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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3月，主译拿来《自身抗体》第2版英文稿和中文初译稿，要我写一篇序。
我一口气对照着原稿通读了中文译稿，感触良多。
1963年免疫学家Mackay和Burnet联合出版了《Autoimmune Disease》一书，总结了免疫系统的三大功能
，并将自身免疫病的发生界定为免疫自稳失调范畴内。
自然、基因、抗原与抗体反应就成了上游本原核心。
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时至今日，抗原、抗体的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却先后遭到冷落，人们一窝蜂地
争先研究起下游细胞因子并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
正如。
Mackay教授2002年撰文感叹的那样，自身免疫病学研究正处于一种“embarrass deri-chesse”的尴尬境界
。
所幸的是，Yehuda Shoenfeld教授、M. Eric Gershwin教授与.Pier Luigi Meroni教授等勇挑重任，组织多国
学者完成了《自身抗体》第2版，向免疫学的本原课题回归，这是一个非常睿智的选择。
在这本书中，作者所着重阐明的问题是切中要害的：①总结了各系统自身免疫疾病具有诊断价值的标
记性抗体及先后呈现的其他抗体；②明确指出自身抗体对维持自身稳定的重要作用；③指明了标记性
自身抗体的致病机制；④明确提出自身抗体对病情的预测价值和纳入早期预防和治疗计划的可能；⑤
对现行的抗体检测方法作了科学评价，提出建立新的检测平台的构想，如细胞和组织阵列法、线性免
疫分析法（UA）、固相抗原微阵列法、激光定位磁珠阵列法（ALBA）等。
并指出随着微流体技术、纳米技术的发展，抗体检测系统的微型化已成为发展的趋势，可在原子水平
上检测抗原、抗体并提供器官或细胞靶向研究工具等，并诚意为今后自身抗体研究指明了方向，这种
公心是难能可贵的。
在阅读过程中，脑海里不时闪现出一些问题：自身免疫疾病进程中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这么多而
复杂的自身抗体？
RF和CCF抗体早于临床症状5～15年，这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只注重自身抗体的诊断价值而忽略了自身抗体的致病意义？
为什么不从自身免疫反应的上游途径解决自身免疫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呢？
⋯⋯最后，我们真诚地感谢本书作者和译者们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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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3月，主译拿来《自身抗体》第2版英文稿和中文初译稿，要我写一篇序。
我一口气对照着原稿通读了中文译稿，感触良多。
1963年免疫学家Mackay和Burnet联合出版了《Autoimmune Disease》一书，总结了免疫系统的三大功能
，并将自身免疫病的发生界定为免疫自稳失调范畴内。
自然、基因、抗原与抗体反应就成了上游本原核心。
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时至今日，抗原、抗体的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却先后遭到冷落，人们一窝蜂地
争先研究起下游细胞因子并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
正如。
Mackay教授2002年撰文感叹的那样，自身免疫病学研究正处于一种“embarrass deri-chesse”的尴尬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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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定义在一些研究中，抗核小体抗体所用的专业名称不同，包括抗染色质、抗核小体和抗
（H2A-H2B）-DNA。
这里所用名称是“抗核小体抗体”，这些抗体包括针对核小体中所有暴露及可接近的成分的抗体，如
针对dsDNA、组蛋白和核小体上表位的抗体。
后面这些抗体仅或主要识别核小体上构象型表位或亚核小体结构，与组蛋白或天然非蛋白dsDNA复合
物不反应或反应水平很低。
这些抗体称为“核小体特异性抗体”。
致病性作用有证据表明，异常的凋亡或凋亡细胞的吞噬减少可导致类SLE综合征（彩图26.1）。
这种清理不彻底可导致核小体释放，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核小体在凋亡过程中因修饰免疫原性增强。
树突状细胞遇到这些已被修饰的核小体，将这些自身抗原消化并以免疫原方式提呈给T细胞，这些活
化T细胞随后刺激B细胞产生抗核小体抗体。
随后，这些核小体特异性T细胞也可因表位扩展产生抗dsDNA自身抗体。
这些自身抗体与循环中的核小体形成复合物，并以基底膜，特别是肾小球基底膜（GBM）为靶点。
其有潜在致肾炎作用是由于核小体中带正电荷的组蛋白成分与带负电荷的硫酸乙酰肝素结合（GBM中
固有成分），这将引起在肾小球形成局部炎症，从而导致狼疮肾炎。
遗传学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多因素和多基因疾病，因此很难确认参与的发病基因。
在有狼疮倾向的小鼠中，已确认3个位点（sle1、sle2、sle3）参与抗核小体抗体形成和狼疮肾炎。
Sle1位点似乎在核小体特异性自身免疫反应中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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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身抗体(第2版)》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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