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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疾病学(nosography)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问。
从医学诞生伊始，人们关于疾病的认识也就自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疾病学。
如果我们将疾病学定义为对疾病发生的原因、机制、过程与转归的诠释，那么，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
底(Hippocrates)的《希波克拉底文集》(The Hippocratic Corpus)和中医学的经典之作《伤寒杂病论》都
可以算作疾病学的不朽之作。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科学大发现时代”，在近代物理学、化学和
生物学的重大发现与发明的支持下，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观念转变，疾病学转而分化
成为微生物学、免疫学、病理学、营养学、医学遗传学等多个生命科学分支，并各自向着自己的纵深
和微观层次突飞猛进，又共同形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石。
    科学伟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经说过：“每一位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被违反
本意地放逐到一个在不断缩小着的知识领域里，这是一种威胁，它会使研究者丧失广阔的眼界，并使
他下降到一个匠人的水平。
”爱因斯坦的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当科学愈益向纵深发展的同时，科学家的眼光就
会愈益受到限制。
如同挖井，井挖得越深，在井下看到的天空就越狭窄。
以此而论，则今天作为对疾病发生原因、机制、过程与转归进行诠释的各门基础学科，从各自角度所
作的深度诠释同样可能会模糊人们对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性认识，尤其是对非临床专业的各医学相
关学科的学习者而言。
    为了能够给出关于对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性认识的综合表述，我们集合了相关教研室的精英，编
写了这本《疾病学基础》。
目的是想让护理、药学、营养、康复、检验、预防等与医学相关的各专业学习者，有一个对于疾病的
发生、发展的基础认知。
而在本’质上，这也许是一种对疾病认识过程的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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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免疫学研究的历程200余年来，免疫学研究由对免疫现象的探究发端，经历了免疫系统研究
阶段，发展为对免疫作用机制的研究。
（一）免疫现象的研究早期免疫学研究一般认为是起源于疫苗的应用，从中国古代的“人痘”接种，
到Jenner发明的牛痘，再到Pastern的狂犬病疫苗。
疫苗的使用实际上是对机体抗感染防御过程的人为重演，进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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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清疗法等一起，被视为免疫现象的观察、描述及机械的模仿应
用研究阶段。
（二）免疫系统的研究抗原、抗体的发现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抗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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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免疫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Burnet的“克隆选择”学说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
奖为标志，开始了最为艰难的免疫作用机制研究阶段。
在其后40余年中，免疫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如免疫球蛋白基因重排现象的揭示、主要组织相容
性复合体（MHC）分子的发现及其生物学意义的揭晓、T细胞抗原受体识别特点的发现、独特型一抗
独特型网络学说的提出等，以10多项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获奖成果为核心的大量研究成果将免疫学及
生命科学的诸多奥秘展现在人类眼前。
还应指出的是，在免疫学研究历程中，方法学的研究亦不断深入，发展并形成了诸如放射免疫分析、
单克隆抗体制备等多项伟大的生物技术。
免疫学研究不仅仅充满辉煌，同时也有着更多、更复杂的疑难。
但正是那些看来不可逾越的难题使整个免疫学保持了欣欣向荣的活力，近百年来免疫学在诺贝尔医学
生理学奖颁奖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科学发展的动力往往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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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疾病学基础》供护理、检验、预防、制药、营养、康复等医学相关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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