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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5个部分，共14章。
第一部分包括基本的免疫学概念以及先天免疫。
第二部分包括B细胞和T细胞受体的抗原识别，淋巴细胞抗原受体产生以及淋巴细胞抗原表达。
第三部分为成熟淋巴细胞受体功能的发育。
第四部分包括T细胞介导的免疫、体液免疫反应、感染的适应性免疫等。
第五部分讲述在健康与疾病状态下的免疫系统。
    本书附书赠送CD，利于学生学习；附录中含大量的参考内容。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医学类和生物科学专业学生教科书，也可供从事生物科学、医学的工作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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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免疫生物学和固有免疫概论　　第1章　免疫学基本概念　　免疫系统的组成　　1-1
　免疫系统的白细胞来源于骨髓中的前体细胞　　血液中的所有细胞成员，包括输送氧气的红细胞、
在受伤组织中引起血液凝固的血小板以及免疫系统的白细胞，最初都来源于共同的祖细胞（progenitor
）或称前体细胞（precursor cell），即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
由于这些干细胞能够分化成所有不同种类的血细胞，因此常被称为多能造血干细胞。
多能造血干细胞最早会产生出一些分化能力受限的干细胞，即红血细胞、血小板以及两类主要白细胞
的祖先。
图1.3总结了不同血细胞种类及其发育谱系。
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除巨核细胞和红细胞以外的所有来源于髓样祖细胞和共同淋巴样祖细胞的成员。
　　髓样祖细胞（myeloid progenitor）是免疫系统中粒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细胞和肥大细胞的前体
细胞。
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三类吞噬细胞中的一类，广泛分布于机体的各种组织，在固有免疫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巨噬细胞是血液循环中单核细胞（mono—cytes）的成熟形式，当单核细胞迁移人组织后就不断分化成
为巨噬细胞。
树突细胞（dendritic cell）专职摄取抗原并将抗原展示在细胞表面供淋巴细胞识别。
未成熟的树突细胞通过血液循环迁移并定居到外周组织，它们既能吞噬细菌，又能通过巨胞饮作用摄
取大量的细胞外液。
一旦遇到病原体，它们就能迅速成熟并迁移至淋巴结。
　　肥大细胞（mast cell）也在组织内分化，但目前对它在血液中的前体细胞还不清楚。
肥大细胞主要位于小血管附近，一旦激活，会释放出能够影响血管渗透性的物质。
它们除了具有众所周知的在过敏反应中的作用外，还在保护黏膜表面免受病原体侵人方面发挥一定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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