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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胃肠黏膜免疫及其信号传递途径、TLR识别和DC细胞成熟在先天性和获得性免疫中的关键作用
、细胞因子网络、炎性一抗炎细胞因子平衡等现代免疫学视角出发，对食品在人类健康和免疫中的关
键作用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系统论证了食品在免疫控制和调节、机体防御以及信号传递中的关键作用
。
本书分析了肠道微生态与健康，细胞因子网络与经络、针灸、中医药，食品如何通过细胞因子网络控
制机体健康，中国的农耕饮食文化和系统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等。
希望此书能架起中国传统医学与食品科学和现代免疫学的桥梁。
    本书可供免疫学、食品科学、食品营养与卫生等领域的学者科研人员参考，也可作为相关学科的本
科生或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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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天津市食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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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薛定谔到食品免疫学第一节 从“生物赖负熵以生存”到“民以食为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薛定谔在他的《生命是什么》中发表了两个重要推测：(1)“生物赖负熵以生存”。
这显然是从生命是如何从无序到有序的产生与发展的角度来论述的。
换言之，生命活动来源于一个负熵流，这一点已经在普列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中得到证实，普列戈津
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2)可能就是DNA以不同的结构单元的不同连接序列构成了细胞的遗传密码。
该推测使当时的年轻人Watson和Crick着迷于DNA的结构研究，从而提出了他们著名的DNA双螺旋模
型，对DNA的复制和编码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建立了中心法则，奠定了现代分子遗传学和分子生物
学的基础。
他们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并被尊称为分子生物学之父。
但是，生物作为一个复杂有序的开放系统，最重要的是其在不同的环境变化中所做出的各种应答和对
生命活动的调节作用。
对于高等动物，特别是人，肠道是一个最大的开放系统，也是机体和外部环境相互应答的最主要的系
统。
这其实就是“民以食为天”的道理所在，也应该是食品科学研究的目的所在。
免疫学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研究，使人认识到了生物机体是如何通过先天免疫和获得性免疫抵御外来入
侵者和保持自身稳定的。
可见免疫系统就是机体的“国防”、“公安”和“检察”系统，没有这个系统，机体就很难生存和繁
衍。
大量试验证明，动物机体不仅可以精确地通过免疫系统识别“己”和“非己”，从而有效地抵御任何
外来人侵者，而且还可以对自身的损伤、衰老、突变和癌变细胞进行及时的清除，从而确保自身的稳
定性。
但是，当免疫学家面对食品和营养时，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食品不能进人机体，就不可能为
机体注入一个“负熵流”，机体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
可见，自然界的动物不能没有食品，即使是最原始的腔肠动物也需要通过食品来生存和繁衍。
但是，一旦食品进入机体，机体就会发生免疫排斥反应，机体也不能生存和繁衍。
围绕此问题有两种解释：①食品必须被消化成基本营养物质才能进入机体，例如蛋白质要消化成氨基
酸，淀粉类要消化成葡萄糖等和机体一样的基本单位才能进人机体，否则就只能再通过肠道排出体外
。
②机体似乎对食物蛋白可以产生所谓的免疫耐受性，因此可以防止食品超敏反应的发生。
但是这个观点也遭到了某些科技人员的怀疑，包括本书作者，因为我们的食品中的蛋白质和各种成分
非常复杂，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胃肠道如何辨认它们从而产生耐受性？
另一方面，如果机体真的可以对食物蛋白产生耐受性，那么吃猪肉的人是否可以产生对猪肉的耐受性
呢？
如果产生，岂不是我们可以在皮肤烧伤时移植猪的皮肤？
所以很显然，机体是绝不可能允许异己物质进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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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免疫论:关于胃肠黏膜免疫和细胞因子网络的科学》共分17个章节，对食品在人类健康和免疫中
的关键作用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系统论证了食品在免疫控制和调节、机体防御以及信号传递中的关
键作用。
具体内容包括食源性生物活性因子的发现与研究、先天免疫和抗微生物肽、肠黏膜免疫系统、NF-κB
在信号传递中的作用、细胞因子网络-炎症与抗炎平衡、细胞因子网络和中医理论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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