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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免疫组织化学实验技术是医学基础病理学和临床病理诊断的关键技术。
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来临，基因研究的重点已由结构转向功能。
生命科学与医药学进一步渗透、交叉与融合。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也与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蛋白质组学研究技术等结合，向定量化和分子水平发展
，现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中研究形态、功能和代谢的一种有力工具，是从事病理学、生理学、肿瘤学
、临床检验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科研人
员和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实验技术之一。
　　本书编者为国内权威医院（上海长海医院）和百年名校（复旦大学）的一线专家，对免疫组织化
学技术、核酸和蛋白质研究相关技术以及常用抗体谱和标记物在病理诊断中的应用进行了全方位的阐
述。
　　接纳和吸收了国外免疫组织化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详述常用实验技术方法和流程，并根据编
写者的实践经验和国内实际条件加以改进：特别阐明了每种技术方法的优缺点和应用注意事项，以及
结果不理想的改进处置办法：附有59幅彩图，以显示各种标记技术的正确染色结果，便于读者对照。
附录提供了免疫组化和原位杂交优化的操作流程及常用试剂配制等实用资料，以供读者在实际工作中
快速、方便地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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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方法的研究进展及技术改进一、免疫荧光组织化学技术二、免疫酶组织化学技术三、多聚螯合物酶
法四、胶体金属一抗体复合物方法五、催化信号放大系统六、滚动式循环放大法七、原位免疫PCR八
、提高IHc方法敏感性的辅助手段参考文献第六章 免疫金银组织化学技术第一节 溶胶的基本概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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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金的质量鉴定第三节 胶体金探针的制备一、原理二、待标记蛋白质的准备三、胶体金pH值的调
整四、确定胶体金与待标记蛋白质用量五、蛋白质的胶体金标记六、胶体金标记蛋白质的纯化七、胶
体金探针的质量鉴定第四节 光镜免疫金组织化学染色方法一、原理二、IGS间接法染色步骤第五节 光
镜免疫金银组织化学一、原理二、IGSS操作流程三、双PAG法第六节 彩色免疫金银染色方法一、操作
步骤二、CIG3SS的优点第七节 物理显影液的配制和IGSS的评估一、物理显影液的配制二、IG3SS法的
评价及其注意事项参考文献第七章 双重或多重免疫组织化学标记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消除双重染色间
交叉反应的方法一、分步固定法二、解离洗脱法三、位点封闭法第三节 光镜下的双重及多重免疫标记
染色一、双重或多重免疫荧光标记染色二、双重或多重免疫酶标记染色三、其他双重标记法染色第四
节 电镜下的双重及多重免疫标记一、标记方法二、操作第五节 双重或多重标记的注意事项参考文献
第八章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的分析和判断第一节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的判断原则第二节 对照染色设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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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标本未按所期望的表达(胞质及核)八、所有切片包括阴性对照切片均呈现弱阳性反应九、所有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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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间皮细胞标志六、其他间叶标志第三节 神经组织标志一、广谱神经标志二、选择性神经标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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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上皮细胞及其肿瘤二、间叶细胞及其肿瘤三、神经源性肿瘤四、神经内分泌肿瘤五、淋巴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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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性肿瘤五、腺泡状肿瘤六、黏液样肿瘤七、转移性肿瘤第三节 肿瘤细胞耐药性中的应用一、P糖
蛋白二、多耐药相关蛋白三、肺耐药相关蛋白四、拓扑异构酶五、谷胱甘肽S转移酶六、金属硫蛋白
七、药物代谢酶类——胸苷酸合成酶第四节 肿瘤性激素受体中的应用一、概述二、雌激素受体三、孕
激素受体四、雌激素调节蛋白五、雄激素受体第五节 肿瘤细胞增殖活性中的应用一、生长分数二、增
殖活性与预后三、增殖活性与治疗第六节 肿瘤细胞凋亡中的应用第七节 肿瘤相关基因中的应用一、
癌基因二、肿瘤抑制基因第八节 病原微生物检测一、人乳头状瘤病毒(HPV)二、EB病毒(EBV)三、乙
型肝炎病毒(HBV)四、幽门螺杆菌(HP)参考文献第十八章 肿瘤免疫组化标记的形态学特征及其意义第
一节 阳性标记的显色特征一、阳性标记的色度特征二、阳性标记的强度特征三、阳性细胞的量化标准
第二节 抗原在细胞中的定位一、胞膜型表达二、胞核型表达三、胞质型表达四、胞膜一质型表达五、
胞核一质型表达第三节 阳性标记的组织学特征一、局灶型二、弥漫型三、片块型四、网状型五、腺管
型六、腔缘型七、其他类型第四节 阴性结果及其意义一、完全阴性二、部分阴性第五节 影响抗原定
位的主要因素一、组织结构不清晰二、组织细胞特殊结构三、非特异染色的干扰第六节 肿瘤抗原异常
表达一、肿瘤细胞不同分化阶段异常表达二、肿瘤细胞抗原异位表达三、肿瘤细胞异常分化四、抗体
交叉反应五、肿瘤细胞吸附和吞噬参考文献附录附录I免疫组织化学和原位杂交常用操作流程一、IHC
常用方法操作流程二、原位杂交操作流程附录Ⅱ免疫组织化学常用缓冲液附录Ⅲ原位杂交组织化学常
用试剂及配制附录Ⅳ各种市售常用酸碱的浓度附录V玻璃及塑料器皿的硅烷化附录Ⅵ蛋白质含量的测
定方法附录Ⅶxgal染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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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免疫组织化学实验技术及应用》中免疫组织化学实验技术是医学基础病理学和临床病理诊断的
关键技术。
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来临，基因研究的重点已由结构转向功能。
生命科学与医药学进一步渗透、交叉与融合。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也与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蛋白质组学研究技术等结合，向定量化和分子水平发展
，现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中研究形态、功能和代谢的一种有力工具，是从事病理学、生理学、肿瘤学
、临床检验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科研人
员和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实验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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