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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临床免疫学在理论和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新成就。
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免疫学的迅速发展，根据高等医学院校研究生教学的现状和需求，我们参考国内
夕卜最新文献和教材，组织本专业优秀教师和科研人员编写了这部《临床免疫学》。
在内容上，求新、求精及求系统全面，力求体现先进性和适用性，基本达到与国际接轨。
本书分两篇，共二十六章。
第一篇，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为临床免疫学基础。
重点介绍了免疫学临床与应用的内容：第二篇，从第十六章到第二十六章为临床免疫学技术，详细介
绍了与临床免疫学密切相关的技术及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的前沿技术。
为着重突出临床实用性。
使教学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我们在各章节共提供了85个病例，有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和思路，可有
效地解决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处。
本书中插图为中英文注释，书末安排了中英文词汇对照，有利于医学专业外语应用能力的训练和提高
。
由于现代免疫学发展很快。
本书在内容、文字、编排、图表等方面可能存在遗漏或不足，我们真诚地希望各位前辈及同仁提出宝
贵意见，以利修订时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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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两篇，共二十六章。
第一篇为临床免疫学基础，介绍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人体各
系统和器官相关的免疫性疾病的类型、病因、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
第二篇为临床免疫学技术，介绍酶免疫技术、流式细胞术、细胞培养等现代免疫学技术及其在超敏反
应性疾病、自身免疫病、免疫缺陷病等方面的应用。
本书编入了85个临床病例，每章插图均有中英文注释，紧密结合临床，充分体现了临床免疫学新进展
。
    本书可作为高等医学院校研究生、本科生的临床免疫学课程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临床医务工作者
、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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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流式细胞仪的应用参考文献附录  英中文词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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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链球菌感染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的关系与风湿热不同，主要表现在：①肾小球肾炎在咽炎或脓
皮病后均可发生，多见于儿童和青少年，主要由化脓性链球菌的M12型菌株引起。
发病机制是链球菌的M蛋白和机体产生的相应抗体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沉积于肾小球基膜引发Ⅲ型
超敏反应，导致基膜损伤；其次，由于链球菌的胞浆膜抗原与。
肾小球基膜可溶性成分有共同抗原，机体对链球菌胞浆膜抗原所产生的抗体，可与肾小球基膜发生Ⅱ
型超敏反应，引起损伤。
②风湿热主要在咽炎后发生，由化脓性链球菌多种型别（只要是M蛋白1、3、5、6、18型）引起。
临床表现以关节炎、心肌炎为主，发病机制尚不清楚。
其他细菌和支原体感染也可引发自身损伤性免疫反应（表1-6）。
最近，HSP在这些感染性反应中的作用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类丰富而高保守性的蛋白质在正常细
胞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表1-7），也是许多病原体的主要抗原，因此在感染免疫中也起着重要的作
用。
病原体侵人的应急状态下导致机体HSP合成增加，所具有的免疫原性可刺激产生全部免疫组分。
例如，HSP65是各种致病菌的主要抗原，包括结核病、Q热、莱姆病、麻风病等。
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已经发现由HSP引发交叉反应而致病。
T细胞和抗体针对细菌和人体HSP的共同表位反应，在正常个体中也可见到。
在病原菌感染期间，这些T细胞可被细菌的HSP激活，而人体在感染应急情况下细胞表达HSP，特异
性T细胞和抗体识别共同表位可能引发自身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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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免疫学》特点：系统讲解人体各系统免疫性疾病详细介绍现代免疫学技术及其应用深入分析临
床典型病例全面体现免疫学最新进展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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