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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生物技术飞速发展，需要更多高等职业技术人才。
医药学人才一直是国家紧缺的人才，由于从事行业事关生命健康，对医药人才培养也有较高的要求。
如何做好高职高专医药类专业的教学和课程改革，培养既有一定理论知识基础，又掌握先进技术和实
用技术，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是医药教育教学工作者的不可推卸责任和不断追求的目标。
免疫学与微生物学是高职高专生物技术、生物制药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既是学习
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又涉及医药人才必须掌握的现代生物高技术。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讲授免疫学和微生物学的一线教师，根据教学实际和行业要求，将两门课程有
机整合，在总结多年课程改革经验和建设精品课程成果的基础上，征求其他院校和相关行业的意见和
建议，编写了此教材。
本教材较为系统地讲述了免疫学、微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全书共有十七章内容。
本着高职高专教育的需求不仅仅在于能用，而更注重适用的目的，在编写的过程中，注重以“必需、
够用、实用、适用、先进”为原则，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的特色，突出工学结合，满足医药、生物技术
及相关职业需要、岗位需求。
教材内容以基础知识为主体，力求反映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进展；突出知识面宽
、浅显易懂，努力做到教师易教，学生易学；在编写次序上既注意层次分明，又注意知识的连贯性和
整体性；在语言文字表述上力求简明通顺，语言流畅，以利学生理解，便于阅读。
本书由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黄贝贝、陈电容、凌庆枝、龙正海、周双林、董丽辉、曹小敏、黎晶晶
、曲均革、叶丹玲、叶剑尔等老师共同编写，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翁鸿珍参加了本书的统稿工作
。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教材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热忱希望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及其他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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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是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生物技术系列之一。
全书分为微生物学及免疫学两部分，共十七章。
免疫学部分包括免疫学基础概述、抗原、免疫分子、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及其编码分子、免疫细胞
、免疫应答、超敏反应、免疫学应用；微生物学部分包括细菌、放线菌、其他原核细胞型微生物概述
、病毒、真菌、微生物与药物变质、与微生物有关的药物制剂、药物制剂的微生物学检验。
本教材较为系统地讲述了免疫学、微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生物技术、生物制药、微生物技术、药学等专业
教材，也可供高等医药院校临床医学、检验和护理等各专业的本、专科学生使用，还可供从事生物化
学和生物制药研究及生产的实验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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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免疫学基础概述本章概要免疫是机体识别“自身”与“非己”抗原，对自身抗原形成天然免疫
耐受，对“非己”抗原产生排斥作用的一种生理功能。
本章从基础免疫学的角度，介绍了免疫的概念、免疫的三大功能以及免疫学与医学免疫学的概念及范
畴，简要介绍了免疫学发展史与免疫学的进展。
第一节 免疫的基本概念和功能一、免疫的概念免疫（immune）是机体识别“自身”与“非己”抗原
，对自身抗原形成天然免疫耐受，对“非己”抗原产生排斥作用的一种生理功能。
正常情况下，这种生理功能对机体有益，可产生抗感染、抗肿瘤等维持机体生理平衡和稳定的免疫保
护作用。
在一定条件下，当免疫功能失调时，也会产生对机体有害的反应和结果，如引发超敏反应、自身免疫
性疾病和肿瘤等。
二、免疫的功能免疫功能是免疫系统在识别和清除“非己”抗原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生物学作用的总
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免疫防御免疫防御（immunological defence）是机体排斥外来抗原性异物的一种免疫保护功能。
免疫功能正常情况下，机体可抵抗病原微生物及其毒性产物的感染和损害，此功能即为抗感染免疫；
异常情况下，免疫防御反应过强会引发超敏反应，反应过弱或缺失可发生免疫缺陷。
2.免疫自稳免疫自稳（immunological homeostasis）是机体免疫系统维持内环境相对稳定的一种生理功
能。
在免疫自身稳定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机体可及时清除体内损伤、衰老、变性的血细胞和抗原一抗体复
合物等抗原性异物，而对自身成分保持免疫耐受。
若免疫自身稳定功能失调，则可发生生理功能紊乱或自身免疫性疾病。
3.免疫监视免疫监视（immunological survillance）是机体免疫系统及时识别、清除体内突变、畸变的细
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一种生理保护作用。
若此功能失调，机体突变细胞失控，有可能导致肿瘤发生，或因病毒不能被清除而出现病毒持续性感
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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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是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 生物技术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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