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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免疫功能与机体内各系统间相关密切。
此书在扼要地介绍了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及精神系统相互
间在递质、分子水平上的联系之后，结合某些有关的神经系统疾病，用现代的观点和知识，深入浅出
地讨论了
其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此书既有助于基础免疫工作者联系神经科临床或兼作实验室工作的神经科医师联系基础免疫，也有助
于
一般各科临床医师、甚至医学院校师生作为教学参考、入门或指导有关临床实践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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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淋巴因子和神经内分泌系统
【免疫调节的肽和神经系统】
一、胸腺素、淋巴因子刺激垂体－肾上腺轴
二、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三、胸腺素和淋巴因子并不直接刺激肾上腺皮质
四、胸腺素和淋巴因子在神经系统中起作用的证明
五、中枢神经系统有免疫反应的胸腺素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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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
七、细胞免疫在神经免疫中起重要作用
八、神经系统抗原
【病毒感染与神经系统疾病，尤其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一、病毒感染致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
二、病毒感染致组织损伤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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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脑脊液及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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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脑脊液的形成部位
二、脑脊液形成机制
三、脑脊液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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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干预】
一、单磷酸腺苷环化酶途径
二、细胞代谢
三、转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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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脑脊液中免疫球蛋白
二、研究方法
【脑脊液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
一、定量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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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免疫球蛋白定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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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测方法
二、结果判断
三、命名商榷
【双相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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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
三、应用
【研究的意义】
一、概述
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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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肽】
【并存的神经递质系统】
【神经递质的释放】
【细胞膜与神经递质有关的生物化学特性】
【第二信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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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的神经支配】
【腔上囊的神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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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系统的神经支配】
【淋巴结的神经支配】
【淋巴集结的神经支配】
【与胃肠道相联系淋巴组织的神经支配】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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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精神，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相互间细胞沟通
【概述】
【肽类的保留】
【胰岛素】
【血管紧张素】
【血管紧张素和免疫系统】
【受体的保留】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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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胸腺素调节免疫系统
【概述】
【胸腺】
【免疫神经轴的信使】
【胸腺素的作用机制】
【临床研究】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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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神经－内分泌活性物质对免疫功能的调节
【概述】
【神经－内分泌活性物质】
一、神经递质
二、类固醇激素
三、蛋白质和肽激素
【应激、条件反射和免疫功能】
一、应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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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源性鸦片
【神经－内分泌对免疫调节的定位研究】
一、切除下丘脑前部，出现下列影响
二、破坏脑内其它部位对免疫功能也有明显影响
三、交感神经的调节作用
四、肾上腺和肾上腺外因素
五、副交感神经参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对话
【糖皮质类固醇】
一、糖皮质类固醇和免疫抑制
二、垂体一肾上腺调节糖皮质类固醇的功能
三、应激、糖皮质类固醇和神经细胞丧失
四、与糖皮质类固醇分泌过度相伴的神经病理改变
五、个体发育的影响
【泌乳素和生长激素调节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对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的调节】
一、肿瘤坏死因子调节生长激素
二、白细胞介素－1致发热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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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心理学、精神病与免疫
【心理学与免疫】
一、个性能改变机体免疫系统对某些疾病的易感性
二、情绪烦恼和悲痛会提高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并使其转归恶化
三、严重的精神和情绪障碍必伴免疫学异常
四、实验性控制行为对免疫的影响
五、行为干扰会加强或促进其免疫功能
六、有些亲精神药物可能通过病人淋巴细胞上的相应受体而发挥作用
七、睡眠对免疫和中枢神经系统功能会有影响
八、长寿与良好的免疫功能和优越的心理状态有关
九、自然的生存适应会抑制免疫功能
【精神病的物质基础】
【癫痫】
【痴呆】
【精神分裂症】
一、概况
二、神经受体的定量影像学检测
三、受体和精神分裂症
四、监视药物治疗
五、展望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一章 神经行为性疾病的临床及免疫学研究
【概述】
【自身免疫和病毒感染后疲劳综合征】
【R0抗体的作用】
【小舞蹈症】
【神经－免疫联系：诵读困难，自身免疫和睾丸酮】
【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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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困难：神经解剖学所见】
【发育性诵读困难病孩的电生理异常】
【理论探讨一神经与免疫的联系】
【小结】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篇 突触附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概述】
一、突触附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二、突触简介
【突触的解剖、电生理基础】
一、神经－肌肉接头
二、乙酰胆碱受体
三、乙酰胆碱
四、突触后膜机制
五、乙酰胆碱酯酶
【突触的药理】
一、作用于突触前膜
二、作用于突触后膜
三、神经肌肉间的相互营养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二章 重症肌无力
【概述】
【免疫学发病机制】
一、主要由乙酰胆碱受体抗体介导
二、细胞免疫依赖性
三、补体也参与
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必备条件
五、重症肌无力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六、重症肌无力免疫学异常的病因尚未定论
七、自身免疫的起动
八、定义
【病理学】
一、骨骼肌
二、神经－肌肉接头处
三、胸腺
【临床表现】
一、一般资料
二、骨骼肌受累
三、心肌受累
四、平滑肌受累
五、神经系统受累
六、其他系统受累
【诊断】
一、活动后加重、休息后减轻的骨骼肌无力
二、药理学试验
三、电生理检查
四、乙酰胆碱受体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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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免疫病理学检查
六、胸腺的影像学诊断
【重症肌无力综合征的临床分型】
一、暂时性新生儿重症肌无力
二、家族性重症肌无力
三、先天性重症肌无力
四、青霉胺致重症肌无力
【治疗】
一、治疗总则
二、临床疗效分级
【治疗方法】
一、胆碱酯酶抑制剂
二、胸腺摘除
三、肾上腺皮质类固醇
四、细胞毒剂
【降低血中乙酰胆碱受体抗体的措施】
一、血浆交换
二、抗个体基因型抗体
三、排空血中乙酰胆碱受体抗体－胸导管引流和血浆交换
【针对细胞免疫的治疗措施】
一、淋巴（细胞）交换疗法
二、抗胸腺血清球蛋白
三、抗淋巴细胞血清
四、胸腺放射治疗
五、大剂量γ一球蛋白
六、胸腺肽
【避免使安全系数降低的因素】
一、激素类药物慎用
二、吗啡和镇静剂等呼吸抑制剂应慎用
三、灌肠可致猝死
【治疗方案】
一、首选
二、次选
三、三选
四、四选
【重症肌无力危象的急救】
一、一般急救
二、确诊
三、肌无力危象
四、胆碱能危象
五、反拗性危象
【疗效】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三章 肌无力样综合征
【概述】
一、简史
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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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
【病理解剖】
【免疫遗传学】
【免疫学发病机制】
一、细胞免疫
二、体液因子的临床证据
三、致病性IgG抗体的实验证明
四、补体参与
五、免疫攻击靶器官的性质
【自身免疫的起动】
【Lambert－Eaton肌无力样综合征合并肿瘤】
【Lambert－Eaton肌无力样综合征伴自身免疫性疾病】
【临床表现】
【诊断】
【治疗】
一、第一线药物
二、症状较重者应当用免疫抑制剂治疗
【小结】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四章 获得性神经性肌强直
【概述】
一、简史
第二十四章 血浆交换、淋巴交换和/或免疫吸附
【概述】
【适应证】
【临床应用】
【副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十五章 脑活素
【简介】
【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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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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