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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出版社关于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专科教育）编写原则和要求，强调了教材要专
科定位明确，适教适学，为临床服务的原则。
编委会根据这个原则和各校在专科教学的实践经验，确定在本教材中注重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培养，同时要适用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要求。
强调基础与临床结合，特别是病原生物的致病性与诊断和防治有机结合。
　　医学免疫学是一门发展很快的学科，内容浩瀚，医学微生物学近30年来也发展迅速，特别是新的
病原微生物的不断发现，如HIV、朊粒、SARS病毒、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感染与流行，说明人类与
病原微生物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学科的飞速发展，内容的不断增加，限于教学课时的要求，在教材内容上我们进行了大胆的精选。
建议教学理论学时为50~60学时。
鉴于各校学时不同，教学中在重点保证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可根据各地病原微生物感染与传播情况，
选择细菌各论、病毒各论和其他原核微生物密切相关的教学内容。
　　本教材编写工作能顺利完成，得到了各编写院校的教务处和同道们的大力支持。
本教材编委会秘书余妍老师在编写中做了大量联络和文字统校工作，济宁医学院高琦老师为全书插图
的精心绘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我们的学识水平和编写能力，教材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在此恳切希望各校师生提出批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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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为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专科教育）。
全书共34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10章为医学免疫学，第二部分24章为医学微生物学。
主要介绍免疫学基础，细菌和病毒的总论，同时也扼要介绍了临床免疫、细菌各论、病毒各论、立克
次体、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及放线菌和真菌。
为方便学生掌握重点和复习，全书各章都列有目的要求和复习考题，供学习和复习时参考。
《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专科教育）》可供临床、基础、预防、护理、口腔、药学等专业专科生使
用，亦可供生物学科类本科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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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影响抗原分子免疫原性的因素　　抗原物质是否具有免疫原性，一方面取决于抗原物质
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机体对抗原刺激的反应性。
　　一、抗原方面的因素　　（一）异物性　　异物性是指抗原与所刺激的机体的非自身成分或未与
宿主胚胎期免疫细胞接触过的物质。
对异物的识别是机体在发育过程中通过淋巴细胞与抗原接触而形成的“非己即异”的免疫识别功能。
胚胎期（个别物种如大鼠、小鼠可延至新生期）接触过的物质为“自身”物质，而从未接触过的为“
异己”物质。
一般说来，抗原与机体之间的亲缘关系越远，组织结构差异越大，其免疫原性越强，如微生物抗原、
异种血清蛋白等物质对人是强免疫原。
反之种系关系较近，则免疫原性也弱，如鸭血清蛋白对鸡呈弱免疫原性，而对兔则表现为强免疫原性
。
　　自身物质一般无免疫原性，但与淋巴细胞从未接触过的自身物质（如眼晶状体蛋白、精子等）或
自身物质理化性质发生改变，也会成为异己物质而具有免疫原性。
因此，异物性不是专指体外物质而言，而是因免疫系统淋巴细胞在胚胎期是否曾与之接触而定。
　　（二）抗原分子的理化特性　　1．相对分子质量大小分子大小可影响物质的免疫原性，一定范
围内，相对分子质量越大，免疫原性越强。
是因为大分子物质含有较多抗原决定簇，结构复杂，在体内不易被降解，能持续刺激免疫活性细胞。
蛋白质抗原，相对分子质量一般多在10×103以上，有良好的免疫原性。
糖类物质相对分子质量较小，多数单糖不具有免疫原性；而聚合成多糖时可有一定的免疫原性。
　　2．化学性质及结构复杂性在有机大分子物质中，多数抗原是蛋白质。
其中含有大量芳香族氨基酸，尤其是含酪氨酸的蛋白质免疫原性强；而直链结构的蛋白质一般免疫原
性弱，如明胶的相对分子质量虽然高达lOO×103，但免疫原性极弱，若在分子中连上2％的酪氨酸，
就会明显增强明胶的免疫原性；多糖、核酸的免疫原性很弱，但若与蛋白质载体连接则能刺激机体产
生抗体；类脂一般无免疫原性。
　　3．分子构象和易接近性某些天然抗原可诱导特异性抗体产生，但经处理改变空间构象后失去了
诱生抗体的能力，抗原分子的空间构象可影响其免疫原性。
抗原分子的一些特殊化学基团的空间构象能决定此抗原分子是否能与相应淋巴细胞表面受体结合，从
而启动免疫应答的物质基础。
　　易接近性是指抗原表位与相应淋巴细胞表面受体相互接触的难易程度。
抗原分子中氨基酸残基所处侧链位置的不同，可影响抗原分子的免疫原性（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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