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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在生命科学和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免疫，系指正常机体对感染及非感染性致病因素具有的抵抗能力，使人体不患疾病或传染病。宿主体内的免

疫系统，像国家的公检法系统一样，对外界环境中入侵的有害的病原体及其产生的毒素，对内环境中因基因突变

或异常表达而产生的肿瘤细胞，均能加以识别并清除，实现免疫监测、防御、自稳功能，保持机体内环境协调稳

定以及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生存。 

    免疫系统是由免疫组织和器官、免疫细胞及免疫活性分子等组成。一方面，免疫细胞对病原体或肿瘤细胞的

适当应答，可使之被清除，实现免疫防卫功能。另一方面，免疫细胞的不适当应答，如应答过高，会致过敏性疾

病；应答过低，易致严重的感染；对自身组织发生应答，则导致自身免疫病。免疫系统是自神经、内分泌系统

后，被认识的第三个调节系统，它与另外两个系统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机体整

体功能。因此，如何保持并增强人体正常的免疫功能，使人体通过发挥自身的免疫功能战胜疾病，而不仅仅依赖

于来自机体外部的药物治疗，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医学治疗的新理念。这与我国传统中医学提倡的“阴阳调谐，天

人合一”，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免疫学，即是研究免疫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认识理解其对机体产生有益的防卫功能和有害的病理反应的作用

原理和机制，以发展有效的免疫学措施，通过免疫学手段，诱导并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实现防病、治病的目

的。 

    二十世纪末，随着分子生物学领域在基础理论和实验技术上取得的重大突破，生命科学各领域都取得了飞速

的发展。医学也相应地进一步从分子、细胞到整体水平，研究疾病发病机理，对健康的概念与模式有了新的认识

和深入了解，从而在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中有了长足的进展。免疫学，由于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在其学科发

展过程中，揭示出一系列生命科学的基本规律与机理，免疫学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一系列有重大应用价值的产

物，而一葩独秀，成为一门独立而完善的生命科学及医学的前沿学科，有力地推动着生命科学及医学的全面发

展。免疫学研究近年来的迅速进展，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及企业界的重视，对免疫学的研究投入大量资金。 

    2001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以“免疫学在生命科学和医学发展中的作用”为主题的第

173次学术讨论会。邹承鲁院士、陈慰峰院士、巴德年院士和沈倍奋院士担任本次会议执行主席。47位来自海内

外的免疫学家、生物化学家、生理学家、结构生物学家、发育遗传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等参加了会议。本次讨论

会设立的中心议题是：1、免疫学：当代生物学的前沿学科；2、免疫学在医学科学中的应用；3、免疫疫苗；4、

免疫学对高科技生物工程学的促进；5、免疫学与其他学科的协同作用。邹承鲁院士以“二十一世纪的生物学”

为题，对21世纪整个生命科学发展方向发表了个人的见解，指出21世纪生命科学发展的三原则：分析与综合的统

一，生物多样性与生命本质一致性的统一，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统一。二十一世纪将是统一生物学的世纪。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经揭示了生命本质的高度一致性，功能基因的研究，将深入揭示生命活动的本质，这是人类



认识自然和认识自己的极大飞跃，下一世纪的生物学将是在对生命活动的本质统一认识下的真正的普通生物学，

无论就研究工作者的人数或年发表论文数, 生命科学在二十世纪都是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中最为活跃的学科. 可

以预见, 在二十一世纪仍将是如此。在新的世纪中，遵循此三原则进行研究，免疫学必将在后基因组计划中，在

揭示基因功能，解码生命活动机理，攻克传染病、心脑血管病、肿瘤，控制人类生育，提高人体生理功能，延缓

衰老，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国防，防止生物恐怖袭击诸多方面，发挥更加巨大的、无法估量的作用。 

    陈慰峰院士以“免疫学进展：回顾与展望”作主题评述报告。他全面回顾了二十纪免疫学的成就、免疫学与

其他自然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和协同发展。他认为，免疫学在对免疫系统功能表达及调控的研究中，揭示诸多细

胞生命活动的普遍规律及机理，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免疫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完善的生

命科学的前沿学科，对生命科学中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为免疫学的自身发展展示了光辉的前景。免疫学在疾

病诊断、预防与治疗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疫苗的预防接种，传染病如天花、鼠疫、霍乱、黄热病得以消灭及控

制流行等。疫苗在抗非传染病性疾患中，亦开拓应用。抗体广泛用于诊断、治疗、药物开发，ABO血型及HLA鉴

定，为杰出成就。基因工程重组细胞因子，促进了生物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用免疫细胞治疗肿瘤，日益推广。免

疫学的应用，已从预防、诊断及治疗传染病，发展为预防、诊断及治疗多种疾病，包括非感染性疾病的手段。免

疫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交叉渗透，必将进一步促进免疫学的更快发展；免疫学的成就亦然会促进生物化学、

生物物理、分子生物学、遗传学、治疗医学、预防医学等的发展。他还对21世纪免疫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

免疫学研究的技术方法等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他认为，21世纪免疫学基础研究的主要方向可能是；1、免疫应 类

型的决定因素及其调控研究2、免疫学应 信号的整合、调节与效应类型研究；3、免疫调节研究；4、免疫造血研

究。关于免疫学的应用研究，他认为主要是：1、疫苗的研制；2、基于免疫应 及免疫耐受的特异性的防治方

案；3、抗体库CDNA表达文库、噬菌体显示肽库及蛋白组学的开发应用；4、免疫药物的开发。 

    其后，以5个中心议题进行了评述报告和讨论。各中心议题的评述报告题目如下： 

    一、免疫学：当代生物学的前沿学科 

    1、转录调控在早期T淋巴细胞发育和肿瘤发生中的作用； 

    2、记忆性CD8T细胞发育的途径与条件； 

    3、树突状细胞的发育与功能； 

    4、协同刺激在T细胞的活化和发育中的作用：相同的活性，不同的功能； 

    5、天然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之间的进化联系：意义和思考； 

    6、MEKK2负调控TCR信号转导； 



    7、B－细胞免疫性的转录调控。 

    二、免疫学在医学科学中的作用 

    1、免疫学对医学发展的贡献； 

    2、TNF超家族在自身免疫中的作用； 

    3、自身免疫病发病机制研究的近期发展及展望； 

    4、应用异种、同源基因进行肿瘤的免疫基因治疗的问题； 

    5、移植免疫学的新策略。 

    三、免疫疫苗 

    1、新的抗微生物疫苗的发展策略； 

    2、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现状与防治对策。 

    四、免疫对高科技生物工程学的促进 

    1、分子文库技术在免疫学中的应用； 

    2、趋化因子与免疫治疗； 

    3、在淋巴细胞发育中的E2A转录因子介导的分子途径的遗传学进展。 

    五、免疫学与其他学科的协同作用 

    1、细胞免疫研究的原子成像； 

    2、干细胞研究进展； 

    3、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交互调节工作。 



    与会科学家认为，国际免疫学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是： 

    一、基础免疫学研究更加深入 

    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在基础研究方面主要是：1.免疫细胞的生成，分化，发育的条件与调控机

理；2.免疫细胞对抗原分子的识别、活化，以及信号转导机理；3.免疫效应细胞与效应分子对靶细胞的杀伤及作

用机制；4.新型免疫细胞的发现，其功能的调节作用；5.新型免疫分子包括细胞因子、趋化性细胞因子的发现，

结构与功能的研究；6.实现免疫系统的自稳平衡的免疫调节机制：免疫系统自身的分子与分子之间，细胞与细胞

之间，免疫系统与机体各系统之间的联系调节网络；7.免疫相关性疾病模型的建立及免疫学机理的研究。 

    二、基础免疫学与临床免疫学结合更加紧密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且紧密结合，两者相辅相成。基础免疫学为众多免疫相关性疾病的发展机理和治疗

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临床免疫学的实际问题为基础免疫学发展提供新的需求。在临床应用上主要

是：1、新型疫苗的研制和开发；2、自身免疫病，过敏病及器官移植排斥的特异防治方案的建立；3、生物高科

技产业的发展，如抗体及免疫分子的开发应用；4、抗菌及增强免疫的双重作用药物的开发，包括中药的开发。 

    三、疫学与其他学科更加交叉，更加整合 

    以免疫学体系为实验模型，进行多学科交叉及渗透，以研究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遗传学、细胞生物

学、发育生物学等学科的基本问题，以及医学中的重要疾病的防治问题。免疫学的发展带动了多学科的发展，多

学科的交叉又促进了免疫学的发展。 

    与会科学家根据国际免疫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的现状，提出了我国免疫学发展的方向：1.重点发展。具体

说，我们应从临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重大疾病和生命现象或者我国特有的疾病及免疫学现象入手，以传染

病及非传染病的发病机理及防治为主体，开展应用及理论研究。2.交叉发展。强调多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不同科

学领域的专家要相互了解，合作；不同学科的研究手段应互补借用。3.特色与创新发展。在目前科研资金投入有

限的情况下，在大项目做好的同时，应鼓励科学家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自由探索，提倡个人的创新能力，坚持自

己已确立的方向，进行深入的研究。利用中国常见病、多发病中的免疫现象和问题，通过建立疾病的模型，用以

解决免疫学基本科学问题及关键技术问题，而发现新的现象，探讨新的机理，提出原创观点，开辟新领域，创造

新策略，在发展中找出问题。 4.持续发展。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持续性的、不懈的工作是创新的基础。对于国

内在多年研究中已积累具备了坚实基础，良好传统，鲜明特色，有一定成就与地位的高质量基础免疫学研究工

作，应予以重视和持续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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