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轮复习:免疫对人体稳态的维持 
 

考点分析： 
1.免疫系统组成及其主要功能； 
2.淋巴细胞的起源、分化； 

3.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过程及关系； 

4.二次免疫的特点； 



案例分析：一天小明同学突然感到四肢无力、咳嗽、
流鼻涕，经医生诊断为流行性感冒，因症状较轻，小
明并未接受治疗，大约一个星期过后，小明感冒症状
消失，又恢复健康状态。一段时间以后，小明父亲也
出现了同样症状，而小明虽然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却
安然无恙。 

问题1：小明自愈过程与人体哪种调节有关？该调节方式与人
体哪个系统有关？ 
问题2：小明体内病毒如何被免疫系统清除？ 
问题3：小明父亲患病，为什么小明没有患病？ 



一.免疫调节的结构和物质基础--免疫系统 



免疫细胞的起源和分化 



  判断： 

  1.免疫活性物质都是由免疫细胞产生的 

  2.血液和淋巴液中都含有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 

 

× 

√ 



免疫系统的功能: 
(1)防卫功能:抵御_______的攻击。 
(2)监控功能:及时发现机体_____、损伤及癌变的细胞。 
(3)清除功能:将机体衰老或被破坏的细胞以及癌变的细胞
作为_____清除掉。 

病原体 
衰老 

抗原 



类型 非特异性免疫 特异性免疫 

形成 _________ 后天接触病原体之后获得 

特点 无特异性 _________ 

组成 

第一道防
线:___________ 

第二道防线:体液中的
杀菌物质和_________ 

第三道防线:主要由免疫器官和 
_________借助血液循环和
__________而组成 

生来就有 

有特异性 

皮肤、黏膜及其分泌物 

吞噬细胞 

免疫细胞 
淋巴循环 
 

联系：特异性免疫是在非特异性免疫的基础上形成的,两者共同担
负机体的防御功能。 

二.免疫类型 



问题讨论： 

下面实例分别属于免疫系统的第几道防线？ 

1.唾液中的溶菌酶对细菌的分解作用 

2.吞噬细胞发挥免疫作用 

第一道 

第二道、第三道 



【秒判正误】 
1.抗原都是来自机体的外部。 (   ) 
2.免疫细胞发挥功能依靠的是特有基因的表达。 (   ) 
3.T细胞和B细胞都来自骨髓造血干细胞,但分化场所不同,T细胞在骨
髓中分化成熟,B细胞在胸腺中分化成熟。 (   ) 
4.体内衰老细胞和癌细胞的清除体现了免疫系统的防卫功能。(   ) 
5.鼻腔黏膜分泌杀菌物质抑制白喉杆菌繁殖属于特异性免疫。(   ) 
6.人体的第一、二道防线属于非特异性免疫,第三道防线属于特异性
免疫。(   ) 

× 
× 

× 
× 
× 

√ 



（1）体液免疫：通过浆细胞产生抗体和相应的抗原发生免疫反

应的过程。(试一试：请构建体液免疫过程图） 

抗原 
（存在于细
胞外液中） 

B细胞 

T细胞 

抗体 
分

泌 

少数直接刺激 

再次侵入 

抗体与抗原特异性结合 
吞噬细胞 

（摄取、处理、
暴露、呈递） 

三.特异性免疫 

大
多
数 

淋
巴
因
子 

形成沉淀或细胞集团、 

增殖 

分化 

记忆B细胞 

浆细
胞 

吞噬细胞消化 



问题讨论： 
 
1.机体注射疫苗后，立即就能产生相应的抗体吗？ 

2.先天性没有胸腺的裸鼠体液免疫保留情况如何？为什么？如果先天性
没有骨髓呢？ 

3.浆细胞与B细胞相比，哪些细胞器的活动在加强？其形态、结构、功能
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4.记忆细胞受抗原刺激后细胞周期如何变化？ 



问题讨论： 

注射某种疫苗以后，机体是否都

不会患该病？为什么？ 
  

（同种抗原引起的二次免疫比初次免疫更快、更强（抗体产生迅速、数量
多） 

记忆细胞与二次免疫 

抗体相对量 

a代表抗体浓度 
b代表发病程度 



例题1.（2020山东卷）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方法目前主要有 
核酸检测法和抗体检测法。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抗体检测法利用了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 
B. 感染早期，会出现能检测出核酸而检测不出抗体的情况 
C. 患者康复后，会出现能检测出抗体而检测不出核酸的情况 
D. 感染该病毒但无症状者，因其体内不能产生抗体不适用抗
体检测法检测 

D 

补充例题 



         细胞 

与靶细胞
密切接触 

   靶细胞 

         细胞         细胞 

增殖分化 

暴露抗原 

（2）细胞免疫的过程 

再
次 

入
侵 增殖 

分化 

T 

记忆 效应T 

使靶细胞裂解死亡 

问题讨论： 

1.人类癌细胞为什么能在 

没有胸腺的裸鼠体内增殖？ 

2.T细胞在体液免疫和细胞免

疫中的作用有什么不同？ 





  例题2：下列关于人体免疫的叙述,正确的是 
  A.T细胞受到抗原刺激后可直接转变为效应T细胞  
  B.记忆细胞受到抗原刺激后迅速增殖分化并产生抗体 
  C.HIV的高度变异性，致使疫苗效果难以持久 
  D.人体内的吞噬细胞只参与非特异性免疫过程 

C 



①吞噬细胞  ②T细胞  ③B细胞  ④浆细胞  ⑤效应T细胞  ⑥记忆细
胞 

难点1：参与特异性免疫的细胞比较 

 

问题讨论： 
（1）以上哪些细胞具有增殖分化的能力？ 
（2）哪些细胞能分泌免疫活性物质？ 
（3）哪些细胞能识别抗原？ 
     哪些细胞能特异性识别抗原？  



 归纳总结三个唯一： 

 1.唯一能产生抗体的细胞是浆细胞； 

 2.唯一没有识别功能的细胞是浆细胞； 

 3.除浆细胞外，唯一没有特异性识别功能的细胞 

 是吞噬细胞，其余免疫细胞都有特异性识别功能。 



     

    类型 

项目   
体液免疫 细胞免疫 

核心细胞 B细胞 T细胞 

作用对象 侵入内环境中的抗原 
被抗原侵入的宿主
细胞(即靶细胞） 

效应物质或结构 
特异性抗体 

 
效应T细胞 

作用方式 
抗体与相应抗原特异
性结合 

效应T细胞与靶细胞
密切接触 

难点2：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比较 



既能独自发挥作用，又能相互配合。  

1.对细菌产生的外毒素等：体液免疫单独作用； 

2.清除自身突变细胞、异体移植器官的排斥： 细胞免疫单独作用； 

3.对胞内寄生菌如结核杆菌、麻风杆菌等，需要通过细胞免疫和体
液免疫的共同作用才能将其消灭； 

4.在病毒感染中，往往是先通过体液免疫的作用来阻止病毒通过血
液循环而播散，再通过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共同作用予以消灭。 

难点3：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关系判断 



【秒判正误】 
1.吞噬细胞的溶酶体参与对抗原的加工处理过程。(   ) 
2.在特异性免疫中,只有T细胞产生记忆细胞。(   ) 
3.当同一种抗原再次进入机体时,产生的浆细胞均来自记
忆细胞。(   ) 
4.浆细胞的产生需要T细胞和抗原的共同刺激。(   ) 
5.内环境中形成的抗原—抗体复合物可被吞噬细胞吞噬
消化。 (   ) 

√ 
× 

× 
× 

√ 



例题3：下图表示人体某免疫过程模式图，下列相关叙述错
误的是 
A. 物质Ⅰ具有促进细胞C增殖、分化的作用 
B. 物质Ⅰ和物质Ⅱ都属于免疫活性物质 
C. 能够对病菌进行特异性识别的细胞有B、C和D 
D. 细胞A和B在特异性免疫中都发挥作用 

C 



例题 4：下列关于免疫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吞噬细胞吞噬外来细菌，必须有抗体参与

B．浆细胞与效应 T 细胞中的遗传信息有明显差异

C．“先天性胸腺发育不全”的患者，细胞免疫有缺陷

D．淋巴细胞都来自骨髓造血干细胞，都在骨髓中分化、发

育成熟

C 



例题5.(2019·江苏高考)图1为T细胞通过表面受体(TCR)识别抗
原递呈细胞呈递的肿瘤抗原后被激活，进而攻击肿瘤细胞的示意
图。图2为肿瘤细胞的一种免疫逃逸机制示意图。肿瘤细胞大量
表达PD L1，与T细胞表面的PD 1结合，抑制T细胞活化，逃避T细
胞的攻击。请回答下列问题： 



(1)图1中抗原递呈细胞通过________方式摄取肿瘤抗原。 
(2)图1中T细胞识别肿瘤抗原后被激活，增殖并________形成效应T细胞

群和________细胞群。 

（1）胞吞 (2)分化 记忆(3)特异 裂解(4)体液 肿瘤细
胞表面的PD L1 (5)降低免疫排异 

(3)图1中效应T细胞通过TCR只能识别带有同样抗原的肿瘤细胞，故发挥
的免疫作用具有________性，效应T细胞分泌毒素，使肿瘤细胞________死
亡。 

(4)为阻断图2中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通路，利用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
制备了抗PD L1抗体。该抗体注入体内后通过________传送与________结合，
可解除T细胞的活化抑制。 

(5)为应用于肿瘤的临床免疫治疗，需对该抗体进行人源化改造，除抗原
结合区域外，其他部分都替换为人抗体区段，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