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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免疫学”是医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张丽芳主编的《医学免疫学》针对相关医学类专
业本科生教育的特点和要求编写而成。
全书共19章，第一至十一章内容为医学免疫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第十二至第十七章介绍了免疫
相关临床疾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原则；第十八、十九章为免疫学检测及其防治基础知识的介绍。
教材篇幅适中、内容简洁、文字精练、语言流畅、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并在每一章节后附有小结和
复习思考题，同时通过数字课程实现教学内容的拓展、丰富与及时更新，体现了科学性、先进性及系
统性。

    《医学免疫学》主要供高等医学院校基础、法医、护理、麻醉、影像、检验等相关医学类专业学生
使用，也可作为其他专业本科生和临床医务人员等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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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丽芳主编的《医学免疫学》在内容上强调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技能，注重科学性、先进性及
系统性，的体现，同时针对本科护理学、医学影像学、中医学、药学、中药学等专业的教学特点，在
编写的过程中遵循篇幅适中、内容精练的简洁性原则。
全书共19章，第一至十一章为免疫学基础知识，深人浅出地介绍了医学免疫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包括抗原、免疫球蛋白、补体系统、CD分子、细胞因子、MHC分子、免疫细胞、适应性免疫应答
、固有免疫系统及应答和免疫耐受等；第十二至十七章包括：抗感染免疫、超敏反应、自身免疫病、
免疫缺陷病、肿瘤免疫和移植免疫，主要涉及免疫相关临床疾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原则；第十八、十
九章简要介绍了免疫学检测及免疫学防治的基础知识和进展。
其中，免疫应答是医学免疫学学习的核心内容。
本教材在编排过程中力求文字简练、语言流畅、简明扼要、深人浅出、图文并茂，并在每一章节后附
有小结和复习思考题，同时通过数字课程实现教学内容的拓展、丰富与及时更新。
希望本教材能满足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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