ9．57

SS 47

P6

14．59

S．97

，74．60％

Q5．40％   軋

MN 166 51．55

Ss 133

R3、

41．30

P0．25

8α13％19．88％

計 322 100．00 計 322    、
P00．00

M 60 31．41

SS 41

P9

21．47

X95

68．33％

ﾀ157％

：B N 42 21．99

SS 28

P4

14．66

V．33

66石7％

R3．33％

MN 89 46．60

SS 63

Q6

32．98

P3．61

70．79％

Q9．21％

計 191 100．00 計 191
・・α・・［

M 21 27．28

SS 15

U

19．48

V80

7エ．43％

Q8ゐ7％

AB N 14 18．18

SS 11

R

14．29

R．89

78・57％

Q1・43％

MN 42 54．54

SS 28

P4

36．36

P8．18

66．67％

R3．33％

計 i771m・・計1 「77 ・・α・61・

 1  ・     ’第10章 排出型ノ遣傳昌就テ

 S型，s型ノ遺傳二就テハ，最初二， Schiff u． Sasaki二三ツテナサレ，民等ハ牛血清ゴリi

作ツダ抗0型血清ヲ用ヒ，0型人唾液＝就テモ，：S型，s型ノ遺傳ヲ調べテヰル．其後久保

及ビ石井1鈴禾ノ諸氏バ0一人ヲ除ケル家族二就テ，S型， s塑ノ遺傳ラ調べク、而ジテ，，｝

以上ノ諸氏ハS型，s型ノ判定方法トシテハ，．血球凝集阻止白鷹ヲ用ヒテヰル．

1余ハS型，s型ノ判定方法トシテ型的沈降環帯ヲ用ヒ・，75家族二就テS型，冷型ヲ調べ，1

（第24表，其1，其2，其3）途中0型人ヲ除ケルA型，：B型，AB型ノ組谷セノ44家族：184

人二就テS型，s型ノ遺傳關係ヲ調査シタ所，第25表～ee27表 ＝示ス如ク，爾親ノ組合セ，

S×Sハ26家族，S×sハ15家族， s×sハ3i家族トナツタ．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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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4 表 （其1）

番號 姓 名 父 母 子 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一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桑×

押×

今×畏i欠

今×長衛

高x
山×

上×

杉×

吉x
大×

英

池

藤×

清×

清×

米x
米×

鈴×

土×

志×

古×

佐××

高×

富×

中瀬

宮×

宮×

大x
大本

牢×

松×

松×

飯×

小x
西×

SAMN
OMN
SBMN

・SBMN，

SAM
SBMN
sBMN
OMN
SAMN
SBM
SAMN
SBM
SAM
OMN
・SAN，

SABMN
SABM
sABM

OM
sBN

SBM
SBMN
sAM
SAM
sAMN
SBN
SBN
SAN
sBMN
SBM
sAMN
sAMN
SBMN
SAM
sAN

SAN
SBN
SBMN
sBM
sBMN
SBM・

sAN

SAMN
OMN
SABM
SBM
SAN
sBN

SAN
SAM
g， ABM

SBN
sBN

SAMN
SABMN
OMN
OMN
OM
sBM

SAMN
OMN
SAMN
EBM
SABMN
SBMN
SAM
SAM
sABN

ON
OM

lm） SAMN． 2m） SAMN 一
lm） SBN 2m） SBN 3m） SBN 4w） SBN

lm） sBM 2m） ON 3w） SBM 4w） SBMN 5w） SBM

lm） sBM 2w） sBMN 3w） OMN

lm） SAM

lm） SBM 2m） SBMN 3w） SBMN

lm）． ＄BN 2m） sBMN

lm） sAMN

lm） OMN 2w） SAM

lm） SBM 2w） SABM 3w） SBM

lw） SAMN

lrn）SAMN 2m）SAMN 3m）SAMN± 4m）SAMN
lrri） SBMN 2w） OMN

lm） SAMN 2m） SAN E
lw） SAMN 2w） SAM

lm） SABM ・lm） sABMN 2m） SBMN

lm）sBMN 2m） sAMN 3w） sABMN

lm） ON 2m） SAMN
lw） S．BI￥IN 2w） SBMN 3w） sABN 4w） s］3N 5w） SBMN 6w）

  SABMN
lm）SBM 2m） SBM 3m）QM 4m）OMN 5w）， OM

lm） SBN 2w） SB・N 3w） sBM 4w） SBM

lm） OM 2m）OM 3w） OM 4w） SAM

lw） OM 2w） SAM

lm） sAM 2m） sAMN 3m） sAMN 4m） SAMN

lm） SBN ．lm） SAN 2w）OMN

lw） SAMN 2w） SAMN

lm）． SBM 2m） SAMN ・

lm） OMN 2m） SBM 3w） S，BMN

lm） sAMN 2m）’OMN

lm） sAM 2w） sAMN
lm）． s－A． Plyt． 一N 2m） sAMN 3w） sBMN 4w） sAN 5w） sBN 6w）

  SAMN
lw） sAMN

lm） sAMN 2m） OMN 3w） QMN 4w） SAMN

；36 山× SABM：N OMN 1m）sBN
～ 37

渡× OM SAM 1w）SAM 2w）SAM 3w）sAM 4w）OM
「38’ 石× SAM：N SBM 1m）OMN 2m）SAM 3w）s：BMN 4w）OM

39 石× SAM SAM 1m）SAM 2m）SAM 3w）SAM 4w）SAM 5w＞SAM

40 佐× SA：BMN SABMN 1w）SA：BMN 2w）SBM

F 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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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4 表 （其2）

番號 姓  名 父 母 子          供    ，

41 川×
SAM：N7

OMN
1m）OMN 2m）SAMN 3w）SAM：N 4w）SAMN 5w）SA：N 6w）  SAN

松x SAMN    卜

nM
SAM
唐`MN

44 今×9 S：B：N OM：N 1w）OM：N 2w）OM：N 3w）sB：N 4w）SBMN

45 北× OM：N SAN 1m）SAN 2m）SA：N           唖

46 津× SAMN sA：N 1m）sAN 2m）SAN
47 藤× SA：N OMN 1m）SAMN
48 猪× SAMN SAM 1m）SAMN
49 岡× sA：BM：N OMN 1m）SBM：N 2m〕sBMN

50 坂× sABMN ON 1m）SAMN 2m）SA：N

51 早× SB：N SBMN 1m）S13N 2w）OMN

52 村× sAMN OM 1m）SAMN 2m）OM 3w）SAM
53 荒× SA：BN OM 1m）SAM：N 2m）sAMN 3m）sAM：N 4w）sBM：N 5w）SBMN

54 城× OMN SAM 11n）SAM：N 2m）OM 3w）SAM              腎

55 谷× OM：N SAMN 1m）sAMN 2m）0］N 3m）SAMN

56 小× SAM：N SAM 1m）SAM 2m）sAM

57 池× OMN SAM 1m）SAMN 2m）OM 3m〕SAM
58 内× sBM：N SBMN                                   印Pn1）SBM 2w）SBMN

59 天× SAMN SAMN 1m）SAN 2m）SAMN                                I

60 直：× SBM：N SAMN 1w）SABM・2w）SABN
61 藤× SAM：N ON 1w）SAN 2w）sAM：N 3m）OMN

62 松× OMN SABN 1m）sBMN 2m）sBN 3m）SBM：N 4w）s：B：N        ．

63 北× sAM：N ON 1m）0：N 2w）SAMN 3w）ON

64 長×× SAM sAN 1m）SAMN 2m）SAMN 3w）SAMN
65 島× OM sAMN 1m）SAM 2w）OM：N

66 岡× S：BM SAMN 1m）sABM 2w）OM
67 島× SAM：N S：BM                    トPm）sAM 2m）OMN 3m）sABMN 4m）OMN
68 寺× S：BM SIBMN 1w）SBMN
69 野× S：BM SAM 1w）SABM           ｝

70 山× sA：BMN sAM 1m）sAM         ，
71 矢× OMN SAM 11n）SAM：N 2m）SAM 3w）SAM
72 山×清 ON SA：BMN 1m）SAMN 2w）SBMN
73 山×直 SAN SAMN 1m）sAN         ：
74 山×政 sAN SAN 1m）SA：N 2w）ON         l

75 山×喜一 sA：N SAN 1m）SAN 2m）sAN 3m）SAN 4m）SAN

輩！！m・…＄ヲ示シ w…♀ヲ示ス，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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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3）型的沈降反tw ＝依ツテ調査iセル排幽型（S），

  非排出型（s）ノ遺傳的關係ヲ示ス家系圖

                          霧一雛劇型（・）笏灘排艘

                          ロー購膿…○一応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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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BMNs AMs

71

AMs

OMN AMS

∠

AMNS AMS AMS

物霧謬甲
  AMNS BMN．S ANs

74

ANS ON 姻ド3     1ANs     ANS   ANS

第25表S×S

 ノ組合セ

第26表S×s

 ノ組合セ

家族

番號

’1

3

6

10

11

12

15

16

17

27

28

30

38

39

40

42

48

51

56

59

00

66

67

68

69

73

計26
家族

子  供

S i s

2

3

3

3
1

4

2

1

1

1

2

2

1

5

2

2

1

1．．

1

2

2

1

1

44

1

1

1

1

1

2

1

8；

家族

三主

4

5

13

20

24

25

29

31

32

33

46

58

64 一

74

75

計15
家族

子  供

s

1

1

4

1

1

2

1

1

2

3

1

3

21

s

2

2

3

1

2

5

1

1

17

第27表s×昌

 ノ組合セ

家族

番朧

7

18

70

子  供

s 1 s

 l
2

3

1

S型ハ・型學シテ優性昌遺働ルカラ・因子型デハS型及ビ・型・・， SS型トS・型」・ iss型

トノ3種カラナル．故二爾親ノ各組合印ヨリ生レル子供ノ因子型ヲ考察シテ見ルト理論的F

                   E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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ハ・第28表ノ如クナル・帥チS×Sノ爾親ノ組合セ卑ヨリsノ子供ノ生レタ時ハ・Ss×Ss s

相當シS×sノ間ヨリ生レタ子供ノS型ハ必ズSs型デアル． S×sノ組合セヨリsガ生レル時

ハ，其組合下押，Ss×ssノ場合＝相可スルト考ヘテ良イ．s×sノ組合セカラハ100％s型ノ子

供丈ケが生レル．

               第28表

爾   親
子    供

現下1因子型

SxS
SSxSS
rS×Ss

rs×Ss

   SS

唐rs  ％SS

ﾈSS％Ss 塚ss一

S×s
SSxss

rs×ss

   Ss

iSs  ％ss

SXS SS×SS SS  、

 44家族調査＝於ケルS型，s型ノ出現頻度ハS型：132例（71．74％）， s型：52例（28．26％）

計184例（100％）デァツタ．（第29表）

    第29表96入ノ子供ヲ有スル44家族二於テ観察サレタS因子ノ頻度

S S

實釧％ 實釧％
爾 親

q 女

88

X6

67

U5

76．14

U7．71

21

R1

23．86

R2．29

計 ・841・327L7415212＆26

                            で夫等ノ家族ヨリ生レタ子供ノS型，s型ノ頻度ヲ其白白ノ組合セ＝ヨ・ツテ，分類シテ見ル

ト第30表二示ス如ク，

     第30表44家族二於ケル排出型（S）及非排出型（s）ノ遺傳關係

子      供
爾親ノ

g合セ
家族敷 S S

総数
實釧％ 實釧％

1 SxS［ 26 1 44

2 Sxs 1 15 1 21

3 sxs 1 3

計14465

84．61 1 8

55，26 1 17

   6

15．39 1 52

44．74 1 38

100．00 1 6

67．71 1 31 1 32．29 1 96

 1）S×S：26家族カラハ，S型：44例（84．61％），s型：8例（15・39％），計52例ノ子供が

生レ，

 2）sxs：15家族カラハ， s型：21例（55．26％）， s型：17例（44．74％〉，計38例ノ・子供が

生レ，

                【40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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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s：3家族カラハ，s型：6例（100％）ノ子供が生レテヰル、

 之二依ツテ見テモ，爾親三二s型ノ家族カラハ，S型ノ子供ハ生レナイ．子供がS型デア

ル時川添ノ1人＝ハ必ズS型ノ人が居ルト云フコトヲ漸言出來ル．

 第32表ハ實際ノ観察数ト，SS＝22．2％Ss＝49・8％， ss＝28％トシテ第31表ノ原理＝從ツテ

算出セル理論藪トノ比較デアルガ，可成リ良クー致シテ居ルト思フ．

          第31表 子供s於ケルSS， Ss， ssノ理論的頻度

爾親ノ組合セ
子  供  ノ  頻  度

SS @｛ S・ 1・・
1 SS×ss l 1 ・・ l    l
2｛SS×・・14P・qi 2幽 1 2P・q l
31S・xS・14P・q・1 ・・q・ i 2P・q・ Ip・q・

1  ｛ 1・・＋2P・q＋・…一・・12・・q・（・＋・）一2P・qlP・q・

41sS×ss l2P・q・i    l 2P・q・
51・・×・・ 如・引    1 2pq・ 12pq・
i 1    12pq・（・＋・）一2P・・12pq・

6  ss×ss q4 q4

p十q＝1 SS＝＝p2 Ss＝＝2pq ss＝＝q2

第32表 44家族ノ子供s現ハレ’ルS型及ビs型ノ理論数ト観察数トノ比較

子      供

爾親ノ組合セ 家族数 S S

實釧％ 實釧％

1 S×S 26 理論数

D丁数

46

S4

87．95

W4．61

68 12．05

P539

2 S×s 15 理論数

ﾏ察数

25

Q1

65．30

T5．26

13

P7

34．70

S4．74

3 S×S 3 理論数

ﾏ察数

＝＝ ＝
66 100．00

P00．00

  （附）

 75家族ノ調査家族中デ，爾親ノ組合セ，1．）S×0ノモノ28家族アリ．其子供ノ申，A型， B型二就テ，

S型，s型ノ出現頻度ヲ考察スルニS型：40例（75．47％）， s型：13例（24．53％），計43例．2）sxOノモノ

8家族アリ．其子供ノ申，A型，：B型二二テ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ヲ考察スルニ， S型10例（66・66％）， s

型5例（33．34％），計15デアツテ，S×0， s×0ノ間二生レル子供ノ申， A型，：B型ノS型， s型ノ出現頻度

二特別著シキ差異ヲ認メナカツタ．                            L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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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章 排出型ノ濃讐學上x於ケル鷹用二就テ

 S型ノ遺傅性ヲ利用シ，法面液便二次ノ如ク鷹用スル事が出面ル．

 1）虚血共＝一S型デナイ時＝ハS型ノ人耐忍点画ノ子供ヂハナイ・

 2）母親がS型ヂナク子供がS型ノ時＝ハ其父親ハ必ズS型デナケレバナラナイ．夫故其

子供ハS型デナイ男ヲ父＝非ズトシテ否定スル事が一蹴ル．

             第12章総括及ビ結論

 以上ノ實験成績ヲ総括的二述べテ，本研究ノ結論トスル．

 1．A型，：B型，A：B型ノ人ハ其唾液中へ排出サレル型的沈降原ノ有無二丁ツテ，簡便的確二

「排出型」ト「非排出型」ヲ匝別スル事が出來ル．而シテ，型的沈降原ノ「排出型」（S）及ビ「非排

出型」（s）ハ，schiff u． sasakiノ云フ型特異性凝集阻止物質：ノ排出型（s）及ビ非排出型（s）ト完

全二平行スル．

 2．s三二屡スル各個人ノ被沈降債ハ，略40～640ノ三二分布シテヰル．而シテ，被沈降贋

ノ高イモノハ，大禮二於テ二型特異性凝集阻止便モ高イ傾向ヲ有ス．

 5．AS型， As型，：BS型，：Bs型， ABS型ノ人唾液二：就テ，同一人唾液中ノ型的沈降原ノ排

出歌態ヲ1年絵二三ツテ観察シタガ，毎常同一成績ヲ示シ，攣化スル事ハナカッタ．

 4．食事ノ前後，含漱ノ前後二於ケル排出型唾液ノ被沈降債ヲ測定シテ見タ所，殆ンド見

ル可キ差異が無カッタ．

 5．陳奮ナル乾燥S型唾液斑浸出液二就テモ三型的沈降原ヲ謹明スル事が出門ル．

 6．型的沈降反慮二丁ツテ余ノ調査セルA型，：B型，，AB型唾液ノ人員総数605人ヂ・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ハS型：450人（74．38％），s型：155人（25・62％）デアツタ．

 7．男女別＝見ルト男子人員370人デ其中s型：277人（74．86％），s型：93人（25・14％），

女子人員235人デ其申S型：173人（75．62％），s型：62人（26．38％）デ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ハ

男女性別トハ關係無イ檬二思ハレ．7L．

 8．A：Bo式血液型ト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ハA型デハs型：78．25％， s型：21．75％，：B型

デハS型：69．54％，s型：30．46％， AB型ヂハS型：70．13％s型：29．87％デS型， s型ノ

出現頻度ハA型，：B型，A：B型二於テ差異ガナイ様二思バレル．

 9．MN式血液型ト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ハM型デハS型174．14％， s型：25．86％，：N型デ

ハS型：72．27％，s型：27．73％， MN型ヂハS型：75．42％， s型：24．58％デS型， s型ノ出

現頻度ハMN式血液型ト一高係ガナイ様二思バレル．

 10．A：BO式， MN式ノ各血液型紐合セ＝於ケル排出型，非排出型ノ出現頻度ヲ考察スルト

AM型デハS型：78．50％， s型：21．50％， AN型デハS型：74．60％， s型：25・40％， AMN型

デハS型：80．13％，s型：19．88％，：BM型ヂハS型：68．33％， s型：31．67％，］3N型ヂハS

型：66．67％，s型133・33％， BMN型デハS型：70．79％， s型：29・21％， A：BM型デハS型：

71．43％，s型＝28．57％， ABN型デハS型：78・57％， s型：21・43％， ABMN型デハS型：66・67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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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型：33・33％，トナリ， S型， s型ノ出現頻度ハAM， AN， AMN，：BM，：BN，：BMN， A：BM，

ABN，ABMNノ各論ト關係が無イ檬二輪・・レル．

 11・「排出型」及ビ「非排出型」ハ三論形質デアツテ，「排出型」ハ「非排出型」二二シテ優性二

塁傳スル．

 12．「排出型」及ビ「非概論型」ヲ法讐面上，個人識別，親子鑑別等二面用スル事が出血ル．

 13．「非排出型」同志ノ門門ノ間ヨリ「排出型」ノ子供ハ生レナ■．

 14．「排出型」ノ人ノ爾親ノ1人ハ必ズ「排出型」デア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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