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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5_8C_BB_E5_c22_652897.htm 在世界历史上，我

国采用人痘接种最先创立了预防天花的方法。1796年英国医

生Edward Jenner则进一步创造了用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

。免疫学就是从那时起诞生的。经过150年的发展，渐渐形成

了一门新的学科，到本世纪50、60年代时，开始进入飞跃发

展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重大成果，有力地推动了

整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所以说免疫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

学科。而免疫学现在仍处在飞跃发展的时期，已被公认为21

世纪生物医学领域中起支撑和领头作用的前沿学科之一。 无

论是从医学基础理论、还是从医学临床实践来看，免疫学都

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基础课程。无论是对临床医学专业，还是

对护理学专业，免疫学都是一门必修课。对于参加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的学生来讲，必须通过自学学好免疫学。怎样通过

自学学好免疫学？本文拟就此提一点建议和看法。 一、掌握

免疫学结构体系的特点 对自学者说，正确认识免疫学结构体

系对学好免疫学有很大的益处。 免疫学发展到今天，早已跳

出抗感染免疫的范畴，形成了非常丰厚的知识结构体系。它

包括免疫生物学、免疫生理学、免疫病理学、免疫药理学、

分子免疫学、免疫化学、免疫遗传学、肿瘤免疫学、移植免

疫学、生殖免疫学等。对医学生（包括护理和临床医学专业

）来说，核心是“基础免疫学”和“临床免疫学”。 基础免

疫学是学习免疫学必备的基本知识，是起步阶段必需的知识

基础。基础免疫学涉及免疫生物学、免疫化学、免疫生理学



、免疫遗传学、免疫病理学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基础免疫学又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有

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什么是免疫？免疫有何功能作用

，在生理、病理状态下有何表现？免疫功能是靠什么组织系

统完成的，免疫系统的构成如何？免疫器官有哪些，各有何

结构与功能特点？免疫细胞有哪些、各有何功能、各有何重

要结构及其与功能的关系？免疫分子有哪些、各有何结构、

分布及功能特点？第二部分介绍了免疫应答的发生及其调节

机制：什么是免疫应答、有哪些类型？免疫应答发生在哪里

，有何基本特点？免疫应答的基本过程是怎样的？B细胞介导

的体液免疫应答是怎样发生的，抗体产生的一般规律如何，

抗体怎样发生免疫效应？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是怎样发

生的，其免疫效应机制的生理、病理作用是什么？何谓免疫

耐受、发生机理如何，有何实际意义？免疫调节机制有哪些

，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临床免疫学是把基础免疫学中所学习

的基础知识应用于临床实际问题。它介绍根据免疫学基本原

理所设计的免疫学检测或诊断技术的原理、方法和临床应用

；介绍根据免疫学基本原理所发展的免疫学防治方法的原理

与应用；介绍了超敏反应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及

移植排斥反应发生的免疫学原理、免疫诊断及防治的基本原

则、方法及其原理。 因此，根据免疫学自身的结构体系特点

，自学者应把自学重点放在基础免疫学部分，着重掌握免疫

的功能、免疫器官、免疫细胞、抗原、抗体、补体、细胞因

子和粘附分子、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免疫应答等方面的基

本概念、基本知识；再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融汇贯通，去

认识和解决相关的临床问题（免疫病理机制、免疫学诊断及



免疫学防治）。 二、记忆是基础，理解是关键，注意与临床

实际相结合 从学科特点看，免疫学具有形态学和机能学相结

合的特点，常以形态学为基础，但落脚在机能学上。因此，

它的知识中既有形象、直观的内容，又有抽象、理念性的内

容。而形态结构是为功能服务的。所以学习中必须抓住功能

这个“重中之重”。 免疫学中有许多基本概念，如中枢免疫

系统、外周免疫系统、淋巴细胞再循环、抗原、抗体、免疫

球蛋白、补体、细胞因子、粘附分子、过敏毒素、超化因子

、调理作用、白细胞介素、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异嗜性抗

原、肿瘤相关抗原、免疫粘附、超敏反应、免疫耐受等等，

必须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只有理解了、记住了，

才谈得上学习免疫学的系统性知识。免疫学中还有许多常用

的英文缩写名词，如SIgA、SmIg、ADCC、TCR、IFN、TNF

、APC、 CTL、MHC、ELISA等，必须了解其英文原文，从

而掌握其中文名称及其含义。对于许多重要的免疫因素即免

疫系统的组成成分，如T细胞、B细胞、NK 细胞、CTL、TH

、TDTH、巨噬细胞、抗体、CD分子、MHC－Ⅱ分子、细胞

因子等，要通过理解基础上的记忆，熟悉其形态或结构特点

及其主要的生物学功能。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通过横向比

较，加深理解，在深层上掌握各自的特点，如异嗜性抗原与

类属抗原的区别、抗体与免疫球蛋白的区别、补体活化经典

途径与旁路途径的区别、中枢免疫器官与外周免疫器官的区

别、TCR与BCR的区别、CTL与NK细胞的区别、MHC－Ⅰ

和MHC－Ⅱ类分子的区别、主动免疫与被动免疫的区别、活

病苗与死疫苗的区别、免疫耐受与免疫抑制/免疫缺陷的区别

、青霉素皮试与O.T/PPD试验的区别等。另外还要注意掌握



免疫细胞、免疫分子的结构与对应功能的关系。对免疫学中

的许多机制问题，如抗原识别机制、淋巴细胞活化机制、抗

体产生机制、抗体的免疫效应机制、CTL/NK细胞杀伤靶细胞

的机制、TDTH细胞完成免疫效应的机制、免疫调节机制、

各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自身免疫病的发生机制、抗感染

机制、抗肿瘤免疫机制、移植排斥反应发生机制、人工免疫

机制、各种临床常用免疫学检测技术的原理等必须在充分理

解的基础上掌握，要把前面部分所学习的免疫学基本概念、

基本知识有机地运用于对各种免疫机制的学习和领会。这里

存在一个前后结合、汇融贯通、触类旁通的问题。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