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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免疫学是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是研究复杂免疫系统活动规律的理论科学，又是紧密联系实际的
应用学科。
目前，进展迅速的领域是为分析研究和诊断提供重要的方法和工具，为人类疾病的预防治疗提供方法
和依据。
    本教材从食品科学和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教学实际出发，从庞杂的免疫学中选取免疫学基础和应
用免疫学两大部分。
①免疫学基础知识注重系统简明够用为度，包括免疫系统（器官与细胞）、免疫分子（抗原、抗体、
补体系统、细胞因子和MHC），免疫系统的作用特点、方式和机理与调控，强化了以消化道为主的黏
膜免疫、超敏反应与食物过敏、抗食源性感染免疫和食品营养与免疫内容；②免疫学应用以抗原抗体
制备与免疫分析为核心，包括免疫凝集、沉淀和免疫细胞检测，保健食品增强免疫功能评价的基本原
理与程序，突出了免疫标记技术（酶、同位素、荧光与发光、金胶标记）的原理与检测应用，结合食
品科学阐述免疫学的应用，基础与提高并重，针对食品营养安全性分析检验需要与发展，既有传统经
典方法，又有现代化的新技术（时间分辨率荧光、免疫PCR、免疫芯片与传感器）介绍，体现一定的
前瞻性。
    本书注重免疫学与食品科学的交差融合，体现基本概念与理论的科学严谨，免疫技术的先进可靠和
适用性良好，密切联系食品安全性检测控制实践。
每章提供内容小结和复习思考题便于学习使用。
    免疫学知识与理论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作为微生物一部分，多关注抗感染免疫，而医学免疫学往
往由于免疫相关临床疾病而内容十分繁复，从生物角度阐述免疫时，理论（分子与细胞机理）上涉及
的知识深度、广度更多，而从食品科学角度如何选择内容还处于新的探索阶段，可借鉴的食品免疫学
教材体系较少，作者尽量尝试，并凝结了一些自己近年在食品生物安全性免疫检测方面的研究思路，
编成现在这样的一本以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为主要方向的免疫学教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食品免疫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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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四、抗原和抗体及免疫反应应用  第二节 免疫学的发展及应用    一、免疫学的建
立与发展    二、免疫学的应用    三、免疫学与食品科学    四、食品免疫学的教学内容与目标第二章 免
疫系统——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  第一节 免疫器官    一、中枢免疫器官    二、外周免疫器官
   三、淋巴细胞再循环  第二节 免疫细胞    一、淋巴细胞    二、抗原递呈细胞（APC）      三、其它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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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抗原的免疫特征    一、抗原特异性与抗原决定簇    二、半抗原的免疫特征    三、抗原的类属性（交
叉性）    第三节 感染性抗原    一、细菌    二、病毒  第四节 超抗原和免疫佐剂    一、超抗原    二、免疫
佐剂    三、食品中的抗原物质第四章 抗体  第一节 抗体的结构与功能    一、抗体的基本结构    二、可变
区和恒定区    三、抗体的功能区及其功能    四、Ig的水解片段    五、抗体的抗原性  第二节 抗体的分类
及其生物学功能    一、五类抗体分子的功能及特点    二、抗体的生物学功能  第三节 抗体的基因及表达
   一、抗体的基因及表达    二、抗体的多样性与多克隆抗体  第四节 其它Ig简介    一、其它哺乳动物Ig
简介    二、乳中的免疫球蛋白    三、禽类Ig简介第五章 补体系统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第一节 补体
系统概述    一、补体系统的组成    二、补体系统的命名    三、补体成分的理化特性  第二节 补体系统的
激活调节 与生物学作用    一、经典激活途径（或传统途径）      二、补体活化的凝集素途径    ⋯⋯第六
章 免疫应答第七章 消化道黏膜免疫第八章 食源性感染免疫及免疫预防第九章 超敏反应与食物过海第
十章 抗原和抗体的制备与应用第十一章 抗原抗体反与非标记免疫分析第十二章 免疫标记技术及分析
应用第十三章 细胞免疫检测技术第十四章 食品营养与免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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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第二节 免疫学的发展及应用一、免疫学的建立与发展免疫学是人类与传染病作斗
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免疫学的发展经历了免疫学的创立阶段、以科学实验为特色的经典免疫学发展
阶段和以细胞和分子免疫为中心的现代免疫学阶段。
经验免疫学时期的杰出成就是，受中国人接种人痘影响，18世纪末Jenner发明牛痘苗预防天花，免疫
被正式提出。
1.经典免疫学时期经典（实验）免疫学时期是人们对免疫功能的认识从人体现象的观察进入了科学实
验时期病原体被发现，微生物学的发展推动了抗感染免疫的发展，以实验生物学为基础，研究宿主在
受抗原刺激后所致的免疫应答。
在此期间相继有菌苗的发明、吞噬现象的发现、毒素和抗毒素的发现、补体的发现、免疫损伤和免疫
耐受现象；观察到免疫效应的两面性，阐明了免疫防卫及免疫病理作用。
对抗原与抗体特性的详细研究，发展了体液免疫；以无毒或减毒的病原制成的菌苗得以广泛使用；应
用中发现了免疫应答所致的超敏感反应性疾病；创立了以血清学反应为主的免疫化学技术。
2.近代与现代免疫学时期现代免疫学的概念是以Burnet提出克隆选择学说为标志，从器官、细胞和分子
水平揭示了机体免疫系统及免疫细胞的存在，确认了淋巴细胞系是重要的免疫细胞，阐明了免疫球蛋
白的分子结构与功能、免疫细胞的免疫应答过程及其生物学功能。
使免疫学从抗感染免疫的概念中解脱出来，进而发展为生物机体对“自己”和“非己”的识别，借以
维持机体稳定性的生物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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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免疫学》注重免疫学与食品科学的交差融合，体现基本概念与理论的科学严谨，免疫技术的先
进可靠和适用性良好，密切联系食品安全性检测控制实践。
每章提供内容小结和复习思考题便于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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