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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教材是培养中医人才和传授医学知识的重要工具，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中医药院校教学质量的关
键之一。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教材的质量，
更好地把握新世纪中医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让高等中医药院校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教
材可供选用，以促进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继承创新、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医学，让学生在规定
的课时内，牢固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全国高等中医药教学管理研究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组织，全国各中医药院校积极参与，共同
编写了本套供中医药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精编教材”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教材编写、出版的经验，是对中医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规律探索的体会，是对中医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
本套教材是以国家教育部新版的教学大纲和国家中医药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求为依据，以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的以突出中医传统和特色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五版)及反映学科发展新成果的普通高等
教育中医药类“五一”规划教材(六版)为蓝本，充分吸收现有国内外各种版本中、西医教材的合理创
新之处。
从教材规划到编写的各个环节，层层把关，步步强化，重在提高内在质量和精编意识。
既体现在精心组织，高度重视，以符合教学规律；又体现在精心编写，在“三基”、“五性”和”三
特定”的教材编写原则下，确保内容精练、完整，概念准确，理论体系完整，知识点结合完备，并有
创新性和实用性，以切合教学实际，结合临床实践，力求”精、新、实”的特点。
同时，教材编排新颖，版式紧凑，形式多样，主体层次清晰，类目与章节安排合理、有序，充分体现
了清晰性、易读性及和谐性。
在本套教材策划、主编遴选、编写、审定过程中，得到了专家指导委员会各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
了全国各中医药院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一纲多本、形式多样是高等教育教材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殷切希望各中医药院校师生和广大读者在使用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使本套精编教材更臻完
善，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更符合现代中医药院校教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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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教育部关于面向21世纪教材建设与改革精神，由来自全国16所医学院校教学科研一线的教授和青
年骨干教师共同编写了这本《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教材。
 教材结构分两部分。
第一篇为医学免疫学，主要有免疫学概说、免疫细胞激活物、免疫效应分子、抗原结合分子、免疫辅
佐分子、免疫细胞、免疫应答和免疫学应用共八章。
第二篇为病原生物学，主要含病原生物学概说、医学病毒、医学细菌、医学真菌、医学寄生虫、常见
致病病毒、常见致病细菌、常见致病真菌、常见致病寄生虫共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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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医学免疫学第一章 免疫学概说第一节 免疫学研究的范畴与历程人类在近200余年中对于免疫现
象的关注导致了免疫学（immunology）的诞生。
随着近代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免疫学经历了免疫现象观察与描述，以及机械的模仿应用、免疫现
象的物质结构基础的探索、免疫作用机制的解读等研究历程。
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人类对免疫作用机制的深刻解读，使免疫学脱离了医学微生物学的母体，形
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成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头羊”。
一、免疫学研究的范畴人类对于免疫现象的关注起始于对疾病（尤其是感染性疾病）演进过程的观察
与判断。
随着免疫学研究历程的进展，人们发现免疫现象与免疫作用机制涉及到了生物体生、老、病、死的方
方面面，因而免疫学研究的领域也随之有了大范围拓展，形成诸多分支学科。
诸如与经典学科交叉构成的免疫化学、免疫遗传学、免疫病理学、免疫药理学、免疫毒理学等；按研
究对象层次划分的细胞免疫学、分子免疫学等；以临床专题研究划分的肿瘤免疫学、移植免疫学、生
殖免疫学等。
将免疫学分为基础免疫学（免疫生物学）与临床免疫学两类是最为多见的一种划分，前者研究免疫现
象的物质结构基础和免疫作用的形成机制，后者研究与免疫现象相关的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免疫生物学研究所能提供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各个免疫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对于作为奠基学科的免疫
生物学，我们不妨将它定义为一门系统地研究机体是如何识别“自我”与“非己”，并对“异物”的
损害作用加以防御的科学。
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免疫学的认识必须经历免疫生物学的学习来加以完成。
二、免疫学研究的历程（一）免疫现象的研究早期免疫学研究一般公认是源于疫苗的应用，从中国古
代的“人痘”接种，到Jenner发明的牛痘，再到Pasteur的狂犬病疫苗。
这一系列的工作实际上是人为地促使机体重演针对感染性疾病的抵御过程，进而揭示和证实了免疫现
象的存在及其规律性。
这些工作与吞噬现象的观察研究、抗血清疗法等可以被视作是免疫现象观察、描述及机械的模仿应用
研究。
（二）免疫系统的研究抗原、抗体的发现以及由此而开展的基于对抗原、抗体化学本质及相互作用机
制的研究开启了对免疫现象的物质结构基础的探索性研究。
随着补体系统的明确，腔上囊的作用及淋巴细胞异质性的确认等大量研究，使免疫现象赖以形成的器
官与细胞的组织学基础被揭示，为免疫系统的确定和免疫学成为独立学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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