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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免疫学基础》共有17章，包括绪论、免疫器官与组织、抗原、免疫
球蛋白和抗体、细胞因子、补体系统、免疫细胞表面膜分子、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非特异性免疫
应答、抗原提呈细胞及抗原的提呈、T淋巴细胞对抗原的特异性免疫应答、B淋巴细胞对抗原的特异性
体液免疫应答、免疫调节、免疫耐受、抗感染免疫等，最后还介绍了基于抗原抗体反应的免疫学试验
技术和细胞免疫学技术。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免疫学基础》可作为生物科学类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免疫学教材，也
可供研究生及相关科研人员学习及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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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APC向T细胞提呈抗原 我们首先要讨论抗原加工和提呈的机制，蛋白质抗原为
什么会在细胞内被降解为多肽，而且这个多肽与MHC分子结合后被携带至细胞表面。
除此以外我们还将讨论两类不同的MHC分子，即MHCⅠ类和MHC Ⅱ类。
可以分别将来源于不同细胞器的抗原肽提呈到感染细胞的表面，来源于细胞质的多肽与MHC工类分子
结合并由CD8+T细胞识别，而在小囊泡中产生的多肽则与MHCll类分子结合并由CD4+T细胞识别。
由此激活这两类功能性T细胞，并启动对存留于这两类不同细胞器中病原体的杀伤作用。
T细胞对抗原的识别方式是通过三分子复合物MHC—抗原肽—TCR进行的三元体识别，在识别的过程
中需要辅助受体CD4／CD8—MHC Ⅱ／MHCⅠ的帮助，但辅助受体本身作为第一信号不能完全承担
辅助作用，还需要第二信号协同刺激分子与多种黏附分子来共同参与。
 有些CD4+T细胞可以激活已经内化有特异性抗原的初始B淋巴细胞，同时也刺激其对胞外菌及其产物
产生抗体。
 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是一类在免疫应答中将抗原进行加工、处理、并提呈
给抗原特异性淋巴细胞的免疫细胞。
APC最主要的特征是能处理摄人的蛋白质抗原和表达MHC Ⅱ类分子，还表达协同刺激分子。
抗原提呈与T细胞的识别有两类：MHCⅠ类分子提呈的内源性抗原肽和MHC Ⅱ类分子提呈的外源性
抗原肽，它们分别被CD8+T和CD4+T细胞识别。
 外源性抗原（如病原微生物、异种蛋白等）由专职APC通过吞噬、吞饮和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通过胞
质包裹摄人胞内，称为内体，内体与溶酶体融合，抗原在溶酶体酶作用下，被降解成长度为13～18个
氨基酸残基的免疫显性肽段，与MHC Ⅱ类分子结合表达在APC膜表面，提呈给CD4+T细胞。
内源性抗原是指肿瘤细胞、病毒感染细胞等自行合成的肿瘤抗原或病毒蛋白，在胞质蛋白酶体酶的作
用下被降解成长度为8～13个氨基酸残基的免疫显性肽段，进入内质网，由宿主病毒感染细胞或肿瘤细
胞等有核细胞加工处理后，与MHC I类分子结合表达在其细胞膜表面提呈给CD8+T细胞。
 在免疫应答的过程中，巨噬细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抗原提呈细胞，外源抗原性物质通过吞噬、胞饮等
方式而被摄取到巨噬细胞中，在巨噬细胞中经过胞内酶的降解处理，形成许多具有抗原决定簇的抗原
肽，随后这些抗原肽与MHC Ⅱ类分子结合形成抗原肽MHC Ⅱ类分子复合物，此复合物被呈送到细胞
的表面供免疫活性细胞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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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免疫学基础》的写作特点是图文并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求
既能涵盖免疫学的基础知识，又能反映现阶段国际免疫学的发展水平。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免疫学基础》可作为生物科学类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免疫学教材，也
可供研究生及相关科研人员学习及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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