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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免疫学是研究生物机体识别“非自身”的抗原物质并对其作出应答反应的复杂生理生化过程及其
调控、遗传的基本理论与应用的科学。
免疫学从微生物学中病原微生物的防御开始，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近代发
展而迅速地发展。
它的研究范筹已超出了传统的微生物学、医学等领域而成为一门有众多分支学科的独立的学科，它有
自己独立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但又与细胞学、医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
物学等生命科学许多学科领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分子免疫学作为生命科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而受到广泛的重视，这也是为什么在高等学校生命科学系
科开设免疫学课程受到重视及学生广泛欢迎的原因所在。
　　学生在学习免疫学之前，一般都经过了一年或两年的数理化与生命科学的基础学科的学习，如生
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细胞学、生理学等。
面对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及上述学科教学内容的更新，如何适应在这些学科基础上进行免疫学教学是
教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编写“免疫学导论”一书的出发点。
我们希望通过教学既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这一学科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又要使学生了解本学
科的现代发展及与其他生命科学的衔接，特别是与上述基础学科相适应的发展。
所以，我们除了系统有序地介绍免疫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外，还特别注重免疫学在细胞水平及分子水
平上的近代发展。
我们试图从近10年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免疫学教学实践中，补充和修改使用多年的“免疫学导论
”讲义，编写一本能适应当前大学生和未修过免疫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基础教学用书。
当然本书也可以供医学院校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做基础教学或参考用书。
为了便于学生阅读和理解，书中使用了较多的图表。
大多数图表是编者自行绘制的。
　　本书共分12章，由于善谦主编（第一、四、五、十二章及第十一章第三节），王洪海（第二、十
章及第九章第三节）、朱乃硕（第六、八章及第九章第一、二、四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叶荣
（第三、七章及第十一章第四节）等先生编写。
四人都分别参加过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免疫学”及“分子免疫学”，医学
院本科生的“微生物及免疫学”教学多年。
尽管如此，在编写过程由于知识的局限和时间的紧迫，书中还可能有不妥甚至错误，诚望读者提出宝
贵意见以便改正。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过建行湖北分行的基金奖励，得到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及生命科学学院有关
领导的鼓励和支持，得到实验室有关同志在绘图方面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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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是为生命科学包括生物科学、医学及农业科学等方面的学生学习基础免疫学课程而编写
，也可供相关学科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注重免疫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阐述。
内容力求反映免疫科学作为现代生命科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的最机关报发展，包括一些分子免疫方
面的研究成果。
书中指出了免疫学的理论和方法实际应用的途径。
书中使用了较多的自编图、表，每章都有小结和习题，便于读者自学参阅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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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重组活疫苗　　疫苗研究是迄今最重要的免疫学成就之一，最为显著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全
球范围内消灭了天花。
免疫接种预防了许多种疾病的发生，保证了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
但是，活疫苗会因遗传变异导致原疫苗的效力丧失或突变成有毒株而引发疾病，死疫苗由于灭活不彻
底导致疾病流行等原因，研制新型疫苗势在必行。
　　1.重组活疫苗的理论基础　　随着分子生物学以及将微生物基因克隆重组载体技术的发展，出现
了新的疫苗研究策略，尤其是携带主要抗原基因的载体可产生蛋白质的重组体而被用于疫苗接种。
目前应用的以病毒或细菌为载体构建的活疫苗，其原理是将外源目的基因插入已有的病毒或细菌疫苗
株DNA的某些部位，使之高效表达但不影响该疫苗株的生存与繁殖。
接种了这种重组疫苗之后，除获得对原来的病毒（或细菌）的保护之外，还获得对插入基因相关疾病
的保护力。
基因工程活疫苗包括基因缺失疫苗和载体疫苗两类。
基因缺失疫苗是运用分子生物学知识和基因工程方法，从强毒株删除毒力有关的基因，不易返祖，更
为安全。
由于其免疫机制与感染相似，免疫针对多种抗原，应答较强而持久，特别适用于局部接种（口服或吸
人）产生粘膜免疫，是较为理想的疫苗。
在细菌中曾用于研究霍乱减毒，在病毒中曾用于研究单纯疱疹活疫苗。
载体疫苗具有活疫苗的许多优点，痘苗病毒和卡介苗都能诱生强有力的抗体和细胞免疫应答，并有可
能发展成为多价疫苗。
第一，痘苗病毒可作为表达外源基因的载体，这为发展重组痘苗基因工程疫苗及高效表达活性多肽开
辟了前景（图2-7）。
第二，痘苗病毒具有庞大的基因组可编码进行自身复制的多种特殊的酶类。
它是研究真核基因调节控制的良好模型，特别是最近发现，病毒编码的蛋白可以影响细胞的生长和调
节宿主的防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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