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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眼科免疫学》是我国第一部《眼科免疫学》的升华版，详尽地论述了临床眼科免疫学各有关问
题。
内容新颖、系统。
全书从基础到临床，由浅入深，深入浅出，层次分明，理论联系实际，它既是一部医学免疫学与眼科
学的阶梯读本；又是眼科临床和科研工作者的参考书。
 
全书共分四篇二十七章，约170万字，图1000余幅。
第一篇眼科免疫学发展简史；第二篇眼科免疫学基础知识，分别介绍了眼组织免疫学解剖、生理和免
疫病理；第三篇眼病的免疫治疗学；第四篇免疫相关性眼病各论，详细介绍了免疫相关性结膜病、角
膜病、巩膜病、葡萄膜病、视网膜病、青光眼、白内障、眼肿瘤、组织移植等的临床表现、免疫病理
、诊断和免疫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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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朝忠，男，1957年生。
1982年12月毕业于青岛医学院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从事眼科工作至今。
现任全国眼免疫学组委员，全国眼遗传学组委员，山东省青年眼科学组副组长，青岛市眼科分会委员
，青岛东方眼科研究院院长，青岛东方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曾任山东省医科院眼科研究所副主任，青岛大学医学院二附院眼科主任。
现任《眼科新进展杂志》和《中华现代眼科学杂志》编委。
多年担任山东省医药课题、科技成果鉴定和成果奖评委，青岛市职称晋升高评委、科技成果鉴定和成
果奖评委、青岛大学医学院和中国海洋大学生命学院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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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节免疫耐受性 免疫耐受性（immunological tolerance）是指机体对抗原的先前接
触表现为特异性无反应状态。
抗原刺激机体，通常可引起免疫应答，表现为特异性抗体和（或）致敏淋巴细胞形成。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机体接受抗原刺激后，不能产生上述免疫应答，这种状态称为免疫无应答性。
免疫无应答性可分为非特异性和特异性两大类。
非特异性免疫无反应性，是指机体对任何抗原刺激均不应答的状态。
特异性免疫无应答性是指机体经某种抗原诱导后形成的特异性免疫无应答状态。
机体的免疫系统经某种抗原的诱导后产生的针对这种抗原的免疫无反应性又称为免疫耐受性。
动物对自身成分是处在耐受性状态，而狭义的免疫耐受性是指与这自身耐受性相同的状态。
 自身耐受性表现如下特征：对自身成分的免疫无应答性不决定于遗传，而是后天形成的。
自身耐受性形成的原因是自身抗原。
③淋巴系细胞的抗原反应性无论自身抗原及非自身抗原均无定向表达，若将其中对自身的反应性细胞
除去，结果可形成仅对非自身的免疫机制。
不仅对咱身成分，而且对外来抗原的免疫耐受性也可在后天形成。
 免疫耐受性从属于特异性免疫耐受性范畴，可由于单独T淋巴细胞耐受、单独B淋巴细胞耐受，或二者
同时耐受而表现为不能产生特异性迟发型变态反应，或血流中不出现特异性抗体，或两种情况并存。
特异性无应答性可以天然获得，也可模拟天然获得方式人工诱导产生。
前者称为自身免疫耐受性或天然耐受性；后者称为获得性免疫耐受性。
自身免疫耐受性表现为机体本身对自己的组织不产生免疫应答。
大量的实验结果证明，免疫耐受性可在胚胎期、新生期或成年期诱导产生。
其规律是，个体的发育期越早，诱导的成功率越高。
给成年动物注入抗原不易造成免疫耐受性。
但在注射抗原的同时注入免疫抑制剂，可诱导产生对该抗原的免疫耐受性。
即使以后没有药物作用时，再注射同种抗原也可产生免疫耐受。
虽然注射抗原后，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都产生免疫耐受性，但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对诱导产生免
疫耐受性所需抗原的剂量，以及耐受性维持时间的长短有很大差异。
T淋巴细胞所需剂量少，维持时间长。
另外，抗原性质、动物品系、个体免疫状态和注射途径对诱导产生免疫耐受性都有直接影响。
免疫耐受发生的机制很复杂。
在临床上，诱导免疫耐受性可有利于治疗过敏反应、自身免疫病和阻止移植排斥反应。
有人应用载体耐受诱导实验来降低免疫球蛋白E（IgE）抗体的产生，以治疗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已取
得令人鼓舞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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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眼科免疫学》配合了大量图片，内容新颖、实用性强，可供从事本专科和相关学科工作的临床
医生、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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