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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疫苗在防治许多疾病中的功绩已为世人所公认。
1977年证实了天花在全球被彻底消灭和200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乃
国际卫生保健史上的两个光辉里程碑，许多重要的传染病也得到有效控制。
无可辩驳地证明疫苗对人类健康保障、生活质量改善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过去的20世纪中，由于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和细胞学等学科在分子水平上的飞
跃发展，取得了大量基础研究成果，为传统疫苗的改进和新疫苗的开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在此
基础上促使疫苗学（Vaceinology）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在此期间，疫苗的发展有如下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单一疫苗发展为联合疫苗，减少了免疫次数；
许多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多种组分疫苗和偶联疫苗问世，免疫效果得到改进；重组DNA技术应用
于疫苗研究和生产，是疫苗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核酸疫苗或DNA疫苗
技术为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等疫苗的研制开创了极有希望的前景；非传染病疫苗和治疗性疫苗的研
究和开发得到了重视，并取得一定进展；各国政府有关部门对疫苗的研制和生产的管制更为规范。
　　当疫苗学的发展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我国在国外的一些学者与国内从事疫苗研究的专家通力合
作，结合各自的专业，编写成国内第一本论述当代新疫苗研究进展的专著。
本书的几位主要作者在出国以前都是在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事疫苗研制的专家和学者，出国后又长期在
处于领先地位的疫苗研究实验室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根据自己在国内外几十年中进行疫苗研制
的丰富经验和深刻体会进行写作，这种精神值得赞赏。
本书旨在力求反映疫苗学的新进展，介绍新疫苗的研究和开发的现状，同时也涉及与发展新疫苗相关
方面，诸如，疫苗的工艺学，疫苗的免疫机理，粘膜免疫，DNA疫苗和转基因植物疫苗的新技术，以
及有关新疫苗研制的管理规范等。
编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也是企望与国内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合作，这种形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
通过本书的出版，衷心希望海内外的中国预防医学工作者，加强交流，携手合作，为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疫苗学这门新学科，研制和开发新疫苗，并为最终控制和消灭传染病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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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新疫苗》由34位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们结合自己在长期从事新疫苗研究和开发过程中积累
的丰富知识和实际经验编写而成，而且经19位国内疫苗研制方面的专家、教授、院士审阅。
因而这是一本由集体的智慧所创作的国内第一本有关疫苗学研究进展的专著。
疫苗学是一门集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为一体的边缘学科，并且正在逐
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代新疫苗》介绍了当今世界上新疫苗的研究成果和开发动态，并针对目前一些人类对之还束手无
策的疾病，例如艾滋病、疟疾、自身免疫病和肿瘤等，以及一些仍然造成每年数百万人死亡的结核病
、肝炎和婴儿腹泻等疾病提供了新疫苗研究和开发的新近技术和信息。
全书共33章，对疫苗的三次革命，即传统疫苗、基因工程疫苗和DNA疫苗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对预
防艾滋病、肝炎、结核病、婴儿腹泻和疟疾等传染病的新疫苗研究进展进行了逐一的介绍。
　　《当代新疫苗》可作为从事生物高科技专业人员，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大专院校的教师、研究生
、本科生和进修人员的专业教材和参考读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新疫苗>>

书籍目录

第1章 疫苗的历史、发展和前景1.1 疫苗防病的历史渊源1.2 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和第一次疫苗革命1.3 
历史上的重大疫苗事故和灾难1.4 以重组DNA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疫苗革命1.5 疫苗对消灭和控制传染
病的不朽功绩1.6 引发第三次疫苗革命的DNA疫苗主要参考文献第2章 疫苗和免疫2.1 免疫系统2.2 免疫
活性细胞2.3 疫苗和免疫反应2.4 疫苗有效免疫反应的基本要素主要参考文献第3章 疫苗抗原成分的纯化
和研制3.1 疫苗研制的法规3.2 微生物和细胞的培养3.3 培养物固、液相分离和细胞的破碎3.4 疫苗抗原
成分的纯化主要参考文献第4章 疫苗佐剂的研究进展4.1 概述4.2 植物佐剂4.3 细菌佐剂4.4 人工合成佐
剂4.5 铝佐剂及其他无机成分佐剂4.6 细胞因子佐剂4.7 核酸佐剂4.8 投递系统4.9 新佐剂的选择和研究方
向主要参考文献第5章 实验动物在疫苗研制中的应用5.1 实验动物的管理5.2 实验动物模型5.3 实验动物
在疫苗研制中的应用主要参考文献第6章 基因工程疫苗6.1 基因工程技术概述6.2 基因工程疫苗的优越
性6.3 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6.4 以细菌为载体的基因工程疫苗6.5 以病毒为载体的基因工程疫苗6.6 基因
工程疫苗的质量控制主要参考文献第7章 DNA疫苗7.1 肌肉注射裸DNA分子的重大发现7.2 DNA疫苗的
作用机理7.3 构建DNA疫苗的基本要素和方法7.4 DNA疫苗的动物实验结果7.5 DNA疫苗的临床试验进
展7.6 DNA疫苗的安全性考虑7.7 DNA疫苗的研究发展方向主要参考文献第8章 粘膜免疫8.1 粘膜免疫系
统8.2 M细胞及其功能8.3 粘膜组织中的抗原摄取、处理和呈递8.4 口服耐受现象及机理8.5 IgA抗体介导
的粘膜免疫保护效果8.6 细菌毒素的粘膜免疫佐剂效应主要参考文献第9章 转基因植物疫苗9.1 植物基因
工程简介9.2 植物的遗传转化9.3 转基因植物疫苗9.4 口服免疫耐受性9.5 转基因植物疫苗研究的发展方
向主要参考文献第10章 新疫苗的申请审核和管制10.1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署简介10.2 生物制品和疫苗
的管制10.3 新疫苗的申请和审核10.4 新疫苗审核和管制面临的新挑战主要参考文献第11章 结核病疫
苗11.1 概述11.2 结核病及其流行病学11.3 抗结核杆菌感染的免疫机理11，4卡介苗的历史、效果和存在
的问题11.5 BcG重组DNA疫苗11.6 营养缺陷型结核减毒活疫苗11.7 结核杆菌的蛋白质抗原11.8 结核亚单
位疫苗11.9 结核DNA疫苗11.10 评估免疫保护效力的动物模型11.11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12章 百日咳疫
苗12.1 概述12.2 百日咳流行病学12.3 百日咳病原学12.4 百日咳杆菌遗传学12.5 百日咳菌体疫苗12.6 百日
咳无细胞疫苗12.7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13章 细菌多糖、脂多糖及其蛋白质结合疫苗13.1 概述13.2 细菌
多糖、脂多糖及其与蛋白质的结合13.3 肺炎球菌荚膜多糖疫苗13.4 伤寒沙门氏杆菌荚膜多糖疫苗13.5 
流行性脑膜炎球菌疫苗13.6 b型嗜血流感杆菌疫苗13.7 儿童中耳炎疫苗13.8 痢疾脱毒脂多糖及其蛋白质
结合疫苗13.9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14章 伤寒疫苗14.1 概述14.2 病原与流行病学14.3 发病机理与保护性
免疫14.4 伤寒疫苗的现状与发展方向14.5 伤寒减毒疫苗株作为其他疫苗的载体14.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
第15章 痢疾疫苗15.1 概述15.2 病原与流行病学15.3 发病机理15.4 保护性免疫反应15.5 早期痢疾疫苗的简
单回顾15.6 当前痢疾疫苗的研究方向与基本手段15.7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16章 霍乱疫苗16.1 概述16.2 
病原与流行病学16.3 发病机理与毒力因子16.4 免疫反应16.5 霍乱疫苗16.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17章 概
述17.2 产毒性大肠杆菌的毒力因子17.3 感染获得免疫力的证据17.4 早期肠毒素大肠杆菌疫苗研究的回
顾17.5 研制中的肠毒素大肠杆菌疫苗17.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18章 幽门螺杆菌疫苗18.1 概述18.2 幽门
螺杆菌的致病机理18.3 幽门螺杆菌的免疫反应18.4 幽门螺杆菌疫苗的动物模型18.5 幽门螺杆菌疫苗的
研究进展18.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19章 炭疽疫苗19.1 概述19.2 炭疽的流行病学19.3 炭疽杆菌的致病机
理和保护性抗原19.4 现用的炭疽疫苗19.5 新型炭疽疫苗的研究进展19.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0章 艾滋
病疫苗20.1 概述20.2 艾滋病流行病学20.3 艾滋病病原学20.4 艾滋病毒感染的病程20.5 艾滋病毒感染的免
疫反应20.6 艾滋病疫苗的研究进展20.7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1章 轮状病毒疫苗21.1 概述21.2 轮状病毒
结构及基因编码分配21.3 轮状病毒表面蛋白的结构与功能21.4 轮状病毒抗原的变异和漂移21.5 轮状病
毒疫苗的研究现状21.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2章 肝炎疫苗22.1 概述22.2 甲型肝炎疫苗22.3 乙型肝炎疫
苗22.4 丙型肝炎疫苗22.5 型肝炎及其他型肝炎疫苗22.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3章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23.1
概述23.2 人乳头瘤病毒的基因结构和功能23.3 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与疾病23.4 机体对人乳头瘤病毒感
染的免疫反应23.5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23.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4章 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24.1 概述2，4.2
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基因和结构24.3 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感染和免疫24.4 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的研究进
展24.5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5章 疟疾疫苗25.1 概述25.2 疟原虫的生活史25.3 宿主的免疫反应和疟原虫
的免疫逃避25.4 无性红细胞内期疟原虫抗原25.5 无性红细胞外期疟原虫抗原25.6 有性期疟原虫抗原25.7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新疫苗>>

研制疟疾疫苗的策略和方法25.8 蛋白质和多肽亚单位疟疾疫苗25.9 重组DNA载体疟疾疫苗25.10 疟疾核
酸疫苗25.11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6章 血吸虫病疫苗26.1 概述26.2 血吸虫的生活史26.3 血吸虫病的免疫
反应26.4 血吸虫病的实验性疫苗26.5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7章 钩虫病疫苗27.1 概述27.2 钩虫的生活史
及其流行病学27.3 研究钩虫疫苗的动物模型27.4 钩虫疫苗的研究现状27.5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8章 联
合疫苗28.1 概述28.2 联合疫苗的历史和发展28.3 传统的联合疫苗28.4 新型的联合疫苗28.5 联合疫苗的制
造和使用28.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29章 肿瘤疫苗和肿瘤的免疫治疗29.1 概述29.2 肿瘤疫苗29.3 细胞因
子的免疫治疗29.4 抗体导向的免疫治疗29.5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30章 避孕疫苗30.1 概述30.2 避孕方式
的发展与前景30.3 传统避孕疫苗30.4 基因工程避孕疫苗30.5 核酸避孕疫苗30.6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31章
自身免疫病疫苗31.1 概述31.2 自身免疫病及其发病机理31.3 自身免疫病疫苗31.4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32
章 T细胞疫苗32.1 概述32.2 髓鞘反应性T细胞在多发性硬化发病中所扮演的角色32.3 髓鞘反应性T细胞
受体的结构特性32.4 T细胞疫苗对多发性硬化的治疗机制和临床效果32.5 T细胞疫苗的临床试验32.6 T细
胞疫苗的免疫调节机制32.7 T细胞疫苗的潜在性限制因素32-8展望主要参考文献第33章 治疗性疫苗33.1 
概述33.2 治疗性疫苗的提出及其意义33.3 治疗性疫苗的种类33.4 影响治疗性疫苗效果的因素及其可能
机理33.5 治疗性疫苗分子设计的基本策略33.6 治疗性疫苗的应用33.7 展望主要参考文献附录1：获得美
国FDA执照的疫苗及其商品名和生产厂家附录2：研究和开发中的各种传染病疫苗附录3：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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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1.3基因的转化和表达　　载体DNA和目的基因在体外重组以后，接下去的工作是将它们转入到
能让它们自由复制和表达其基因产物的活细胞中去。
将重组DNA分子引入活细胞内的方法很多，凡能将DNA转入细胞内的技术都可以使用。
最常采用的方法是转化、转染、转导、体外包装、脂质体介导和电击法等。
用于表达基因产物的细胞有3种　　（1）原核细胞这一类细胞的典型代表是大肠杆菌，这是因为对大
肠杆菌的基因背景研究的最清楚，细菌生长快速，培养条件简单，有许多质粒或病毒载体可以用来克
隆各种外源DNA，并能十分有效地转化到大肠杆菌中去而获得高效表达。
其缺点是缺乏蛋白质翻译后的折叠加工过程，并且不能使蛋白质糖基化，然而糖蛋白的糖部分往往和
抗原性、蛋白质的立体结构和抵抗蛋白酶的降解有关，因此大肠杆菌主要用于表达来源于原核细胞的
基因产物。
此外，在下游提纯过程中须彻底去除细菌的内毒素，造成较复杂的制备程序　　（2）低等真核细胞
酵母是这一类细胞的典型代表，因为对酵母的基因结构研究的比较彻底，并可用发酵的方法来大量制
备基因工程的产物，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接触过和酵母有关的食品或饮料，因此如果基因产物中污染一
些酵母的成分也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此外，酵母具有真核细胞糖基化的功能，适合表达真核细胞的基因产物　　（3）哺乳类细胞这种细
胞可分成3类，即原代细胞、细胞株和细胞系。
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减毒活疫苗是用猴肾原代细胞培养的，风疹疫苗是用细胞株来制备，狂犬疫苗是用
细胞系来制备的。
细胞株在体外的培养有代次的限制，但是给动物接种不会产生肿瘤；细胞系则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传代
，但是给动物接种有可能产生肿瘤。
细胞株和细胞系是常用的基因工程宿主细胞，但是哺乳类细胞摄取DNA的能力很差，即便在最合适的
条件下，也只有不到10％的DNA能被转化进入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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