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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免疫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进入70年代以来，免疫学理论的新成果和实验技术的新方法层出
不穷，免疫学的一些概念得到了更新和发展，如在T细胞抗原受体的本质及基因结构、抗体的基因结
构与多样性的遗传控制、免疫细胞CD抗原的本质及在免疫应答中的作用、MHC分子参与的免疫识别
与限制性、细胞因子、免疫调节、基因工程抗体、以及免疫血清学技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多新内容、
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
今日之免疫学已成为发展最快、渗透性最强而且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门生物学科，免疫学在各个生物学
科中的应用已使其成为生命科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为了适应免疫学的发展和兽医专业本科生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组织了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
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四所农业院校从事兽医专业本科免疫学教学工作的教师编写了
这部《动物免疫学》。
本书以基础免疫学和免疫血清学为重点进行编写，全书约33万字，分十八章，可作为兽医专业本科生
的教材或教师参考书使用，部分内容可供研究生阅读参考。
　　编者由于受到水平的限制，加之免疫学发展很快，参考资料浩瀚无垠，因此在文献跟踪及内容的
组织上难免存在不少疏漏和不足，诚请读者和同道们指正。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我国兽医免疫学家杜念兴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关心，谨致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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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物免疫学》以基础免疫学和免疫血清学为重点进行编写，全书约33万字，分十八章，可作为
兽医专业本科生的教材或教师参考书使用，部分内容可供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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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五、IgD第五节 抗体产生的克隆选择学说一、克隆选择学说的基本思想二、克隆选择学说对几个
问题的解释第六节 人工制备抗体的种类一、多克隆抗体二、单克隆抗体三、基因工程抗体第七节 抗
体的分类一、根据抗原的来源二、根据有无抗原刺激三、根据与抗原反应的性质第四章 免疫系统第一
节 免疫器官一、中枢免疫器官二、外周免疫器官第二节 免疫细胞一、免疫活性细胞——T细胞和B细
胞二、NK细胞和K细胞三、辅佐细胞四、其它免疫细胞第三节 细胞因子一、细胞因子的种类与命名二
、细胞因子的共同特性三、细胞因子的免疫生物学活性第五章 免疫应答第一节 概述一、免疫应答的
概念二、免疫应答的参与细胞、表现形式与特点三、免疫应答产生的场所四、抗原的引入与分布第二
节 免疫应答的基本过程一、致敏阶段二、反应阶段三、效应阶段第三节 细胞免疫一、细胞毒性T细胞
与细胞毒作用二、细胞与炎症反应三、细胞因子及其免疫生物学活性四、细胞免疫效应第四节 体液免
疫一、抗体产生的动力学二、抗体的免疫学功能第六章 补体系统第一节 补体的概念、组成和性质一
、补体的概念二、补体的组成三、补体的性质第二节 补体的代谢一、补体的来源二、补体的合成与分
解代谢第三节 补体系统的激活途径一、补体激活的经典途径二、补体激活的替代途径第四节 补体激
活的调节、补体受体与补体系统的遗传控制一、补体激活的调节二、补体受体三、补体系统的遗传控
制．．：第五节 补体激活后的生物学效应一、细胞粘附二、调理作用三、免疫调节四、补体介导的趋
化性五、补体与凝血过程六、补体介导的炎症过程七、补体介导的细胞凝聚过程第七章 免疫调节第一
节 抗原对免疫应答的调节作用第二节 免疫细胞的调节作用一、T细胞的免疫调节作用二、B细胞的免
疫调节作用三、巨噬细胞的免疫调节作用四、NK细胞的免疫调节作用五、红细胞的免疫调节作用六
、自身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的免疫调节作用第三节 免疫分子的调节作用一、抗体的免疫调节作用二、补
体的免疫调节作用三、细胞因子的免疫调节作用第四节 免疫调节的遗传控制第五节 神经内分泌免疫
网络调节一、 神经内分泌系统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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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免疫学在兽医学及农业与生物科学中的应用　　一、免疫学在兽医学中的应用　　免疫学
在兽医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动物传染病及寄生虫病的诊断抗体能与相应的
抗原发生特异性的结合反应，基于这一原理建立的各类血清学技术，以及一些细胞免疫检测技术和在
动物体内进行的变态反应，均已广泛用于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的诊断。
可通过血清学技术检测病料中的抗原，或血清中的相应抗体而作出确切诊断。
同时可应用血清学技术对新分离的病原进行血清型分型和鉴定。
此外一些血清学试验已成为疫苗免疫后效果评价和抗体监测的必要手段。
　　（二）免疫预防动物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是兽医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疫苗作为预防和控制动物
传染病的主要生物制品一直是免疫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一些传染病的消灭主要就是依靠疫苗，如我国应用兔化牛瘟疫苗消灭了牛瘟。
目前，很多传染病的控制仍然需要疫苗，传统的弱毒疫苗和灭活疫苗仍在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但近年
来一些生物技术疫苗已开始投放于生产实践中。
与细菌性和病毒性疫病比较，寄生虫病疫苗的研究和应用较缓慢，但亦有一些原虫性疫苗用于寄生虫
病的预防。
　　（三）免疫治疗应用抗血清可作被动免疫用于发病群体或个体的紧急预防和治疗，特别是一些毒
素性疾病。
一些病毒性疾病如小鹅瘟，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在病初可应用抗血清（或卵黄抗体）进行治疗能收到一
定的效果。
此外，一些感染初生幼畜（禽）的传染病可通过免疫母畜（禽）而使初生畜禽从初乳（或卵黄）获得
母源抗体而得到天然被动免疫的保护。
　　二、免疫学在农业和生物科学中的应用　　免疫学作为工具在农业及生物科学中应用主要体现在
免疫血清学技术的应用方面，一些高特异性、高灵敏度、易于标准化和商品化、便于操作的血清学技
术，如放射免疫分析，免疫酶标记技术等，已广泛用于各种微量的生物活性物质如酶、激素等的检测
。
此外，近年来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的检测也开始采用血清学技术。
三大标记技术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一些血清学新技术如免疫转印，化学发光免疫测定等已成为从事分
子生物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免疫血清学技术在动物遗传育种，植物保护及其它农业科学上也得到了广泛采用。
　　总之，免疫学已发展成为一门进展最快，应用性和渗透性最强的生物学科。
迄今免疫学方面的成果在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中是获得最多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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