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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邱晨主编的《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与哮喘》内容全面：涵盖了基因克隆、表观遗传、信号转导、细胞
周期、蛋白质组学技术、干细胞技术、芯片技术、纳米技术和基因治疗这些现代生物技术在哮喘中的
应用，使读者在短时间内对该领域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印象：循序渐进：从基础理论入手，内容由浅
入深，逐步拓宽：内容新颖：反映学科最新进展：注重拓展应用：总结当前可用分子生物技术的同时
，详细阐述各个研究的方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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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20世纪初提出哮喘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　　20世纪初随着免疫学研究的进展，尤其是变态
反应概念的提出大大促进了哮喘的研究发展。
1910年Meltzer提出哮喘的发作是一种变态反应，花粉、动物的排泄物、放射物等可以诱发变态反应发
生，从而发生哮喘。
人们将这一类与过敏原诱发有关的哮喘称为外源性哮喘，于是提出了通过躲避过敏原、脱离过敏环境
和抗过敏疗法来治疗哮喘。
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治疗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哮喘发作。
一些中老年患者在体质虚弱、营养不良、内分泌改变、精神因素或其他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呼吸道受
到细菌或病毒的侵袭，出现气道反应性增高，哮喘常年性发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哮喘不能用变态反
应进行解释，称为内源性哮喘。
内源性哮喘可进一步细分为感染性哮喘、月经性哮喘、妊娠性哮喘以及阿司匹林性哮喘。
由于内源性哮喘的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明确，所以治疗效果不理想，预后也较差。
　　三、20世纪40年代提出气道高反应性是哮喘的重要特征　　随着纤维支气管镜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人们发现哮喘发作时均有支气管平滑肌痉挛的特点，又提出了哮喘是一种气道高反应性疾病的观点
。
即哮喘患者在小剂量激发剂的诱发下，产生严重的支气管痉挛反应，而这种支气管痉挛是源于气道平
滑肌的功能异常（反复阵发性、可逆性的痉挛收缩）。
β体激动剂、阿托品和氨茶碱可扩张支气管，缓解哮喘症状。
　　但人们又发现气道高反应性并不能解释所有哮喘患者的发病机制，例如早期哮喘病例或最新诊断
为职业性哮喘的患者，他们暴露在大量过敏原中，出现的症状可提示为哮喘，但对于大剂量的激发剂
却只产生较小的反应而无气道高反应性；而临床上一部分非哮喘的健康人却表现有气道高反应性。
因此气道高反应性不能完全解释哮喘的发病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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