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损伤与反应》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课程负责人：张秋萍 

课程中文名称：损伤与反应 

课程英文名称：Response to Injury  

课程类别：必修课 

课程学分数：理论课 4 学分；实验课 1 学分，共 5 学分 

课程学时数：理论课 90 学时；实验课 36 学时，共 126 学时 

授课对象：临床医学 5 年制本科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人体结构学、细胞与分子、组织与工程、病原生物学 

 

一、教学目的 

损伤反应学（Response to Injury）这门新兴的学科是一门以免疫学为主线，整合了病理及病理生

理学，生理学，细胞生物学和临床学科的课程。该课程以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及分子为基础和主线，

研究损伤后人体发生反应的病因、免疫应答的发生机制、规律和效应，形态和机能代谢改变，发病

机理及免疫学诊断和防治的一门学科，为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提供理论依据。以临床病例为线索，

以免疫学为主，贯穿了病理及病理生理学等基础学科的总论知识，让学生对基础知识和疾病之间有

更直观的认识和理解。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为学生学习后续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有关疾病的诊断

和防治工作奠定基础。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探索献身科学的

兴趣和志向。 

本课程采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方法，以多媒体教学方式进行。 

 

二、教学要求 

损伤反应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

交叉融合形成十分复杂的知识网络。同时该课程以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及分子为基础和主线，研究

损伤后人体发生反应的病因、免疫应答，形态和机能代谢的改变。让学生有效掌握免疫学的基本知

识，实现即定的教学目标，对教材的系统结构，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并



对于近年发展较快、认识较深刻的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其基本概念，主要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本大纲的目的与要求，分为掌握与熟悉。要求学生掌握损伤反应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及检测、预防的基本原理。对于具体内容的教学目的与要求分为掌握、熟悉和了解三个层次。本课

程采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方法，以多媒体教学方式进行。 

教学时数：总学时数 126 学时（理论课 90 学时  实验课 36 学时） 

 

三、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 理论课内容与学时分配表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概论 2 

第二章         抗原 2 

第三章         免疫球蛋白 2 

第四章         补体及相关疾病 2 

第五章         细胞因子及相关疾病 2 

第六章         CD 抗原与黏附分子 2 

第七章         MHC&移植免疫 2 

第八章         抗原递呈 2 

第九章         固有免疫 2 

 第十章         T 细胞激活及效应功能 2 

第十一章       B 细胞激活及效应功能 2 

第十二章       免疫调节 1 

第十三章       免疫耐受 1 

第十四章       感染免疫 2 

第十五章       全身炎症 2 

第十六章       发热 2 

第十七章       DIC 2 

第十八章       休克 2 



第十九章       缺氧 2 

第二十章       细胞组织的适应、损伤 2 

第二十一章     损伤的修复 4 

第二十二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2 

第二十三章     炎症 6 

第二十四章     IgE 与Ⅰ型超敏反应 2 

第二十五章     Ⅱ型超敏反应 2 

第二十六章     Ⅲ型与Ⅳ型超敏反应 2 

第二十七章     自身免疫与自身免疫病 2 

第二十八章     肾小球肾炎和肾衰 4 

第二十九章     免疫缺陷病及免疫增生 2 

第三十章       肿瘤 10 

第三十一章     肿瘤免疫 2 

第三十二章     免疫防治 2 

 

2. 实验课内容与学时分配表 

内                 容 学 时 

实验 1    ABO 血型检测，对流电泳 4 

实验 2    乙肝表面抗体检测、T 细胞亚群检测/酶法 4 

实验 3    PCR-SSPHLA 分型技术  4 

实验 4    适应、损伤与修复 4 

实验 5    循环障碍与炎症 4 

实验 6    肿瘤（1） 4 

实验 7    肿瘤（2） 4 

实验 8    实验性缺氧 4 

实验 9    实验性发热 4 

 



 

第一章  概论 

目的要求： 

1．掌握损伤反应的概念 

2．熟悉免疫系统的组成、免疫的三大功能 

3．了解免疫学、病理及病理生理学在医学生物学中的重要地位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损伤反应 

第二节  免疫系统  

第三节  固有性免疫与适应性免疫 

第四节  免疫学、病理及病理生理学在医学生物学中的重要地位 

重点讲授： 

免疫的功能 

固有性免疫的概念及特点 

适应性免疫的概念及特点 

免疫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第二章  抗原 

目的要求： 

1．掌握抗原的概念及基本特征（免疫原性、抗原性），抗原决定基/表位的概念和类型，抗原的异物

性与特异，抗原的分类 

2．熟悉影响抗原免疫应答的因素，丝裂原与超抗原的概念及其意义； 

3．了解佐剂的定义与作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抗原的概念 

第二节  影响抗原免疫原性的因素  

第三节  抗原的特异性  

第四节  抗原的种类及医学上重要的抗原物质 

第五节  非特异性免疫刺激剂 

重点讲授： 



抗原的概念和抗原的两大特性（抗原的免疫原性和抗原的反应原性） 

决定抗原免疫原性的条件免疫的功能 

抗原特异性的分子基础—抗原决定基 

 

第三章  免疫球蛋白  

目的要求： 

1．掌握抗体（免疫球蛋白）的基本概念，免疫球蛋白分子的基本结构，免疫球蛋白分子的功能，单

克隆抗体的基本概念 

2．熟悉五类免疫球蛋白分子的特点 

3．了解抗体的制备及免疫球蛋白分子超家族的概念和种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免疫球蛋白的分子结构 

第二节  五类免疫球蛋白的特点及功能 

第三节  免疫球蛋白的生物学活性及功能 

第四节  免疫球蛋白的基因结构与抗体多样性 

第五节  人工制备的抗体 

重点讲授： 

抗体、免疫球蛋白的概念及两者的关系 

免疫球蛋白的基本结构  

免疫球蛋白的功能 

各类免疫球蛋白的特性及功能 

 单克隆抗体、基因工程抗体的概念 

 

第四章  补体及相关疾病 

目的要求： 

1．掌握补体系统的基本概念、命名和成份，补体的生物学活性，三条激活途径的异同点 

2．熟悉补体系统激活的三条途径的激活物质、激活过程  

3．了解补体激活过程的调节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补体的激活途径 

第三节 补体受体 

第四节 补体系统的生物学作用 

第五节 补体系统的异常与疾病 

重点讲授： 

补体三条途径的激活 

补体的生物学作用 

 

第五章  细胞因子及相关疾病 

目的要求： 

1．掌握细胞因子概念和命名，细胞因子的共同特点  

2. 熟悉细胞因子在免疫应答中发挥的作用  

3．了解细胞因子及其受体的分子结构，细胞因子的检测以及其与临床的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细胞因子的种类及其主要活性  

第三节 细胞因子受体 

第四节 细胞因子与临床 

重点讲授： 

细胞因子的概念及共性 

细胞因子的分类和生物学活性 

细胞因子与临床疾病的关系 

 

第六章  CD 抗原与黏附分子 

目的要求： 

1．掌握 CD 分子和黏附分子的概念和分类   

2. 熟悉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CD 分子和黏附分子 

3．了解人类 CD 的分类和应用细胞因子的其他生物学作用，黏附分子的重要生理和病理作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白细胞分化抗原（CD 分子） 

第二节  黏附分子 

重点讲授： 

白细胞分化抗原、CD、粘附分子的概念及关系 

常见的 CD 分子 

粘附分子的分类及功能 

 

第七章  MHC 及移植免疫 

目的要求： 

1．掌握 MHC 的基本概念、HLA 抗原分子结构及其组织分布、MHC 的生物学功能，移植抗原的概

念、种类及其与排斥反应的关系，同种异型移植排斥反应的类型及其发生的免疫学机制  

2. 熟悉人类 MHC（HLA）复合体定位及结构、遗传特征  

3．了解 HLA 在医学上的意义，防治同种异型移植排斥反应的可能措施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MHC 与移植免疫 

第二节 HLA 复合体的基因组成及遗传特点 

第三节 HLA 抗原的结构和分布 

第四节 HLA 的生物学功能 

第五节 HLA 在医学上的意义 

第六节 同种异型移植排斥反应的发生机制 

第七节 同种异型移植排斥反应的防治 

重点讲授： 

MHC、HLA 的概念 

HLA 复合体的结构（I 类、II 类位点） 

HLA 分子的结构及组织分布 

MHC 的生物学功能 

同种异型抗原的识别机制 

同种异型移植排斥反应的分类及效应机制 

 

第八章  抗原提呈 



目的要求： 

1．掌握 APC 的概念及种类，MHC I 和 MHC II 类抗原提呈途径和过程 

2．了解抗原交叉提呈途径和 CD1 分子提呈途径的机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APC 的种类、特点 

第二节 外源性抗原的加工递呈途径 

第三节 内源性抗原的加工递呈途径 

第四节 抗原交叉提呈途径 

第五节 CD1 分子提呈途径 

重点讲授： 

APC 的概念、种类及特点 

外源性抗原和内源性抗原的处理递呈过程 

 

第九章  固有免疫 

目的要求： 

1．掌握参与固有免疫的主要组分及其生物学效应、固有免疫应答的识别特点 

2．了解固有免疫应答的信号转导和生物学意义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固有免疫的主要组分及其其生物学效应 

第二节  固有免疫应答的发生机制 

第三节 固有免疫应答的生物学意义 

重点讲授： 

参与固有免疫应答的主要组分及其生物学效应 

固有免疫应答的识别特点 

 

第十章  T 细胞激活及效应功能 

目的要求： 

1．重点掌握免疫应答的概念、基本过程（四个阶段，a．识别阶段： b．活化阶段： c．效应阶段：  

d.转归）、T 细胞激活过程中关键性膜分子（TCR、CD3、CD4、CD8、CD28、CTLA-4、CD40L

等）及其功能。掌握效应 T 细胞的免疫应答效应（Th 细胞效应、CTL 细胞效应（穿孔素、颗粒酶、



Fas 杀伤机制）、T 细胞活化后诱导的细胞凋亡） 

2. 熟悉 T 细胞活化过程中免疫信号在胞内的传递机制。 

3. 了解 T 细胞活化细胞信号转导过程 

教学内容： 

第一节  T 细胞对抗原的识别 

第二节 T 细胞的活化、增殖和分化 

第三节 Th1 和 Th2 细胞的效应及功能 

第四节  CTL 细胞的效应及功能 

重点讲授： 

T 细胞对抗原的识别 

T 细胞活化的双信号要求 

CD4+T 细胞及 CD8+ T 细胞活化过程及效应功能  

 

第十一章  B 细胞激活及效应功能 

目的要求： 

1．重点掌握 B 细胞激活过程中关键性膜分子（BCR、Igα、Igβ，CD19/CD21/CD81、CD40、B7 等）

及功能，初次和再次免疫应答的不同，体液免疫应答的基本规律。掌握 B 细胞对抗原免疫应答的

基本过程：B 细胞对 TD 抗原的免疫应答，B 细胞对 TI 抗原的免疫应答。 

2. 掌握固有性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主要特征。 

3. 熟悉 B 细胞活化过程中免疫信号在胞内的传递机制。 

4. 了解Ｂ细胞对 TI 抗原的应答特点，B 细胞增殖和分化的的基本过程 

教学内容： 

第一节 B 细胞对 TD 抗原的免疫应答 

第二节 B 细胞的活化、增殖和分化 

第三节 B 细胞对 TI 抗原的免疫应答 

第四节 抗体生成理论 

第五节 体液免疫应答的一般规律 

第六节 固有性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主要特征 

重点讲授： 

B 细胞对 TD、TI 抗原的应答过程 



体液免疫应答的基本规律 

 

第十二章  免疫调节 

目的要求： 

1．掌握免疫调节的概念 

2．熟悉解各种形式（基因、分子、细胞、整体等水平）的免疫调节 

3. 了解免疫系统对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节，整体水平的免疫调节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免疫调节的概念  

第二节 免疫应答的遗传控制 

第三节 分子水平的免疫调节 

第四节 细胞水平的免疫调节 

第五节 整体水平的免疫调节 

重点讲授： 

   细胞水平的免疫调节 

 

第十三章  免疫耐受 

目的要求： 

1．掌握免疫耐受的概念，免疫耐受与免疫抑制、免疫缺陷的异同点，中枢性耐受形成的机制，外周

性耐受形成的机制 

2. 熟悉建立免疫耐受及其临床意义，打破免疫耐受及其临床意义。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免疫耐受的概念 

第二节 免疫耐受的形成及表现 

第三节 免疫耐受与临床医学 

重点讲授： 

免疫耐受的概念 

免疫耐受与免疫抑制的关系 

免疫耐受机制 

影响免疫耐受形成的主要因素 



 

第十四章  感染免疫 

目的要求： 

1．掌握抗细菌、抗病毒、抗真菌感染的免疫机制  

2. 熟悉抗寄生虫感染的免疫机制，感染免疫的生物学效应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抗细菌感染的免疫机制 

第二节 抗病毒感染的免疫机制 

第三节 抗真菌感染的免疫机制 

第四节 抗寄生虫感染的免疫机制 

第五节 抗感染免疫中病理损伤 

重点讲授： 

抗细菌感染的免疫机制 

抗病毒感染的免疫机制 

 

三、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   抗细菌感染及抗病毒感染的免疫机制 

2.   抗真菌感染及抗寄生虫感染的免疫机制及抗感染免疫中病理损伤 

 

第十五章  全身炎症 

目的要求： 

1．掌握 SIRS、MODS、MOF 等重点概念，SIRS 的发病机制及判断标准，MODS 的分型 

2. 熟悉 MODS 的发展过程 

3. 了解 SIRS 和 MODS 的防治原则和治疗进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第三节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第四节  防治原则 

重点讲授：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发生机制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时主要器官的功能和代谢障碍 

 

第十六章  发热 

目的要求： 

1．掌握发热、过热、发热激活物、内生致热原和热限的概念，发热的原因和基本机制 

2. 熟悉发热各期的热代谢变化特点，发热机体的主要功能和代谢变化 

3. 了解发热的基本原理和防治原则，发热的生物学意义及处理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发热的概念 

第二节  发热的病因和机制 

第三节  发热的时相及其热代谢特点 

第四节  代谢和功能的改变 

第五节  生物学意义及处理原则 

重点讲授： 

体温升高的机制 

 

第十七章  DIC 

目的要求： 

1．掌握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组织因子途径抑制因子（TFPI）、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MAHA）

及裂体细胞的概念，掌握内皮细胞在调节凝血和抗凝血平衡中的作用，重点掌握 DIC 的病因和

诱因、发病机制，以及 DIC 时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及其发生机制，掌握“3P”试验、凝血酶时间和

D-二聚体测定的原理及意义 

2. 熟悉 DIC 的诱因、急性 DIC 的分期 

3. 了解 DIC 的诊断原则及防治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正常机体凝血与抗凝血平衡 

第二节  凝血与抗凝血平衡紊乱的基本类型 

第三节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重点讲授： 



DIC 的发病机制 

 

第十八章  休克 

目的要求： 

1．掌握休克的概念和分类，休克发生的始动环节及休克发生发展的微循环机制，感染性休克的概念，

发病机制及血液动力学特点  

2. 熟悉休克发生发展的细胞分子机制，休克对机体代谢及重要器官功能的影响及其基本临床表现，

熟悉几种常见休克的特点  

3. 了解休克的原因和防治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休克的病因和分类 

第二节 休克的发生发展机制 

第三节 休克时的机体代谢与功能变化 

第四节 几种常见休克的特点 

第五节 休克的防治原则 

重点讲授： 

休克的发生机制 

休克时的机体代谢与功能变化。 

 

第十九章  缺氧 

目的要求： 

1．掌握缺氧的概念，常用血氧指标的含义及正常值，各型缺氧的概念、原因、血氧变化特点及组织

缺氧的机制，发绀的概念及其临床意义  

2. 熟悉缺氧时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  

3. 了解影响缺氧耐受性的主要因素，代谢耗氧率与机体代偿能力及氧疗，氧中毒的概念及发生机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缺氧的类型、原因和血氧变化特点 

第三节  缺氧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化 

第四节  影响机体对缺氧耐受性的因素 



第五节 氧疗和氧中毒 

重点讲授： 

缺氧的类型、原因 

缺氧的发病机制对机体影响的特点 

氧中毒 

 

第二十章  细胞、组织的适应和损伤 

目的要求： 

1. 掌握各类细胞、组织适应及变性的概念及形态学特点（光镜及电镜特点），坏死的概念以及各种

坏死类型的形态学特点，凋亡的概念、形态学特征及与坏死的区别与联系 

2. 了解细胞损伤和适应的原因及发生机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细胞适应和细胞老化 

第二节 细胞、组织的损伤   

第三节 细胞、组织的损伤的形态学改变  

重点讲授： 

肥大、增生、萎缩、化生的概念和类型  

细胞水肿、脂肪变性、玻璃样变、纤维素样变性、病理性色素沉积、病理性钙化的概念，并熟悉

其类型  

坏死和凋亡的区别   

 

第二十一章  损伤的修复 

目的要求： 

1. 掌握再生概念、修复类型及各类组织细胞的再生能力，肉芽组织的概念，创伤愈合基本过程和类

型 

2. 熟悉肉芽组织的组成成分及作用。 

3. 了解再生的调控及生长因子和生长抑素的作用，瘢痕组织的形态及影响创伤愈合的因素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再生 

第二节 细胞的生长和调控   



第三节 纤维性修复 

第四节 创伤愈合 

重点讲授： 

再生的概念、类别和各组织的再生能力及其包含的细胞种类 

骨折愈合的过程 

 

第二十二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目的要求： 

1. 掌握淤血、血栓形成、栓塞、梗死的定义，它们的类型、病变特点、结局及临床病理联系，血栓

形成、栓塞、梗死之间的病理联系 

2. 熟悉充血的概念和类型，肝、肺淤血的病变特点，  

3. 了解血栓形成的过程、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淤血 

第二节  出血   

第四节 血栓形成 

第五节  栓塞 

第六节  梗死 

重点讲授： 

淤血的概念、原因、基本病变和后果 

出血的概念和分类 

血栓形成的概念、形成条件、机制及血栓的类型 

栓塞、栓子的概念和血栓栓塞 

梗死的概念、类型和病理变化 

 

第二十三章  炎症 

目的要求： 

1. 掌握炎症的概念，原因和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急性炎症的分类，结局对全身的影响 

2. 熟悉急性炎症血液动力学改变,了解渗出液和漏出液的区别，各种炎细胞的形态特点及在炎症中出

现的意义，炎症介质的概念、炎症介质的种类及在炎症过程中的主要作用，一般慢性炎症的基本



病理变化 

3. 了解炎症的化学介质的种类，产生来源和作用，炎症的痊愈的过程，迁延不愈和蔓延播散的后果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急性炎症 

第三节 慢性炎症 

第四节 炎症的经过和结局 

重点讲授： 

 炎症的概念及局部的基本病理变化 

急性炎症的类型及病理特点 

慢性肉芽肿性炎症的概念、类型和病变特征 

 

第二十四章  IgE 与 І型超敏反应 

目的要求： 

1. 掌握 І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 

2. 熟悉 І型超敏反应的常见疾病及其特点，青霉素过敏性休克的发生机制及防治原则 

3. 了解与之相关的常见疾病及其特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І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 

第三节 І型超敏反应的防治原则 

第四节 青霉素过敏性休克的发生机制及防治原则 

第五节 哮喘的发病机制及病理表现 

重点讲授： 

І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 

І型超敏反应的防治原则 

 

第二十五章  П型超敏反应 

目的要求： 

1. 掌握 П 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 



2. 熟悉 П 型超敏反应的常见疾病及其特点 

3. 了解与之相关的常见疾病及其特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П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 

第三节  П型超敏反应的特点和致病机制 

第四节  П型超敏反应的防治原则 

重点讲授： 

П 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 

  П型超敏反应的防治原则 

            

第二十六章     Ⅲ型与Ⅳ型超敏反应  

目的要求： 

1. 掌握 III 型和 IV 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  

2. 熟悉 III 型和 IV 型超敏反应的常见疾病及其特点 

3. 了解与之相关的常见疾病及其特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III 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 

第三节 IV 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及其与细胞免疫的关系 

重点讲授： 

III 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 

IV 型超敏反应的发生机制及其与细胞免疫的关系 

 

第二十七章  自身免疫与自身免疫病 

 

目的要求： 

1. 掌握自身免疫和自身免疫病的概念以及自身免疫病的组织损伤机制  

2. 熟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诱因、分类及其特点 

3. 了解自身免疫病的免疫学治疗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诱因、分类及其特点 

第三节 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组织损伤的机制 

第四节 自身免疫病的免疫学治疗原则概述 

重点讲授： 

自身免疫与自身免疫病的概念及关系 

  自身免疫病的免疫损伤机制及致病相关因素 

 

第二十八章  肾小球肾炎和肾衰 

目的要求： 

1. 掌握肾小球肾炎的病因及发病机制，慢性肾衰竭的概念、分期及各期的变化特点以及尿毒症的概

念，掌握慢性肾衰竭时的功能代谢变化及其机制 

2. 熟悉肾小球肾炎的分类及临床病理联系，慢性肾衰竭的病因学与发病机制  

3. 了解慢性肾衰竭的防治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肾小球肾炎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第三节 慢性肾衰竭的病因，发病过程 

第四节 慢性肾衰竭的机制，功能代谢变化 

第五节 慢性肾衰竭的防治原则 

重点讲授： 

慢性肾衰竭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 

 

第二十九章  免疫缺陷病及免疫增生 

目的要求： 

1. 掌握 AIDS 的概念、HIV 诱导的发病机理和 HIV 感染的临床特征，掌握免疫增生病的概念以及白

血病的免疫分型 

2. 熟悉 HIV 免疫抑制的本质和机理、HIV 传播和 AIDS 的流行病学特点，以及白血病的特点以及免

疫学治疗原则 



3. 了解 HIV 的分子生物学特征、 AIDS 目前的治疗手段和疫苗的研制进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AIDS 的概念及 HIV 的分子生物学特征 

第二节 HIV 感染的免疫学及其免疫抑制的分子机理 

第三节 HIV 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其传播和 AIDS 的流行病学 

第四节 免疫增生病以及白血病的分型、特点、免疫学治疗原则 

重点讲授： 

HIV 诱导的发病机理和 HIV 感染的临床特征 

  免疫增生病的概念以及白血病的免疫分型 

 

第三十章  肿瘤 

目的要求： 

1. 掌握肿瘤的概念及组织结构，肿瘤的异型性，肿瘤的生长、扩散和转移；良、恶性肿瘤的区别，

癌前病变、非典型增生、上皮内瘤及原位癌的概念，肿瘤发生的分子生物学基础，掌握（原）癌

基因、抑癌基因概念，原癌基因的活化方式和癌基因产物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抑癌基因的

失活方式和常见抑癌基因，细胞黏附分子、基质分解酶、细胞运动因子、血管生成因子在肿瘤转

移中的作用；肿瘤浸润转移的多步骤过程， 

2. 熟悉交界性肿瘤的概念，癌与肉瘤的区别，常见的上皮性肿瘤及非上皮性肿瘤，熟悉影响肿瘤发

生、发展的内在因素 DNA 修复基因，代谢酶基因，凋亡基因和抗凋亡基因，端粒酶在肿瘤发生、

发展中的作用，熟悉肿瘤浸润转移的机制，  

3. 了解肿瘤对机体的影响及肿瘤的命名原则，常见的化学、物理和生物性致癌因素肿瘤发生、发展

的内、外源性因素，了解与肿瘤转移有关的基因，肿瘤干细胞的作用，肿瘤对机体的影响及肿瘤

的防治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肿瘤的生物学行为 

第三节 肿瘤的命名和分类 

第四节 常见的上皮性肿瘤 

第五节 常见的非上皮性肿瘤 

第六节 肿瘤的病因学和发病学 

第七节 肿瘤浸润和转移 



第八节 肿瘤对机体的影响 

第五节 肿瘤的防治原则 

重点讲授： 

原癌基因的活化方式和癌基因产物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抑癌基因的失活方式和常见抑癌基

因。 

 

   第三十一章  肿瘤免疫 

目的要求： 

1. 掌握肿瘤免疫的概念、重要的肿瘤抗原，掌握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  

2. 熟悉机体抗肿瘤的免疫学机制  

3. 了解肿瘤免疫的防治原则，肿瘤免疫学检测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肿瘤抗原 

第二节 机体抗肿瘤免疫的机制 

第三节 肿瘤细胞逃逸机体免疫的机制 

第四节 肿瘤的免疫学治疗 

重点讲授： 

肿瘤特异抗原、肿瘤相关抗原 

机体的抗肿瘤免疫效应机制 

肿瘤免疫的逃逸机制 

 

第三十二章  免疫防治 

目的要求： 

1. 掌握免疫学预防和免疫治疗的概念和种类，人工主动免疫、人工被动免疫的概念  

2. 熟悉免疫学预防的常用制剂及其作用机制，常见的免疫抑制剂的种类和作用机制  

3. 了解新型疫苗的种类、制备和优点，其他免疫治疗制剂的类型和作用机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免疫预防 

第二节 免疫治疗 

重点讲授： 



人工主动免疫和人工被动免疫 

 

四、参考资料  

教材： 

1．《医学免疫学》  孙汶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供双语教学用书，第一版）2010 

2. 《医学免疫学》  章晓联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第一版）2008 

3.《Textbook of Medical Immunology》谭锦泉 姚堃主编，科学出版社（第一版）2006 

4.《病理学》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七版） 

5.《病理学》陈杰，李甘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二版）2010  

6.《病理生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肖献忠，（第三版）2013   

7.《免疫学双语实验技术指导》，章晓联主编，科学出版社（第一版） 2004 

8.《医学机能实验学教程》，汪晖、万瑜、何小华，2010  

9.《病理生理学实验教程》汪长华、刘永明，湖北科技出版社，（第一版），2002  

教学参考书： 

1．《医学免疫学》 金伯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五版）2008 

2. 《医学免疫学》  龚非力主编，科学出版社（第三版）2009 

3. 《人体病理生理学》王迪浔 金惠铭 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2008 

4. 《病理生理学――疾病的机制与防治基础》欧阳静萍 董传仁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5. 《病理生理学》陈主初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七年制）  2001 

 

五、课程考核方式 

作业：课后思考题及讨论课 

考核方式：课程考核为期中和期末两次闭卷笔试，其中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25%，期中考试成绩

占总成绩的 25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