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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根据卫生部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意见及原则编写，是中医药系列高职高专第2版规划教材
。
教材紧绕中医学等各专业培养目标，针对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
注重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及适应性。
教材内容突出重点，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文理通畅。
教材各部分尽量体现中医药院校特点，介绍本学科研究新动向。
在保持学科特色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中医学对本学科的认识及应用。
　　本教材共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为医学免疫学，中篇为医学微生物学，下篇为人体寄生虫学，并将实验指导及教学大纲附于教材
之后。
　　为帮助学生对学科系统性、连贯性及实用性的掌握，对某些章节进行了调整和处理。
如将免疫球蛋白及补体归入免疫分子；免疫应答部分系统性介绍固有性免疫应答；病理性免疫部分加
入自身免疫病及免疫缺陷病；免疫预防中加入计划免疫内容。
根据专业特点缩减某些内容。
在免疫学部分为了讲授得循序渐进，将免疫分子一章放到免疫细胞之前。
教材在医学微生物学及人体寄生虫学部分，尽量紧扣临床传染病疫情，重点介绍流感病毒、乙型肝炎
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狂犬病毒、血吸虫、弓形虫等，增加了H1N1甲型流感病毒、SARS冠状病
毒、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及乳头瘤病毒等内容。
对目前临床少见病原菌用表格形式列出，以减少篇幅。
在本版教材中，为了便于中药专业使用，加入了微生物与药物的关系及微生物在制药工业中的应用等
内容，放在附录中。
　　本教材可供3年制及5年制高职高专中医学专业、中药专业、护理学专业、骨伤专业、针灸推拿专
业、中医美容专业、康复专业教学使用。
各专业可根据教学目标和实际情况选用。
建议教学时数安排为54～72学时。
　　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参编的各校同仁付出了艰辛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教材编写时间仓促，编委经验及水平有限，可能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
望各校在使用过程中总结经验，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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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医药高职高专系列教材之一。
教材内容在高职高专特定培养目标的指导下，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为要点，围绕学生掌
握、熟悉、了解的教学要求，设定教材内容。
一版教材出版后使用五年，得到高职院校师生的认可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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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第四章 免疫应答及调节　　第一节 固有性免疫应答　　　一、人体的生理屏障及作用　　　二
、吞噬细胞及NK细胞的作用　　　三、体液抗微生物因素的作用　　第二节 适应性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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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诊断及免疫学防治　第七章 中医与免疫中篇 医学微生物学　第八章 概述　第九章 细菌的形态
与结构　第十章 细菌的生理　第十一章 微生物与外界环境　第十二章 细菌的遗传与变异　第十三章 
细菌的致病性及抗菌免疫　第十四章 病原性细菌　第十五章 其他原核型微生物　第十六章 病毒概论
　第十七章 病毒各论　第十八章 真菌下篇 人体寄生虫学　第十九章 总论　第二十章 医学蠕虫　第二
十一章 医学原虫　第二十二章 医学节肢动物附录一 微生物与药物的关系附录二 微生物在制药工业中
的应用附录三 实验指导附录四 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五 《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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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动物免疫血清是由类毒素免疫马机体后，再取马血清制成。
可紧急预防和治疗细菌外毒素引起的疾病。
它对人体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作为抗体中和外毒素毒性，用于紧急预防和治疗疾病；另一方面，
它本身是异种动物血清蛋白，对人有较强免疫原性，可导致少数人发生超敏反应。
　　（二）同种异型抗原　　指来自同一种属不同基因型个体细胞表面表达的不同抗原物质，如人类
红细胞抗原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
　　1.人类红细胞血型抗原包括ABO血型抗原和Rh血型抗原，血型不同的个体之间，由于血清中天
然ABO血型抗体的存在或Rh血型阴性者反复接受Rh阳性者血液及母胎间Rh血型不合，可发生病理性
免疫，引起溶血反应。
　　2.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又称人类白细胞抗原（HLA）。
该抗原型别极多，不同个体间差异较大，是人体内最复杂的同种异型抗原系统。
HLA参与机体免疫应答及调节，也是导致异体器官移植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还与某些疾病发生有关
（详见第三章）。
　　（三）自身抗原　　正常情况下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正常组织产生免疫耐受，不发生免疫应答。
但某些情况可致免疫耐受消失，使自身组织成为抗原，引起自身免疫病。
　　1.隐蔽的自身组织暴露凡与血流隔绝及胚胎期与机体免疫系统未接触过的自身组织均有免疫原性
，如晶状体蛋白、甲状腺蛋白、脑组织、男性精子等。
因各种原因使它们进入血流，可成为自身抗原，引起自身免疫病。
　　2.改变结构的自身组织机体在各种因素（感染、电离辐射、药物等）作用下，使自身正常组织结
构发生改变，致隐蔽的决定基暴露或形成新的功能性决定基，成为自身抗原，引起自身免疫性疾病。
　　（四）异嗜性抗原　　指存在于不同种属生物体问的共同抗原。
如A族溶血性链球菌与人体肾小球基底膜及心肌组织间存在异嗜性抗原。
少数人感染该菌后，因交叉反应而引起肾小球肾炎、风湿热等疾病。
　　（五）肿瘤抗原　　是机体某些细胞在恶变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免疫原性的大分子物质的总称，包
括：　　1.肿瘤特异性抗原　只在某种肿瘤细胞表面特异表达，而正常组织或其他肿瘤细胞不表达的
特异性抗原，如结肠癌、乳腺癌、黑色素瘤等肿瘤细胞表面出现的特异性抗原。
　　2.肿瘤相关抗原不是肿瘤细胞所特有，正常细胞表面也可微量表达，当细胞恶变时会明显增高的
抗原。
常见有：①与肿瘤有关的病毒抗原：如鼻咽癌组织中存在的EB病毒抗原、宫颈癌细胞内存在的Ⅱ型单
纯疱疹病毒抗原；②与肿瘤有关的胚胎抗原：如甲胎蛋白（AFP）是胚胎期含量很高的一种糖蛋白，
出生后血清中含量极低。
当发生原发性肝癌时，血清中AFP含量明显升高。
目前，AFP检测已广泛用于原发性肝癌的普查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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