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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临床医学专业"5+3"十二五规划教材:医学微生物学(供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
医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学等专业用)》根据临床医学类“5+3”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遵循
“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
性）和“三特定”（特定对象、特定要求、特定限制）的原则，并适应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研究
生入学考试的需要编写，共分五篇三十四章，内容涉及细菌学、真菌学和病毒学。
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医学微生物学的发展现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新世纪的任务和发展前景，能
运用所学的微生物学知识解决基础医学和临床医疗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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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免疫性与超敏反应 人体对结核分枝杆菌有较强的免疫力，所以感染者中大部
分不引起结核。
结核分枝杆菌的免疫性和致病性均与感染后由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反应和迟发型超敏反应相关
。
 （一）免疫性 抗结核免疫力的持久性，依赖于结核分枝杆菌在机体内的存活，一旦体内结核分枝杆
菌消亡，抗结核免疫力也随之消失，这种免疫称为有菌免疫或传染性免疫（infection immunity）。
结核杆菌是胞内菌，机体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能产生多种抗菌抗体，但这些抗体对细胞外的细菌具
有一定作用，而对细胞内的细菌不起作用。
抗结核免疫主要是细胞免疫，包括致敏的T淋巴细胞和被激活的巨噬细胞。
致敏的T淋巴细胞可直接杀死带有结核分枝杆菌的靶细胞，同时释放多种作用于巨噬细胞的淋巴因子
如TNF—α、IFN—γ、IL—2、IL—6等，吸引巨噬细胞、NK细胞、T细胞等聚集炎症部位，还能增强
这些细胞的直接或间接的杀菌活性。
被激活的巨噬细胞对结核分枝杆菌抑制繁殖、阻止扩散，甚至彻底消灭，充分发挥细胞免疫的作用。
 （二）超敏反应 机体获得对结核分枝杆菌免疫力的同时，结核分枝杆菌的蛋白质与蜡质D共同刺激T
淋巴细胞，引起迟发型超敏反应。
体内被致敏的T淋巴细胞再次遇到结核分枝杆菌即释放出淋巴因子，引起迟发型超敏反应，形成以单
核细胞浸润为主的炎症反应，容易发生干酪样坏死，甚至液化形成空洞。
儿童结核病大多为初次感染，机体尚未建立免疫和超敏反应，可发生急性全身粟粒型结核和结核性脑
膜炎。
成年人结核大多为复发或再次感染，此时机体已建立了抗结核分枝杆菌的免疫和超敏反应性，感染适
量的结核杆菌，常为慢性局限性结核，但局部病症较重，形成结核结节，发生纤维化或干酪样坏死。
若感染大量的结核杆菌，则形成空洞性的结核。
 （三）免疫与超敏反应的关系 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时，细胞免疫与迟发型超敏反应同时存在，此可
用郭霍现象（Koch's phe—nomenon）说明：①将结核分枝杆菌初次注射健康豚鼠皮下，10～14日后注
射部位缓慢地出现溃疡，深而不易愈合，邻近淋巴结增大，细菌扩散至全身，表现为原发感染的特点
，此时结核菌素测试为阴性。
②将同量的结核分枝杆菌再次注射康复豚鼠皮下。
在1～2日内注射部位迅速发生溃疡，但溃疡浅而易愈合，邻近淋巴结不增大，细菌也很少扩散，表现
为原发后继发感染的特点，结核菌素测试为阳性。
③将大量结核分枝杆菌注射康复豚鼠皮下，则引起注射局部及全身严重的迟发型超敏反应，甚至导致
动物死亡，表现为严重恶化的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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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临床医学专业"5+3"十二五规划教材:医学微生物学(供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
医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学等专业用)》是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临床医学专业“5+3”十二五规划教
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临床医学专业"5+>>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