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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出版社关于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的编写原则和要求，强调了教材要明确专科定位，适
教适学，为临床服务。
本教材编委会根据这个原则和各校在专科教学中的实践经验，确定在教材编写中注重学生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同时要适用于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要求；强调基础与临床结合，特别是
病原生物的致病性与诊断和防治有机结合。
免疫学是生物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广泛渗透到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各个领域，知识飞速
更新，内容浩瀚。
病原生物学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新的病原生物不断出现，如HIV、SARS病毒、高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和目前正引发全球感染与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说明人类与病原微生物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学科的飞速发展，使其内容也在不断增加，限于教学课时的要求，我们在教材内
容上进行了精选。
鉴于各个学校教学学时不尽相同，在教学环节中贯彻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于病原生物的各论的内容
，各校可根据情况选择性地进行教学。
建议理论教学为60～90学时。
本教材编写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各位编者所在学校的大力支持。
本教材编写委员会秘书罗军敏、贺莉芳两位老师做了大量联络和修校工作，魏培、张磊两位研究生为
文字统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本教材是在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教材中难免存在许多不足和错
漏之处，恳请同行专家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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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供临床医学、护理、药学、医学技术类专业使用）》共分44章，分
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1章为医学免疫学，第二部分23章为医学微生物学，第三部分10章为医学寄生虫
学。
《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供临床医学、护理、药学、医学技术类专业使用）》主要介绍免疫学基
础，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为方便学生掌握重点和复习，全书各章都列有目的要求和复习思考题，供学习参考。
　　《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供临床医学、护理、药学、医学技术类专业使用）》可供临床、预
防、护理、口腔、药学等专业专科生使用，亦可供与医学相关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生物技术等四年
制本科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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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蠕形螨第三节 疥螨附录中英文名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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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动物免疫血清临床上常利用抗毒素治疗或紧急预防某些因外毒素而导致的疾病，如白喉
、破伤风以及毒蛇咬伤等。
抗毒素主要来源于动物的免疫血清，对人体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含有特异性抗体（抗毒素），可
以中和相应的外毒素或类毒素，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另一方面，动物血清对人而言是异种蛋白，具
有免疫原性，可刺激机体产生针对抗毒素的抗体，当机体再次接受含抗毒素的动物血清注射时，可能
发生超敏反应，严重者可因过敏性休克死亡。
因此，在使用前，必须做皮肤过敏试验。
（三）异嗜性抗原异嗜性抗原指一类与种属特异性无关，存在于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之间的共同
抗原。
Forssman首先发现这种抗原，他用豚鼠脏器细胞悬液免疫家兔后获得抗体，发现此抗体除能与豚鼠脏
器细胞发生特异性凝集反应外，还能与绵羊红细胞发生交叉凝集反应。
目前已发现多种异嗜性抗原，如溶血性链球菌的某些抗原成分分别与肾小球基底膜和心肌组织有共同
抗原，当机体感染了该菌并产生相应抗体后，抗体可与肾小球基底膜和心肌组织反应，造成损伤，引
发急性肾小球肾炎和心肌炎。
又如大肠埃希菌014型脂多糖与人结肠黏膜有共同抗原，可能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有关。
某些疾病的诊断也可借助于对异嗜性抗原的检测。
例如，立克次体与变形杆菌一些菌株之间具有共同抗原，因此，可利用变形杆菌与患者血清中相应的
抗体反应观察是否能协助诊断斑疹伤寒。
（四）同种异型抗原在同一种属的不同个体之间，由于遗传基因的不同而表现不同的抗原称为同种异
型抗原。
例如，人类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免疫球蛋白等均有同种异型抗原的存在。
常见的同种异型抗原有血型抗原和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血型抗原有40余种抗原系统，其中以ABO血型系统最为重要，其次是Rh血型系统。
人类的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也称为人类白细胞抗原，存在于白细胞、血小板等有核细胞表面，参与免
疫应答的调控，且与移植排斥及某些疾病相关。
（五）自身抗原自身物质对机体本身不显示免疫原性，但在下列情况下可成为自身抗原，能刺激自身
的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应答。
1.修饰性自身抗原由于微生物感染、外伤、药物、电离辐射等作用，使正常组织细胞发生构象改变，
形成新的抗原决定簇；自身成分合成上的缺陷或溶酶体酶异常的破坏作用，暴露出新的抗原决定簇，
成为“异己”物质，显示出免疫原性刺激自身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应答。
2.隐蔽性自身抗原隐蔽性自身抗原是指正常情况下与免疫系统相对隔绝的组织成分，如脑组织、葡萄
膜色素蛋白、精子、甲状腺球蛋白等，在胚胎期没有与免疫系统接触，未建立先天性自身免疫耐受。
因此，一旦由于外伤、手术或感染等原因使这些物质进入血流与免疫系统接触，则会被机体视为异物
，引起自身免疫应答。
如甲状腺球蛋白抗原释放，可引起变态反应性甲状腺炎（即桥本氏甲状腺炎）；眼葡萄膜色素蛋白抗
原释放，可引起交感性眼炎；精子抗原释放可引起男性不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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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供临床医学、护理、药学、医学技术类专业使用)》：全国高职高专“十
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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