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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预防接种，是目前针对某些传染病防控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治疗某些疾病、避免某些生理状
态的有效措施之一。
随着生物制品事业的不断发展，预防接种措施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一门新型的学科正在兴起。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预防接种和以免疫规划管理为主的队伍，完成人类免疫规划及实施工作，是提高人
口素质，保证人类生存繁衍，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卫生部
门的重要任务。
国内外疫苗事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关注细节，规范预防接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要。
通过多年努力，各地已经建立了一支专业队伍，也建立了从业人员的资质培训制度。
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北京、广东、江苏等国家相关专家共识自编了这本《实用预防接种手册》（以
下简称《手册》）。
意在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培训的同时，突出介绍疫苗相关知识，使广大从事预防接种的工作人员能有一
本实用性较强的参考书。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手册》终于完稿，得以正式出版。
本《手册》在编写前，进行了多次调研，了解读者的需求；在编写时，力图突出实用性，能够满足接
种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需要。
既有预防接种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又简要介绍了一些常用疫苗的进展。
《手册》分两篇16章。
上篇以实际工作的培训内容为主，下篇以介绍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品为主，并将国内外上市的相关制品
尽量录入其中（供工作者随时查阅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剂的相关信息）。
.本书的各章节均由从事该方面专题研究并工作多年的省、市有关专家撰写。
本书的阅读对象主要为从事预防接种的基层工作者，可以是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管理者和相关专家，
也可以是儿科和医学院校的在校学生，希望此书能够给他们提供有用的知识和信息。
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单位和同仁的热情帮助，同时也参考了许多有关文献、书籍和相关资料，因篇目
所限不能一一列出，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恳求广大读者批评纠误，以便我们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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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预防接种手册》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有关省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相关专家组织编写，
目前为国内第一部针对预防接种工作，内容较全面、规范、实用的参考图书和工具手册，目的在于规
范预防接种全过程，确保此项工作科学、高效、有序、安全开展。
    全书分上下两篇，共16章。
上篇主要介绍了预防接种实施过程的规范运作及相关知识。
从历史沿革，基础知识，接种的冷链、疫苗，接种资料和信息化管理到相关法律，健康教育与心理，
督导、考核和媒体应对以及相关疾病和异常反应的监测与处理等都一一作了介绍和说明。
下篇则尽可能从每种疫苗的名称、种类、研发简史，储存与有效期，规格、剂量和用法，接种对象与
免疫程序，禁忌证与接种反应，使用注意事项，可预防的疾病及免疫效果等方面介绍了57种生物制品
，其中细菌类疫苗20种，病毒类21种，其他类疫苗9种，被动免疫制剂3类7种，均为国内外上市的常用
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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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宪照，男，安徽省滁州市人，毕业于安徽蚌埠医学院，现为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
医师，东莞市预防医学会秘书长，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硕士（MPH）专业学位兼职导师，
《华南预防医学》、《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编委，《免疫预防与疾病控制》（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副主编，国家、省、市相关专业专家库成员。
多年来，先后公开发表论文40多篇、其中在中华系列杂志发表20多篇。
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在多种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30多篇。
主持并组织实施多项科研项目，其中三项获东莞市科技进步奖。
1999年获卫生部、公安部、教育部授予“全国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先进个人”。
2001年、2002年分别获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授予“广东省生物制品管理先进个人”。
2003年获广东省SARS防治先进个人、全国防治SARS先进个人。
2004年由东莞市人民政府表彰为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先进工作者。
罗会明，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专业。
时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主要负责免疫规划相关传染病监测、预
防和控制技术指导工作。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五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第七届公共卫生分会委员、副秘书长。
卫生部第六届传染病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第四届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卫生部流感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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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免疫接种中影响特异性免疫反应的因素：①疫苗中的佐剂；②抗体，如母传抗体对进入机体
内的抗原有反馈性的抑制作用，会阻止进入的抗原发生免疫反应，所以较早给婴幼儿接种往往效果不
好；③抗原的剂量，一般情况下，抗原的剂量与免疫力产生的强弱会成正比，但抗原增加到一定的量
后，抗体的增长会变得缓慢，达到最高限度就不再增加，还可能产生免疫耐受；④接种部位和途径，
接种的途径不同，相同的抗原产生的免疫效果也不同；⑤接种次数；⑥间隔时间，根据疫苗的性质不
同，不同针次之间需要有一定的间隔，灭活疫苗一般在接种第l针后的7～10天开始产生免疫力，2～3
周后逐渐下降，所以，灭活疫苗第1针与第2针的间隔常为2周；⑦抗原变性，疫苗可因物理、化学因素
使其抗原性减弱、消失或增强，故疫苗的运输、保存要按规定要求做好冷藏，以保证疫苗效价。
所以，在开展预防接种工作中，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的要求，规范操作，提
高_丁作的质量。
2.根据抗原刺激、参与细胞或应答效果等各方面的差异，免疫应答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
（1）按抗原刺激顺序分类：某抗原初次刺激机体与一定时期内再次或多次刺激机体可产生不同的应
答效果，据此可分为初次应答和再次应答2类。
一般地说，不论是细胞免疫还是体液免疫，初次应答比较缓慢柔和，再次应答则较陕速激烈。
（2）按应答效果分类：一般情况下，免疫应答的结果是产生免疫分子或效应细胞，具有抗感染、抗
肿瘤等对机体有利的效果，称为免疫保护；但在另一些条件下，过度或不适宜的免疫应答也可导致病
理损伤，称为超敏反应，包括对自身抗原应答产生的自身免疫病。
与此相反，特定条件下的免疫应答可不表现出任何明显效应，称为免疫耐受。
（3）在免疫系统发育不全时，可表现某一方面或全面的免疫缺陷；而免疫系统的病理性增生则称为
免疫增殖病。
（三）免疫应答的过程机体免疫系统对特定抗原产生应答，过程十分复杂，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有
些因素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但是作为抗原，无论是病原微生物还是疫苗，无论是体液免疫还是细胞免疫都可以分为3个互相关联
的免疫反应阶段。
1.感应阶段是识别和处理抗原的阶段。
是抗原递呈细胞（APC）对抗原摄取、处理、加丁，并将已被处理的抗原递呈给T细胞，供T细胞抗原
识别受体（TCR）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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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预防接种手册》：免疫规划是我国卫生防病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免疫规划对控制传染病
，保障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免疫规划工作正在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并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
为此，我们组织国内权威机构和知名专家编写了一系列专业和科普图书，并将于2010年底前陆续出版
，以供在管理、科研、预防接种、疫苗生产等方面专业人员工作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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