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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随着我国逐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全民学习型社会，高等医学院校成人学历教育已成

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板块，并具有办学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等特点。接受成人学历教

育的学生有临床实践经验，对补充知识和提升岗位胜任力需求强烈，对知识的认识和选择的目

的性更强。这就对成人学历教育教材的内容适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教材编写在满足人才培养

目标补差教育的基础上，应提升职业技能和岗位胜任力，并适合自学；使学生对知识、技能不

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温故而知新，成为理论、实践均过硬的高素质人才。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为更好地配合教育部新时期继续医学教育改革、服务于成人学历教

育、探索教材建设新模式，在对高校继续医学教育广泛、系统的教学和课程调研后，启动了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成人学历教育（专升本、专科层次）规划教材”的组织编写工作，并得到

了全国众多院校的积极响应，一大批多年从事医学成人学历教育的优秀作者参与了本套教材的

编写工作，其中很多作者具有临床工作经验。首批规划了 36 种教材，其中医学基础课教材 9

种（供临床、护理、药学、检验、影像等专业用），护理学专业教材 27 种（专升本 17 种，专

科 10 种）。经教材编审委员会研讨、主编人会议集体讨论确定了整套教材的指导思想和编写

特色，为保证教材质量、服务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套教材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找准教材定位　以“三基、五性、三特定”为基础，减少学科间的内容重复，优化编

排体例。精选适合成人学历教育的内容，夯实基础知识，与临床接轨，基础密切联系临床，兼

顾创新性培养和学科进展。

2．适应自主学习　结合临床岗位胜任力需求，护理学专业课教材“学习目标”多数采用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模式，按“识记、理解、应用”等不同层次列出。章后“小结”简

明、清晰，便于学生归纳总结。“自测题”可供学科考试、执业资格考试及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的应试参考。教材配套有网络学习资源，利于学生立体化学习。

3．渗透情境案例　护理学专业课教材酌情压缩了医疗部分内容，突出护理。以引导式、

递进式案例模拟临床护理情境，与教材内容、临床实践深度整合，提升学生系统性的临床

思维。

4．扩展知识阅读　恰当处理新知识新进展，加入“知识链接”，展现新理论、新技术，

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有效达到知识更新与交融、激发进一步学习兴趣的目的。

本套教材得到了全国 40 余所高校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凝聚了众多作者多年教学的精

华和心血，于 2015 年陆续出版。在此对各有关高校和全体作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广大师生多提宝贵意见、反馈使用信息。您对本套教材有任何建议或意见，请发送

email 至：textbook@163.com，以期在教材修订时进一步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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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免疫学是现代生物医学领域中发展最迅速的前沿学科之一，同时也是临床医学、预防医

学、检验医学、药学和护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课程。现代生物医学的许多重要成就，如疫苗

与抗毒素的应用，血型的检测与输血，以及器官移植的开展等，都是免疫学不断进步与发展的

结果。免疫学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类防治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而且

促进了人类对自身免疫病和癌症等免疫相关疾病的认识，发展了对这些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

的方法，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学习、理解并掌握免疫学的基础知识，了解免疫学

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是所有生物医学相关领域的学生、医生和研究人员都应该具备的

知识基础。

这本《医学免疫学》教材是基于国内外免疫学知识的最新发展和我国医学教育的具体国

情，按照我国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的规定和内容编排的——全部知识点编排与国家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大纲的内容及顺序保持一致，同时兼顾多所重点医学院校和研究所研究生入学考

试的要求和重点知识进行了编排和内容的构建，以便于读者以本教材作为辅导材料进一步深入

学习免疫学知识。本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免疫系统的组成、免疫系统的功能、免疫相关疾病和免

疫学应用等部分，体现了基础知识与临床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医学特色。

为了与国际医学教育的发展接轨，本教材根据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对每章的学习目标进

行了分类，按照记忆、理解、应用、分析和评估等不同认知层次，提出了具体的学习要求。同

时，在内容的编排中，本教材还根据每章的具体要求，设置了“知识链接”和“案例”等栏

目，以便于读者进行知识的拓展学习和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BL）。在每章的结尾，本教

材都有小结和自测题，以便于读者对学习内容进行总结和自我测试，构建合理的免疫学知识

体系。

本教材是在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积极组织和支持下，由各位编者共同努力完成的，是各位

编者的知识与教学经验的结晶；本教材的编写得到了广大免疫学界前辈和同仁的热心指导和大

力帮助；在此，对大家的支持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免疫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医学教育的理念和技术水平在不断进步，我们在免疫学知识修养

和教学经验上也存在着不断改进的空间，因此，本教材在内容及其编排上也会存在不妥之处。

希望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我们进一步完善《医学免疫学》的编写工作。

王月丹

2015 年 2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免疫学概述 ………………… 1

第二节 免疫学发展简史与克隆

　　　　选择学说 …………………… 2

第二章　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  …… 6
第一节 免疫器官和组织 …………… 6

第二节 免疫细胞 …………………… 10

第三章 抗原  …………………… 18
第一节 抗原的基本概念 …………… 18

第二节 影响机体对抗原产生

　　　　免疫应答的因素 …………… 20

第三节 抗原的分类 ………………… 21

第四节 超抗原、丝裂原和佐剂 …… 23

第四章 免疫球蛋白  …………… 28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28

第二节 免疫球蛋白的结构 ………… 28

第三节 免疫球蛋白的功能 ………… 32

第四节 免疫球蛋白的类型与各类

　　　　免疫球蛋白的特性和功能 … 33

第五节　抗体的制备 ………………… 35

第六节 免疫球蛋白的编码基因及抗体

　　　　多样性产生的原因 ………… 37

第五章 补体系统  ……………… 42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42

第二节　补体系统的激活 …………… 43

第三节 补体激活的调节 …………… 46

第四节 补体的生物学功能 ………… 48

第六章 细胞因子  ……………… 51
第一节 概述 ………………………… 51

第二节　细胞因子的种类 …………… 53

第三节 细胞因子的生物学作用 …… 56

第四节 细胞因子与疾病 …………… 58

第七章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及其

　　　　编码分子  ……………… 61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61

第二节 HLA 复合体及其产物 ……… 62

第三节 HLA Ⅰ类抗原 ……………… 64

第四节 HLA Ⅱ类抗原 ……………… 66

第五节 HLA 在医学上的意义 ……… 67

第八章 白细胞分化抗原和

　　　　黏附分子  ……………… 71
第一节 白细胞分化抗原 …………… 71

第二节 黏附分子 …………………… 74

第九章 免疫应答的基本概念与

　　　　固有免疫  ……………… 79
第一节　免疫应答的基本概念 ……… 79

第二节 固有免疫应答 ……………… 80

第十章 适应性免疫应答  ……… 90
第一节　适应性免疫应答概述 ……… 90



2 目　录

第二节 B 细胞介导的体液免疫

　　　　应答 ………………………… 92

第三节 T 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

　　　　应答 ………………………… 95

第十一章 免疫耐受  …………… 103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103

第二节 免疫耐受的形成 ………… 104

第三节 免疫耐受与临床 ………… 108

第十二章 抗感染免疫  ………… 112
第一节 概述 ……………………… 112

第二节 抗感染免疫效应机制 …… 113

第三节 病原体的免疫逃逸机制 … 114

第十三章 超敏反应  …………… 116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116

第二节 Ⅰ型超敏反应 …………… 116

第三节 Ⅱ型超敏反应 …………… 120

第四节 Ⅲ型超敏反应 …………… 122

第五节 Ⅳ型超敏反应 …………… 124

第十四章 自身免疫和自身免疫性

　　　　　疾病  ………………… 129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129

第二节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组织

　　　　损伤机制 ………………… 131

第三节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诱因 … 133

第四节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 136

第十五章 免疫缺陷病  ………… 139
第一节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 139

第二节　获得性免疫缺陷病 ……… 143

第十六章 肿瘤免疫  …………… 148
第一节　肿瘤抗原 ………………… 148

第二节　机体抗肿瘤免疫的效应

　　　　机制 ……………………… 150

第三节　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 …… 152

第四节　肿瘤的免疫治疗 ………… 153

第十七章 移植免疫  …………… 157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157

第二节　同种移植排斥反应的类型及

　　　　机制 ……………………… 158

第三节　延长移植物存活的措施 … 159

第十八章 免疫学检测技术  …… 164
第一节 抗体的检测及应用抗体

　　　　进行的检测技术 ………… 164

第二节 免疫细胞的分离 ………… 170

第三节 免疫细胞的特异性、数量和

　　　　功能检测 ………………… 171

第十九章 免疫学防治  ………… 176
第一节 免疫治疗 ………………… 176

第二节　免疫预防 ………………… 179

自测题参考答案  ………………… 184

中英文专业词汇索引  …………… 200

主要参考文献  …………………… 205


	医学免疫学文前_部分1
	医学免疫学文前_部分2
	医学免疫学文前_部分3
	医学免疫学文前_部分4
	医学免疫学文前_部分5
	医学免疫学文前_部分6
	医学免疫学文前_部分7
	医学免疫学文前_部分9
	医学免疫学文前_部分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