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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免疫学是一门新兴且发展很快的学科，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如抗原递呈细胞加工、处理和递呈抗原的机制、T／B细胞识别抗原后发生免疫应答或无能应答的机制
、免疫细胞凋亡的机制、多种免疫分子（MHC分子、细胞因子、黏附分子、CD分子等）的生物学特
征及作用机制等，均在分子水平上给予了阐明。
同时，随着对基础免疫学的深入研究，临床上许多与免疫相关的疾病的发病机制也更深入地得到了解
，使免疫学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
面对迅速更新的免疫学知识，针对高等医学成人教育本科教学时数偏少且又需更多结合临床实际的特
点，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医学免疫学》教材。
　　为了使不同专业的学生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系统掌握免疫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了解免疫学的
新进展，在选定教材内容，安排章节次序等方面，我们听取了不少教师的意见，编写力求简明扼要、
重点突出、深入浅出，介绍了本学科近年来的新进展及复杂的免疫机制。
使本教材适合成教本科或专升本的教学需要。
本教材也可作为全日制医学本科生的教材。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多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温州医学院和浙江省内其他医学院的青年教师，他
们为本书的完成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由于免疫学内容更新太快，编写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知识和
能力有限，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前辈、同道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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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高等医学成人教育的特点，结合近年免疫学的研究进展所编写的免疫学教材。
全书内容包括免疫分子、免疫细胞和临床免疫等共19章。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免疫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从不同水平阐述了免疫系统的组成和功能，以及免
疫应答的规律和调节，并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免疫现象中的分子机制。
    本书适合高等医学成人教育本科生使用，也可作为全日制医学本科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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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初，法国学者Richet等在研究海葵的毒性作用时意外地发现，曾接受过海葵毒液而幸免于
死亡的狗，数周后再接受极小剂量的同一毒液时可迅速引起其死亡，称此现象为过敏反应。
当时还发现，将动物来源的抗体进行治疗，能引起患者的血清病。
这些免疫反应对机体不利，由此引出了免疫病理的概念。
　　20世纪20年代后，免疫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免疫化学方面。
Landsteiner研究了芳香族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与活性基团的部位对产生的抗体特异性的影响，认识到决
定抗原特异性的是很小的分子，其结构不同，则抗原性也不同。
随后，Tiselius等用电泳方法证明抗体是Y-球蛋白。
Poter等从分子水平阐明了抗体的四肽链结构及部分功能。
　　20世纪40年代，Owen观察到异卵双生的小牛作胎盘血管吻合后，每只小牛体内均存在自身和对方
两种不同血型的红细胞，成长后可接受相互皮肤的移植而不发生排斥，于是提出了免疫耐受的概念。
澳大利亚学者Burnet等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免疫系统在胚胎期发育尚未成熟，此时受抗原刺激将
导致成年机体的免疫耐受。
50年代英国学者Medawar等给新生小鼠注入同种脾细胞，成功地诱导出获得性移植耐受，有力地支持
了Burnet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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