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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外科手术、免疫抑制药物、器官和细胞分离保存技术及移植免疫学基础的迅速发展，移植已成为
在许多国家普遍开展的有效的常规性治疗手段。
特别在发达国家，移植已成为医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进展。
目前，移植科学面临观念障碍、供体质量、法律规范三方面的挑战，只要我们加大知识普及的力度，
相信移植科学必将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本书介绍了当前移植医学的现状，描述了排斥反应的形成机理
及克服它的方法，还阐述了诱发免疫耐受的各种方法和一些免疫疾病的治疗。
最后展望了移植医学的前景。
全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合大众读者阅读，特别可以为患者及其家属、医生及医科院校师生提供
有益的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移植医疗与健康>>

作者简介

作者：(日)坪田一男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移植医疗与健康>>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移植医学的新时代　1 姗姗来迟的日本移植医学　2 时隔31年的脑死亡移植　3 心脏移植　4 
肺移植　5 肝脏移植　6 肾脏移植　7 胰脏移植　8 角膜移植　9 角膜移植的功效　10 胎盘移植　11 不
住院也可进行角膜移植　12 移植手术的范围无限广阔　13 上肢移植　14 如何控制排斥反应第2章 “自
己”与“异己”有何差异　1 人的号码标牌　2 神奇的胸腺　3 关于组织适合性抗原　4 第二组组织适
合性抗原区分“异己”的机制　5 第一组组织适合性抗体的机制　6 直接认知　7 骨髓移植与移植物抗
宿主病　8 人体各部位排斥反应程度不同　9 “自己”与“异己”的共存　10 解读自己第3章 免疫耐受
　1 宽容的消化器官　2 在角膜手术前吃角膜好吗?　3 严格的选择　4 “中庸之道”是最理想的　5 类
固醇药剂　6 免疫抑制剂　7 T细胞抑制剂　8 T细胞失去活性诱导　9 新的战略　10 细胞的自残机制
　11 为什么角膜移植相对容易　12 奇怪的免疫耐受　13 温顺的淋巴球细胞第4章 免疫耐受的缺陷　1 
国防军叛乱　2 分子近似假说　3 弗得隆假说　4 TcR假说　5 癌为什么难治疗　6 为什么癌细胞自然消
失了　7 癌症的免疫疗法　8 排斥反应　9 危险的感染症　10 防微杜渐　11 一封书信　12 精神疲劳与免
疫　13 精神免疫学　14 术后的精神援助第5章 充分利用干细胞　1 可置换的细胞与不可置换的细胞　2 
复制原件　3 骨髓移植　4 脐带的作用　5 挑战自我免疫疾患　6 眼干细胞障碍　7 角膜干细胞的移植
　8 不断扩大的治疗范围　9 可做各种细胞的万能细胞第6章 克隆技术与器官移植　1 多利的诞生　2 器
官的培植　3 制作角膜的模拟试验　4 主导基因　5 用器官移植的方法延长寿命　6 一个具有轰动性的
学术报告　7 感染问题　8 因输血而得的疾病　9 其他遗留问题　10 猪的器官移植　11 脑移植　12 被移
植的大脑　13 “和平共处”很重要　14 因脑移植而引出的问题　15 移植手术对人类心理的影响第7章 
器官储存与移植医疗　1 落后的日本　2 停滞不前的原因　3 培养器官移植经纪人　4 移植器官的价格
　5 新兴的人体器官提供业　6 隐藏在器官移植背后的黑暗面　7 爱心马拉松大会　8 移植者运动会　9 
器官提供者家属与移植者的见面会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移植医疗与健康>>

章节摘录

书摘3  严格的选择    免疫系统区分“自己”与“异己”，对自己不攻击的机制也就是免疫耐受，那么
为什么对自己要产生免疫耐受这种现象呢?    在前面已经讲过T细胞是在叫做胸腺的很小的组织里生成
的，T细胞在初期阶段对自己的蛋白质是进行反应的，因此在体内存在一个排除攻击自己的T细胞的系
统。
这个系统对附着自己的组织适合性抗原或自己的蛋白质断片的复合体发生强烈反应的T细胞发出指令
，责令其自消自灭。
    在胸腺接受教育的95％以上的T细胞就是这样被清除掉的，我们把这种机制叫做自我反应性T细胞的
清除。
    结果能符合要求并被输送到体内的T细胞，即对自己本身的组织适合性抗原不发生强烈反应，对附
着外来的抗原或组织适合性抗原发生反应的T细胞还不足总数的5％。
    可是在这其中也有蒙混过关逃出胸腺的自我反应性T细胞。
那么怎样防止它对自己进行进攻呢?其实除了自我反应性T细胞的清除这种机制外，还存在着另外两种
机制。
一个是使T细胞丧失能力，另一个是弱化其功能。
    逃出的自我反应性T细胞当然要与众多的自己抗原遭遇，因此它就要接受过度的巨大刺激，在这个
过程中T细胞的进攻反应渐渐消失，这就叫自我反应性细胞功能的丧失。
        4  “中庸之道”是最理想的    为什么自我反应性T细胞会在胸腺消失，为什么它要发生功能丧失的
情况呢?这在很长时间里是个难解之谜，然而最近有人认为这与抗原的量的多少有很大的关联。
    首先清除多余的自我反应性T细胞，如果对自己的蛋白质也发生反应的话，那将需要大量的这样的T
细胞，问题是只保留能识别自己的T细胞。
    另一方面，如果抗原的量非常少，正常的T细胞也不发生反应。
也就是说抗原达到适当的量的时候，T细胞才发生反应。
我们可以通过受病毒或细菌感染的情况来理解这个问题。
抗原(异己的蛋白质)比自己的蛋白质要少得多，但是如果抗原比平时增多达到中间值时，T细胞就要采
取行动。
    根据这个特点，我们也许可以利用免疫耐受这一特点来实施器官移植手术，方法就是事先用某种方
法将抗原或大剂量或小剂量注入体内，使排斥反应变弱。
    其实减感疗法就是应用了这一原理，用这种疗法虽然要多花一些时间，但却是一种最有发展前景的
治疗方法。
    减感疗法就是特意将抗原注入体内，最初用稀释成大约百万分之一的抗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
大浓度。
    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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