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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年来，在大家的热情呵护下，我们共同见证了八年制临床医学教材——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与茁壮成
长。
如今，第二版教材与大家见面，怀纳第一版之精华而不张扬，吞吐众学者之智慧而不狂放，正如医学
精英人才所应具备的气质与神韵。
在继承中发展，新生才能越发耀眼；切时代之脉搏，思维才能永领潮头。
第二版教材已然跨入新的成长阶段，心中唯觉欣喜和慰藉。
回想第一版教材面世之后，得到了各方众多好评，这充分说明了：这套教材将生命科学信息化、网络
化以及学科高度交叉、渗透的特点融于一身，同时切合了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医学模式的
转变，诠释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另外，编委构成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内容选择、编排体系、印刷装帧质量等，令广大师生耳目一新，
爱不释卷。
诚然，第一版教材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有的学科仍以介绍知识为主，启发性不强，对学生难以起到
点石成金、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的学科、章节之间有重复现象，略
显冗余，不够干练。
另外，随着学科的进展，部分疾病的临床分类、治疗等内容已略显滞后，亟待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入其
中，充实完善。
鉴此，第一版教材的修订工作便提上日程。
此次修订，比当初第一版的编纂过程更为艰辛和严谨，从编者的谨慎遴选到教材内容的反复推敲、字
斟句酌，可谓精益求精、力臻完美，经过数轮探讨、分析、总结、归纳、整理，第二版教材终于更富
于内涵、更具有生命力地与广大师生们见面了。
“精英出精品，精品育精英”是第二版教材在修订之初就一直恪守的理念。
主编、副主编与编委们均是各领域内的医学知名专家学者，不仅著作立身，更是德高为范。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他们将从医执教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体会以及医学精英的特质潜移默化地融入
到教材当中。
同时，在主编负责制的前提下，主编、副主编负责全书的系统规划，编委会构成团结战斗的团队，各
位专家群策群力、扬长补短、集思广益、查漏补缺，为教材的高标准、高质量的修订出版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注重医学学科内涵的延伸与发展，同时兼顾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是第二版教材的一大亮点。
此次修订不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临床流行病学》、《肿瘤学》、《生物信息学》、《实验动
物学》、《医学科学研究导论》和《医学伦理学》，同时还合并了《生物化学》与《医学分子生物学
》。
通过主编顶层设计，相邻学科主编、副主编协调与磋商，互审编写提纲，以及交叉互审稿件等措施，
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突出中心、合理交叉、避免简单重复的要求。
强调启发性以及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第二版教材的另一大特色。
除了坚持“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和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
用性）”，更注重激发学生的思维，让他们成为自己头脑的主人，批判地看待事物，辩证地对待知识
，创造性地预见未来。
同时，这版教材也特别注重与五年制教材、研究生教材、专科医师培训教材以及参考书的区别与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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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篇二十七章。
在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整个免疫学的发展历史进程，重点阐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发现。
在基础免疫学部分，阐明基本理论，反映最新进展，强调其中关键环节，保证理论深度，注意与应用
问题的衔接。
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科研规律过程性阐述免疫学基本理论，以期起到启发和带动学生创造性思维的
作用。
在临床免疫学部分，围绕临床免疫相关疾病的预防、诊断与治疗的需求，在阐明主要发病机制和防治
措施同时，注意介绍新策略与技术应用和交叉学科所提供的支撑等广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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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个多世纪以来，生命科学研究揭示了一个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刺激.应答是生命活动的基本
模式。
就动物而言，刺激，应答是其与外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运动模式。
生命科学家发现，人体在对外环境的应答中除了神经和内分泌反应以外尚存在着免疫性应答的反应模
式。
这一发现奠定了免疫学诞生与发展的基础，并为现代医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任何外环境的物理和化学因素的刺激均可启动机体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应答，使机体做出“趋利
避害”的反应。
如当火焰烧灼一个人的手掌，其分布在手掌上的皮肤温度感受器将该刺激信息通过传人神经纤维传递
到神经系统的中枢——大脑，大脑对其进行信息整合与处理，发出反应信息，通过传出神经纤维将信
息传到支配手和上肢的骨骼肌上，使手和上肢发生离开火焰的运动。
这一刺激与反应的生理过程是在瞬间内完成的。
如果不能完成，则是病理状态，手掌将被火焰烧伤，造成机体损害和完整性的破坏。
人类生存的环境中存在大量微生物——病毒、细菌、真菌、原生动物和多细胞寄生虫。
如果上述微生物入侵人体，这些外源生物性刺激将触发体内何种反应？
会造成什么结果？
由机体哪一个系统负责对其产生反应？
反应物质是什么？
如何反应的？
在历经两个世纪的科学探索之后，科学家们获得了明确的答案：是免疫系统以抗体、细胞因子等免疫
分子和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以免疫应答的方式对外源生物性刺激（免疫学家将其称之为抗
原）产生反应，其结果是有效地将抗原清除到体外，从而确保自身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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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免疫学(第2版)(供8年制及7年制临床医学等专业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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