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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免疫学发展的思考

吕群燕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
,

北京 1以 x 〕85)

[摘 要 1 本文介绍 了免疫学作为一 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以及 目前我国和世界一 些先进国家免疫

学研 究的现状
,

并对今后我国免疫学研 究应重点发展的领域进行 了思考
。

〔关键词 ] 免疫学
,

发展
,

思考

免疫学是生命科 学中涉及区 分 自我和非我的

一个分支学科
。

免疫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的诞生可

追溯到 E d w a dr J en en
r

成功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
。

但之后的儿 t
一

年 里
,

对免疫反应的了解并没有实质

性的进展
,

免疫学研 究一直未形成前沿
,

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
,

随着胸腺免疫功能的发现
,

淋 巴细胞

免疫功能的确认
,

以及抗体分子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进展
,

在器官
、

细胞和分子水平上揭示了机体存在十

分重要的功能系统— 免疫系统
。

自此
,

免疫学开

始发展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
,

研究免疫细胞的独有特

征和功能
,

十分迅速地揭示细胞的识别与活化
,

信号

的产生 与信号传导
,

靶基因活化与其产物的作用
,

细

胞分化 与效应功能
,

免疫记忆
、

免疫应答 调节
、

免疫

细胞的分化与再生等等生命科学中的基本问题
。

免

疫学理论研究成果
,

经常在最短时间内被开拓应用
,

不仅对传染病的防治
,

且对医学中各种各样疾病
,

包

括肿瘤
、

艾滋病
、

心血管病与老年性疾病
、

计划生育

及器官移植等的诊断与防治
,

作 出重大贡献
。

免疫

学已远远超越疫苗制备
,

预防传染病的经典范围
,

成

为人类理解生命
,

征服 自然的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
。

特别是近 30 年里
,

免疫学的研究不断取得激动人心

的巨大进展
,

对医学和生物学 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
。

据统计
,

从 19 51 年起
,

已有 16 位免疫学家

获得 了诺贝尔医学生理奖
。

S CI 收录的免疫学方面

的期刊已有 1巧 种
。

免疫学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地位

免疫学是研究免疫系统的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

的科学
,

它从不同角度和水平揭示免疫系统识别 自

我和非我抗原产生免疫应答的现象和规律
,

并应用

这些规律来阐明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和规律
,

达到

防治疾病的目的
。

作为学科本身
,

免疫学涵盖了生物在所有组织

层次上的最基本的科 学发现
,

从细胞
、

分子
、

基因水

平上对免疫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深人和系统的认

识 [`〕 。

作为机体的一大系统
,

一方面
,

免疫系统与神经

系统
、

内分泌系统相互关 系及调控机制的研究丰富

了人们对机体内环境调节机制的理解 ; 另一方面
,

它

经常成为其他学科研究的首选对象
,

如正是基于对

同源淋巴细胞群的研 究
,

我们 了解 了细胞表面受体

参与传导信号从而导致细胞 的分裂
、

分化或死亡 ; 有

关细胞表面粘附和识别受体的研究以及编码它们的

基因的研究也大都基于对免疫细胞的研究 ; 细胞 可

通过分泌蛋白质信息进行通讯正是通过对免疫系统

的细胞和细胞因子的研究来 阐明的
。

作为一 门应用性很强 的学科
,

免疫学许多理论

和技术的诞生和应用
,

推动 了许多相关学科 的发展
,

促进 了生物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

2 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
,

免疫学取 得的一系列突

破性进展
,

除了在免疫系统本身的分化发育
、

功能调

控等基础研究方面外
,

更重要的是与肿瘤
、

感染性疾

病
、

自身免疫性疾病
、

移植排斥
、

免疫缺陷等临床重

要疾病相互关系的研究有 了新的突破
,

为多种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 了新的

技术方法和研究思路
。

通过药物和生物技术于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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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 自身免疫病
、

炎症
、

移植中的免疫反应和扩大或

加强逃避免疫监视的感染
、

癌症和寄生虫 中的免疫

反应都已成为医药工业和临床医学十分重要的一个

部分
。

因此
,

免疫学是 当今生物医学领域中发展最快

的前沿学科之一
,

免疫学 的飞速发展使其在生命科

学领域的地位 日益重要
。

目前在 国际上
,

免疫学与

分子生物学和神经 生物学并重
,

成为指导生命科学

发展的三大前沿学科之一
。

可 以预期
,

在 21 世纪
,

免疫学将受到基础科研人员
、

临床医务工作者 以及

生物高技术产业界的高度重视
,

其发展前景将更加

乐观
。

2 国际免疫学发展现状

从 目前国际上免疫学发展状况来看
,

美国仍是

免疫学领域最为发达的国家
,

其研究范围广且很深

人
,

代表了当今免疫学研究 的最高水平
。

欧洲各 国

免疫学的发展也居世界前列
,

其中
,

以法国和英国在

免疫学领域的工作最为突出
。

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

方面
:

( l) 从免疫学领域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来看
,

在

19 81 一 19 % 年间发表 的免疫学方 面的论文 中
,

美 国

占 6 3 %
,

而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总共才 占 37 %
,

位

居第 2 的英国也仅 占 5 % 左右川
。

( 2) 从论 文的引用情况来 看
,

在 19 81 一 19 97 年

间引用率最高的免疫学相关论 文中
,

对来 自美 国的

论文的引用 占所有引用的 66 %
。

在 174 位论文高引

用 的作者中有 72 % 来 自美 国
,

而且前 1 12 名全被美

国囊括
。

位居第二的是英国
,

占 7 % 左右
,

瑞 士位居

第 3
,

占 4 % 左右 [2 〕。

( 3 )从几种 重要杂志 如 B l o o d
,

C e ll
,

I m mu
n i ty

,

N a t u er
,

S e i e n e e ,

J o u
m

a l of E x p e ir m e n ta l M e d i e i n e

上发

表的免疫学论文来看
,

在所有杂志 中来 自美 国的论

文都最多〔2 ,
。

值得重视的是亚洲部分经济 比较发达的国家在

免疫学方面的成绩 已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
,

这些 国

家包括 日本
、

泰 国
、

新加坡等
。

例如
:

在 19 8 x
一

9 9 8

年间 日本论文引用排行前 30 位 的科学家 中
,

有 10

位是免疫学家
。

从 19 94 一 19 9 8 年间
,

日本免疫学方

面发表的高影 响力论文在 日本所有学科的高影响论

文 中占居第 6 位川
。

3 我 国免疫学发展的现状

我国是免疫学的发源地
。

免疫学的发展最早可

以追溯到 16 世纪我 国医学 家用人痘苗预防天花的

伟大实践
。

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
,

我 国在抗感染 免

疫研究方面取得 了很大成就
,

我国学者在立克次体

的分离培养
、

病毒的组织培养
,

以及对沙眼衣原体
、

脑炎病毒及流感病毒的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成

绩
。

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 开始
,

免疫学进人 了现代

免疫学时期
,

国际上对免疫系统结构与功能 的研究

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

而我国免疫学研究在此关键

时期却停顿了整整 10 年
,

使我国的免疫学研究大大

落后于世界免疫学 的发展
。

20 世 纪 70 年代后期
,

随着改革开放
,

我国免疫学研究有 了较快 的发展
。

特别是经过近 20 年来的努力
,

我国免疫学研究 比 以

往有 了很大的发展
。

据统计
,

从 19 95 一 20 00 年间
,

仅通过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免疫学学科资助的

有关免疫学方面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已有

173 项
,

重点项 目 9 项
,

重大项 目 1 项
,

资助金额达 2

600 多万元
。

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我国的免疫学

研究工作在有些领域 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

据不完

全统计
,

免疫学科仅 19 97 年和 19 9 8 年资助 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近年 已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

4 0 篇余
,

我国学者在某些课题的研究方面也 已取得

了重要进展并已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

具体实例

有 :

( l) 在 T 细胞发育及胸腺基质细胞的作用方面
,

北京医科大学陈慰峰院士带领的课题组从细胞及分

子水平研究小鼠胸腺基质细胞对胸腺细胞功能发育

的诱 导作 用
,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 nI et m at i on al Im
-

mu
n o l o罗 和 Im mu

n o l o群 上
。

( 2 )在 B 细胞表面分子
,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

学研究所朱立平教授带领 的课题组进行了新分化抗

原 6 A 8 和 5 5C 的基因克隆
、

表达和功能的研究
,

相关

文章发表在 E u r
.

J
.

B i o e h e m i s t叮 等上
。

( 3) 在树突状细胞功能调控的研究方面
,

第二军

医大学曹雪涛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开展了树突状细胞

生物学特性及其来源的全长新基因的发现和功能研

究
,

在 J
o u nr a l o f Im m u n ol o群 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

( 4) 在某些免疫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方面
,

以第 四军医大学金伯泉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在主要参

与人 p T AI cD N A 克隆 的基础上
,

相继克隆了猿和猴

p T IA 的 c D N A
,

在 2 00 0 年 6 月英国海劳盖召开的第

七届人类 白细胞分化抗原上获准新的免疫分子编号

C D 2 2 6
,

成为我国首次获准的一个新 的 C D 编号
,

对

于基础
、

临床免疫学的研究及研究成果转 化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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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5在肿瘤的免疫治疗方面
,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

中心魏于全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对肿瘤的免疫基因治

疗进行 r 新的探索
,

他们利用种与种之间分子结构

不同可以诱导针对外源性抗原 的特异性免疫反应
,

相关 研究结 果发 表在 N a tu er M e d i e i n e ,

C a n c e r R e -

S e a cr 企l

等杂志上
。

( 6) 在中国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11 类基因

结构特点与功能的研究方面
, _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陈

诗
一

}弓
、

周光炎教授带领 的课题组研究 了中国汉族人

IH
」

lA l 类基因 D R
、

)I Q
、

D P 和 T A P 的多态性和群体分

布
,

揭示 了这些基因群体结构特点
,

部分论文发表在
’

r i s s u e A n t i g e n ,

E u r o
p e a n J

o u m al o f I m m u n o
g

e n e t ie s

等

杂志 卜
。

但是总体上讲
,

由于研究资金不足
,

人才队伍不

稳定
,

基础研究支撑设施不足
,

国际间学术交流相对

闭塞等原因
,

我国免疫学研究 中真正的原始创新性

基础 l
一

作太少
,

整体 上与国际先进水平 的距离相差

较大
,

重复性或跟踪性的工作仍太多
,

具有 自主知识

产权的工作太少
,

创新性系统性和持续性的工作太

少
〔 )

4 关于我国免疫学发展的思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免疫学学科曾就我 国

免疫学今后应重点支持和发展的领域 向全国的免疫

学家发出了调研 函
,

回 函的 80 多位专家一致认 为
,

我国的免疫学研 究 与生命科学领域 的其他 学科 一

样
,

欲求全面发展并在短时期内全面赶上或超越发

达国家是不现实的
。

因此
,

今后免疫学的发展应 体

现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的原则和
“

有限 目标
,

重点突

破
”

的发展策略从 而带动整个学科 的发展
。

具体来

说
,

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1 )重点扶持某些具有 良好基础和发展前景 的

领域
,

特别是具有我 国学者 自己的 自主知识产权 的

研究
,

从而尽快接近 国际水平
。

例如在 T 细胞发育

分化
、

M H c 抗原提 呈
、

树突状 细胞 的功能调控以 及

某些新的免疫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研究方面等等
。

( 2) 支持在某些领域发挥我国特色
,

取得国际前

沿水平的成果
,

如加强中医药免疫的研究
,

研究中药

对免疫的调节作用
,

寻找和发现新型选择性免疫抑

制剂 ; 研究中医理论的免疫学基础
,

如
“

证
”

的生化及

免疫指征
、

治疗学的机制 ; 根据中医药整体观研究神

经内分泌免疫 调控网络整体抗病机理
,

阐明神经
、

内

分泌
、

粘膜免疫系统中各 细胞
、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和调控机理等等
。

( 3) 紧密跟踪一些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应用前

景的基础研究
:

从我 国是最大 的发展 中国家这一国

情出发
,

应将诸如感染性疾病
、

免疫缺损病
、

自身免

疫病
、

肿瘤及移植等关乎我 国国计 民生并具我 国资

源特色的重大疾病的免疫学基础
、

应用基础研究作

为研究重点和优先发展领域
,

研制新型疫苗特别是

治疗性疫苗
,

包括采用基因工程 手段改造的病原体

疫苗
、

高度特异性 的抗体 (包括基因工程抗体
、

各种

新型的抗体制剂 )疫苗
、

D N A 疫苗
、

肤疫苗
、

T 细胞疫

苗等等
。

随着人类基 因组计划的完成
,

越来越多的

新的致病基因及可用于表达蛋白的抗原表位将被发

现
,

这些均成为发展新型疫苗的源泉 L4 。

(4 )积极支持在免疫学一些前沿的新 的领域 里

开展研究
: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 21 世纪包括免疫学在

内的一切生命科学知识创新的源泉
。

由于生物基因

组结构的复杂性
,

及现有基因识 别理论与方法技术

发展 的不足
,

即使已测定 了某种 生物 的全部基 因序

列
,

但绝大多数并不知道其功能
。

由于相关方面的

研究在国际上也处于起 步阶段
,

因此 国内研究存在

难得 的竞争机遇
。

而其 中免疫学 可大有 作为
。

至

今
,

由于在机体的各种组织和细胞中
,

对免疫细胞的

研究最为深人
,

对淋 巴细胞的蛋 白和基因的 了解 比

其他任何 细胞都 多
,

淋 巴 细胞 已成为进行基 因
、

受

体
、

鉴定
、

信号传导机制及所有生物学相关过程研究

的模型
,

而且参与调控免疫 系统对抗原递 呈和识别

的数个重要位点
,

如 H L A
、

T 细胞受体基因和免疫球

蛋白基因座
,

均 属最早完成 大规模 D N A 测序 的区

域 t 5 3
,

在人类基 因组测序 中建立起来 的一 些新的技

术方法也可在免疫细胞 中得到应用
,

如将用于分析

基因表达模式的技术用来分析免疫细胞有可能区分

静止和活化的免疫细胞
,

分析免疫细胞如何根据分

泌的细胞因子的不同调整其基因的转录等等
,

因此
,

有关免疫效应功能和免疫调节功能的免疫细胞
、

免

疫分子及其相关的基因与产物的结构 与功能研究
,

及其在生理与病理条件下的变化及特点
,

都是很好

的前沿研究课题
。

另外
,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而将迅速发

展的基因治疗将给免疫学提 出新的问题
,

如 目前基

因治疗的载体多采用改 良的病毒载体
,

如何使病人

的免疫系统对治疗所需的外源物质产生耐受 ? D N A

疫苗的免疫学基础如何
,

如抗原递呈如何进行 ? 诱

生的免疫应答有何 特点
,

其深层次 尚存在哪些问题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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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积极支持和鼓励在免疫学领域开展交叉研

究
:

当前生命科学与数学
、

物理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在

国外 已成为趋势
,

一个学科大综合的时代已经开始
。

作为人体十大系统的免疫系统是世界公认的
“

复杂

性系统
” ,

免疫学是处于医学和生物学之间的一门交

叉学科
。

在 20 世纪
,

可 以说
,

免疫学在遗传
、

分子
、

细胞甚至功能水平上分析各种组份取得了较大的成

功
,

但在解释这众多组份如何在更高层次上综合作

用导致各种免疫反应的产生方面却进展不 大6[,
7」。

由于免疫反应 的复杂性
,

免疫学研究迫切需要与其

他学科交叉
,

从而能在免疫 细胞
、

免疫分子识 别
、

生

物学功能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深人进行免疫调节的

研究
,

从整体上理解免疫系统的调节与功能
。

因此
,

今后免疫学的研究
,

要积极组织交叉研究
,

如积极开

展重要免疫现象 的数学模式的定量分析 ; 积极利用

各种基因组数据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寻找本质的有

用的规律 ; 结合 中医 药学理论
,

提 出免疫学新概念
,

建立新的免疫学理论等等
。

另外
,

专家们还认为
,

应大力加强免疫学研究 的

支撑条件如生物试剂
、

实验材料
、

动 物模 型等 的建

设
,

尽快建立相关技术平台如抗体平台
、

免疫分子平

台
、

免疫细胞平台及免疫性疾病的动物模型平台等
。

致谢 本文的部分参考文献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曹河沂博 士的大力帮助 ; 免

疫学科的学科优先发展领域的调研得到全国 80 多

位专家的积极支持和合作
,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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