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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免疫学是生物医学领域重要的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与人类健康与重大疾病防治密切相关。
免疫学理论的发展和突破离不开免疫学实验的支撑和免疫学技术的革新。
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高技术的发展与交叉融合，高端仪器设备和技术手段不断应用于免疫学领域，免
疫学技术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在众多免疫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极大地促进了免疫学的整体发展，也推动了免疫学理论、技术在临床疾病诊断、治疗与预防中的应用
。
回顾生物医学发展史，许多重大突破性进展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每一次实验技术体系的突破往往推
动了生物医学重要学术观点、理论体系，甚至科学思想的进步与发展。
纵观国内生物医学的发展，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也鲜有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
的独创性理论体系。
在国内外这种大背景下，系统、全面地介绍免疫学实验技术的原理、方法和应用，从一个侧面推动国
内免疫学的整体发展，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而成，旨在阐释免疫学技术理论背景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典型实验
技术为例，比较详细地介绍常用的免疫学实验操作流程和方法。
使读者在理解实验原理的基础上，可以比较不同技术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结合自身实验条件，灵活
有效地加以选择应用，为科研提供技术方法的支撑，解决实际问题。
　　本书包括以下七部分内容：　　免疫细胞相关实验技术介绍单核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NK细
胞、T细胞、B细胞，以及这些细胞亚群（如pDC、DCreg、Th1、Th2、Th17、Treg、B细胞亚群等）的
理论背景、相关实验技术原理和具体方法。
　　免疫分子相关实验技术介绍抗原（包括抗原肽）、抗体（包括单抗、多抗、基因工程抗体）、补
体、细胞因子及其受体、HLA、TLR等的背景知识、相关研究技术的原理和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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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了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中免疫细胞(包括单核巨噬细胞、DC、NK、T细胞、B细胞
等)、免疫分子(包括抗体、补体、细胞因子、HLA、TLR等)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
然后介绍厂免疫学相关实验技术，如免疫标记技术、流式细胞检测和分选技术、免疫相关分子生物学
技术、蛋白质电泳技术、凋亡检测技术等的原理和应用，并融合了免疫学最新前沿技术，如RNA干扰
技术、miRNA技术、蛋白质相互作用、BIAcore技术、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技术、动物疾病模型、转
基因动物等。
全书理论性、实用性和前沿性紧密结合，在阐述免疫学基本技术、经典实验的同时，更注重免疫学技
术的最新发展与在实际科研工作中的合理应用。
本书贯穿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力求原理清晰、简明规范、通俗易懂、要点突出、指导性强，强调实
验的影响因素和关键的注意事项，以减少读者在实验方法选择上的失误和操作上的差错。
本书编者大多是有着丰富的免疫学教学经验，且在一线从事免疫学科研工作的中青年教师。
　　本书适合免疫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特别是研究生学习与研究使用，对广大医学和生命科学工
作者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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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免疫酶技术的原理　　20世纪中期，以放射免疫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标记免疫技术相继问世，
主要原理是将某种可微量或超微量测定的物质（如酶、放射性核素、荧光素、化学发光剂等）标记于
抗原（抗体）上制成标记物，加入到抗原（抗体）的反应体系中与相应的抗体（抗原）反应，通过检
测标记物的有无及含量而间接反映被检测物的存在与多少。
这种将标记技术与抗原抗体反应结合起来的免疫学检测技术以其敏感性高、准确性好、操作简便、易
于商品化和自动化等特点逐渐广泛应用于抗原、抗体、补体、免疫细胞、细胞因子等免疫相关物质的
检测，也用于酶、微量元素、激素、微量蛋白等体液中各种微量物质的检查。
其中，免疫酶技术作为经典的三大标记技术（荧光抗体技术、放射免疫分析和免疫酶技术）之一，在
免疫学、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得到最为广泛的应用并不断得以发展。
　　免疫酶技术是把抗原一抗体的特异性免疫学结合反应与酶的高效催化作用原理有机结合起来的一
种方法，即把具有高效催化活性的酶类分子通过化学的方法和抗体（或抗原）结合起来成为酶标记物
，而所结合的酶分子并不影响其标记的抗原（或抗体）的免疫反应性，使得酶标记物同时具有免疫反
应性和化学反应性，将其与待测的抗原（或抗体）结合后，通过酶的活性降解相应底物呈现出肉眼可
见的颜色反应，从而显示出该免疫学反应的存在，达到检测抗原（或抗体）的目的。
酶的活性、被降解的底物的多少与最终显色反应的程度呈一定的比例关系，显色越深，说明酶降解底
物的量越大，与酶标抗体（或抗原）相结合的对应的待测抗原（或抗体）量也就越多。
此技术广泛用于已知或未知抗原、抗体的定性和（或）定量检测，也可用于组织中抗原或抗体的定位
研究，即酶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参见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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