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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敏反应学在世界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随着人们对过敏性疾病认识的不断加深，尤其是近二三十年
来分子免疫学、细胞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学科的迅猛发展，使过敏反应学
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新的突破不断出现，研究内容更是日新月异，成为医学乃至生命科学研究
工作一个极为活跃的领域。
过敏反应学的迅猛发展对研究和诊断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书从细胞生物学技术在过敏反应学中
的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过敏反应学中的应用、蛋白质组学与生物信息学在过敏反应学
中的应用、抗体技术在过敏反应学中的应用、过敏反应相关的动物实验模型、临床相关的过敏反应学
实验技术以及常见过敏原的收集与鉴定人手，系统地阐述了过敏反应学的实验室研究和诊断的方法，
是对近20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进展的一次总结，为从事过敏反应学相关工作的基础研究者、临床工作
者以及研究生等人员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与过敏反应学的临床发展比较，我国实验过敏反应学领域的发展速度较慢，专业实验室较少，取得的
标志性成果也较少，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而我国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约为20％，极大危害着公共健康，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这类疾病的发病机制
及诊治方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该书将为促进我国过敏性疾病的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尽快接轨发挥积极作用。
何韶衡教授从事过敏反应基础研究已20余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为国家培养
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为过敏反应学基础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
编著人员在广泛收集、整理和吸收国内外相关资料、信息和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研究工作实践
，对过敏反应学实验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讨论和探索。
该书述及内容丰富，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过敏反应学科的发展。
值此书出版发行之际，谨以此文为之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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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深入地介绍了过敏反应学的实验技术及其最新研究进展，从实验背景知识、实验材料、实验
方法、注意事项等方面论述了每一个实验，力求使读者能够按照我们介绍的步骤进行实验时得到满意
的结果。
全书分为细胞生物学技术在过敏反应学中的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过敏反应学中的应用
、蛋白质组学与生物信息学在过敏反应学中的应用、抗体技术在过敏反应学中的应用、过敏反应相关
的动物实验模型、临床相关的过敏反应学实验技术以及常见过敏原的收集与鉴定六个部分共15章。
    本书由从事过敏反应学基础研究和临床检验领域的专家编著，可供从事过敏反应学的科研工作者、
临床医学工作者参考，也可作为医学院校的授课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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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反应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医学领军人才，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过敏性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及过敏性疾病诊治手段的研发工作，是国际知名专家，2009年入
选Who s who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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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皮细胞细胞之间以及上皮细胞与成纤维细胞之间连接紧密，上皮细胞所用的消化酶的浓度与
消化时间不易掌握。
若消化酶的浓度与消化时间控制不好，使消化不到位，则分离下来的细胞数量较少；消化过度则可能
将黏膜层的成纤维细胞连带消化下来，同时可能破坏已消化下来的细胞膜的完整性，影响已分离的上
皮细胞的质量，不能很好地贴壁、增殖与应用。
使用酶消化联合机械刷洗法分离培养，不仅简化操作过程，减少污染概率，也使细胞在酶的消化作用
下易于脱落，稍加刷洗即可得。
采用链酶蛋白酶消化时，细胞易于分散脱落，且对细胞损伤相对较小，结合细胞刷刷洗，不仅可大量
回收基底层细胞，且提高了上皮细胞的收获量与存活率。
秦晓群等分别比较了酶消化法、机械刷洗以及消化后刷洗3种方法分离家兔气管一支气管上皮细胞，
结果表明消化后刷洗方法可得到的细胞数量与存活率高于前两种方法。
利用酶消化联合机械刷洗法获得的上皮细胞纯度与成活率高，收获的细胞数量较多，避免了单纯消化
法的细胞得率低、纯度低及存活率低的缺点，尤其是单纯刷（刮）洗方法难免会将成纤维细胞一起刷
洗下来。
成纤维细胞与上皮细胞共存状态下会造成上皮细胞生长抑制。
经改良的无血清完全F12培养基更适合上皮细胞培养，无血清培养可提高培养上皮细胞的纯度，促进
细胞融合，细胞生长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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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验过敏反应学》：现代过敏反应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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