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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护理学专业的迅速发展，全日制护理学专业教材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教材体系
日益完善，品种迅速增多，质量逐渐提高。
然而，针对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专业，能够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方便学生自学的
教材，可供选择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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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护理
学专业教材的质量，更好地把握21世纪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以中国医科
大学为主，聘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沈阳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本套教材，由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本套教材编排新颖，版式紧凑，层次清晰，结构合理。
每章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学，告知学生本章需要掌握的内容和重点、难点，以方便教师教
学和学生有目的地学习相关内容；第二部分是具体教学内容，力求体现科学性、适用性和易读性的特
点；第三部分是复习题，便于学生课后复习，其中选择题和判断题的参考答案附于书后。
　　本套教材的使用对象主要为护理学专业的高起本、高起专和专升本三个层次的学生。
其中，对高起本和专升本层次的学习要求相同，对高起专层次的学习要求在每章导学部分予以说明。
本套教材中的一些基础课程也适用于其他相关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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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免疫学科在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快速与基础和临床各学科发生交叉渗透，带动和提升了临床
整体医疗水平，并日益显示出这种交叉渗透的优势。
因此，免疫学理论对指导临床护理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免疫学已成为一门举足轻重的学科之一。
为了更好地完成护理本科免疫学的教学工作，本教材以传统理论和最新进展相结合，以基础理论和临
床实践相结合，以网络视频授课和自学相结合为特色，突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的内在规律和
学科的整体框架。
每章附有“导学”、“复习题”，鼓励学生自学，为学生自学提供切人点和创造条件，以适应成人教
育护理学专业本科教学的需要。
通过自学力求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引导学生逐渐提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社
会培养出高级护理人才，以满足保证人民群众健康的日益需要。
.　　全书共二十章，以主编编写的《剖析免疫学》为主要参考蓝本，基本涵盖了免疫学主流理论体系
和整体框架，二十章内容有简有繁，有深有浅。
以视频教学为主，也有少部分自学，根据教学需要可灵活应用。
其中免疫细胞和免疫应答两章为重中之重；而白细胞分化抗原和细胞黏附分子两章则要求学生自学。
在各章编写过程中，尽量贯穿基本的哲学观点，运用辩证法观察和分析问题，以培养学生正确的逻辑
思维以及对掌握的知识具有准确的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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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包括免疫器官（1ymphoid organ）、免疫细胞
（immunocyte）和免疫分子（immune molecule）。
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是发挥免疫功能的物质基础。
　　（一）免疫器官　人类最早发现的免疫器官为鸟类的法氏囊（bursa of Fabricius），是B细胞发育成
熟的地方。
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免疫器官已有高度的进化，可分为中枢免疫器官（primary lymphoid organ）和外
周免疫器官（peripheral immune organ）。
　　1.中枢免疫器官中枢免疫器官有胸腺（thymus）和骨髓（bone marrow），胸腺是T细胞分化、选
择和成熟的地方；骨髓是B细胞分化、选择和成熟的地方。
　　2.外周免疫器官外周免疫器官有淋巴结（1ymphoid nodes）、脾脏（spleen）和黏膜相关淋巴组织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s，MALT），外周免疫器官的主要作用是为T细胞和B细胞提供定居
的地方，也是免疫应答发生的场所。
淋巴结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滤过阻止侵入组织的病原微生物的扩散和浓缩抗原，及时介导免疫应答；脾
脏的主要作用是针对病原微生物的血行感染，清除自身衰老、损伤和变性的细胞，维持自身稳定
；MALT的主要作用是防御黏膜感染。
　　（二）免疫细胞　　参加免疫应答的细胞统称为免疫细胞（immunocytes）。
有淋巴细胞（1ymphocyte）、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APC）、粒细胞（granulocytes）
和肥大细胞（mast cell）等。
　　1.淋巴细胞　淋巴细胞有T细胞、B细胞和NK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
T细胞和B细胞能够接受抗原的刺激发生增殖、分化和产生免疫应答，又称免疫活性细胞
（immunocompetentcells，ICC）。
　　2.抗原递呈细胞　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又称辅佐细胞（accessory cells），
是指具有捕捉、处理外源性抗原（exogenous antigen）和主要递呈外源性抗原信息的细胞，包括树突状
细胞（dentritic cells，DC）、巨噬细胞（macrophages，Mφ）和B细胞，属于专职的抗原递呈细胞。
　　3.单核细胞　单核细胞（monocyte）源于骨髓，分布于血液中，可移行至组织器官，继续分化为
特定的组织细胞。
单核细胞移行至外周免疫器官继续分化为巨噬细胞，也包括连接组织中的组织细胞（histiocyte）、肺
脏中的尘细胞（dust cell）或称肺泡巨噬细胞（alveolar macrophages）、肠组织中的肠巨噬细胞、肝脏
中的库普弗细胞（Kupffers cells）、肾脏中的肾小球膜细胞（mesangial cell）、骨组织中的破骨细胞
（osteoclasts）和神经组织中的小胶质细胞（microglial cells）等。
　　4.粒细胞　由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或称多形核中性粒细胞（polymorphonuclear neutriphils
，PMN）、嗜碱性粒细胞（basophil）和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e）组成。
　　5.肥大细胞源于骨髓，分布于皮肤、各脏器结缔组织中的小血管周围和黏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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