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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附光盘1张）》分
上、下两篇。
上篇为免疫学，详细探讨免疫系统的主要构成及其生物学作用；较完整地勾勒固有免疫应答与适应性
免疫应答的轮廓与过程；简略介绍免疫学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下篇为病原生物学，总体描述病原生物、感染、病原生物控制、生物安全的基本概念，分别阐明医学
病毒、医学细菌、医学真菌、医学寄生虫的生物学特性（涵盖形态结构、基因及编码产物、遗传变异
、致病性等）与相适应的人体免疫作用；有选择地介绍各类重要的致病病毒、细菌、真菌与寄生虫之
特点与危害（包括其发现与描述、基因与结构、致病性与临床表现、检测与防治等）。
以期通过这样的表述框架，使学习者获得进入免疫学学术领域所必须的某种引领；探讨病原生物学奥
秘所应当持有的工具知识；进一步从事临床医学学习所不可或缺的基础积累；日常生活中维护健康生
存所依赖的科学常识。
本教材为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为更好适应学习对象的学习要求，故于
内容上除坚持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的学科特点外，也兼顾了中医学与现代生命科学间的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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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NKT细胞 NKT细胞是一类既表达T细胞受体（TCR）又表达NK细胞受体的
淋巴细胞，主要分布于骨髓、肝和胸腺等。
主要表型为CD56+TCR+CD3+，大多数为DN细胞，少数为CD4+T细胞。
其TCR主要为TCRαβp，少数为TCRγδ。
其TCR缺乏多样性，主要识别由CD1分子提呈的脂类和糖类抗原，且不受MHC限制。
其具有免疫调节和细胞毒作用，NKT细胞受到刺激后，可以分泌大量的IL-4、IFN-γ、GM—CSF
、IL-13及其他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发挥免疫调节作用。
NKT细胞与多种疾病的发病有着重要联系，一方面保护机体免受微生物感染和肿瘤发生；另一方面
，NKT细胞也可以破坏机体组织，参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NKT细胞是联系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桥梁。
 （三）γδT细胞 γδT细胞为CD4-CD8-DN细胞，仅少数为CD8+SP细胞，是介导固有免疫应答的细
胞。
其缺乏抗原受体多样性，只能识别多种病原体表达的共同抗原成分，使之有别于αβT细胞的特异性
抗原识别能力。
主要分布于皮肤、小肠、肺以及生殖器官等黏膜及皮下组织，在末梢血中仅占5％～10％，是构成皮肤
的表皮内淋巴细胞和黏膜组织的上皮内淋巴细胞的主要成分之一。
分布在不同黏膜组织中的γδT细胞可以表达不同的TCRγδ以识别不同性质的抗原，而在同一黏膜
组织中γδT细胞只表达一种相同的TCRγδ，因而具有相同的抗原识别特异性。
 与αβT细胞相比，γδT细胞具有如下特点：①直接识别天然抗原，不需APC提呈，无MHC限制；
②其识别配体常为非肽类分子（如CD1提呈的糖脂、分枝杆菌的单烷基磷酸酯等）；③主要发挥非特
异性杀伤功能，尤其在黏膜局部及肝脏的抗感染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机体针对某些病原体的免
疫防御，是第一线防御细胞；④释放细胞因子（IL-2、IL-3、IL-4、INF-γ、GM-CSF和TNF等）发挥
免疫调节作用。
近几年发现γδT细胞还具有杀瘤作用，也可能参与对坏死细胞的清除。
 （四）B1细胞 B细胞可分为B1细胞和B2细胞两个亚群，前者属于固有免疫细胞，后者参与适应性免疫
。
B1细胞在个体发育过程的较早时期出现，由胚胎期或出生后早期的前体细胞分化而来，这一过程的发
生不依赖于骨髓细胞。
在人的胎脾中含有大量B1细胞，但随着个体的成熟，含量逐渐减少。
 B1细胞可以形成。
IgM类低亲和力抗体并与不同抗原表位结合。
即使无明显外来抗原刺激也可能自发分泌针对微生物脂多糖和某些自身抗原的IgM型抗体，其应答特
点是：受到抗原刺激后活化的细胞不发生抗体类别的转换，不形成免疫记忆细胞，产生形成IgM类低
亲和力抗体。
基于此种特性，B1细胞一般归属于固有免疫细胞。
肠道固有层和肠系膜淋巴结的B1细胞可能分泌IgA，有助于黏膜免疫，起到局部抗感染作用。
同时B1细胞参与对多种细菌的抗感染免疫，构成抗感染第一道防线。
此外，B1细胞产生的多反应性自身抗体，可能有助于清除变性的自身抗原，但亦不排除致病性自身抗
体会诱导自身免疫病的发生。
 二、抗原提呈细胞 抗原提呈细胞是指能捕捉、加工、处理抗原，并将抗原信息提呈给抗原特异性淋
巴细胞的一类免疫细胞。
APC分为两大类：组成性表达MHCⅡ类分子和T细胞活化的共刺激分子的APC称专职APC
（professional APC），包括树突状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系统（mononuclear phagocyte system，MPS）
和B细胞；另一类APC在正常条件下不表达MHCⅡ类分子，但在炎症过程中或IFN-γ等细胞因子的作
用下，也可表达MHCⅡ类分子并处理和提呈抗原，是非专职APC（non—professional APC），包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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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上皮及间皮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等。
这里主要介绍专职性APC的特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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