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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 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及考研大纲 

1．附赠重点名校：医学免疫学 2010-2019年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

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2．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大纲 

①2022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大纲。 

②2023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大纲。 

说明：考研大纲给出了考试范围及考试内容，是考研出题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分清重难点进行针对性复

习的首选资料，本项为免费提供。 

 

二、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资料 

3．《医学免疫学》考研相关资料 

（1）《医学免疫学》[笔记+提纲] 

①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之《医学免疫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之《医学免疫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医学免疫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之《医学免疫学》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医学免疫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青 

①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4．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5．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初试参考书 

曹雪涛、何维《医学免疫学》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医学技术与信息工程学院：医学技术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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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备考信息 

 

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曹雪涛、何维《医学免疫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医学技术与信息工程学院：医学技术 

 



 

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大纲 

 

2022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大纲 

2022 年研究生招生专业课考试参考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医学技术综合 

 

基本内容: 

Ⅰ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 

 

Ⅱ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由以下三门课组成：《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生物化学》。 

（一）医学免疫学 

1．抗原、抗体、补体系统、细胞因子、CD 分子、MHC 分子的结构和功能；2.B 细胞、T 细胞、APC、

NK 等免疫细胞的特征、分类、分化发育、分类和功能；3.T、B 细胞的识别、活化、增殖、分化、效

应及转归；4.固有免疫系统的组成和识别、固有应答的特点和作用识相、固有应答与适应性应答的关

系；5.免疫耐受的形成及机制，免疫调节机制。 

 

（二）医学微生物学 

1.细菌的形态和结构，细菌的理化性状、营养与生殖、新陈代谢与能量转换；2.消毒灭菌与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3.噬菌体的生物学性状；4.细菌的遗传物质、基因表达的调节、基因的转移、重组和

突变；5.细菌的耐药机制级防治；6.细菌的致病作用与宿主的防疫免疫机制、感染的发生发展；6.细菌

感染的检查方法和防治原则；7.细菌、肠杆菌科、弧菌属、螺杆菌属、厌氧菌、分枝杆菌属、嗜血杆

菌属、动物源性细菌等的生物学性状、致病性与免疫性、微生物检测法；8.病毒的基本性状、增值、

遗传与变异；9.病毒的感染与免疫，病毒感染的检查方法与防治原则；10.呼吸道病毒、肠道病毒、急

性胃肠炎病毒、肝炎病毒、虫媒病毒、出血热病毒、疱疹病毒和逆转录病毒等的生物学特征、致病性

与免疫性和微生物检查法 

 

（三）医学生物化学 

1.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2.核酸的结构与功能；3.酶和维生素；4.糖代谢；5.生物氧化；6.脂类代谢；7.

氨基酸代谢；8.核苷酸代谢；9.物质代谢的联系与调节；10.DNA 的生物合成；11.RNA 的生物合成；

12.蛋白质的生物合成；13.基因表达调控；14.常用的分子生物学技术；15.基因诊断。 

 

 



 

2023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大纲 

 

2023年研究生招生专业课考试参考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医学技术综合 

                                

基本内容: 

Ⅰ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 

 

Ⅱ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由以下三门课组成：《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生物化学》。 

（一）医学免疫学 

1．抗原、抗体、补体系统、细胞因子、CD 分子、MHC 分子的结构和功能；2. B 细胞、T 细胞、APC、

NK等免疫细胞的特征、分类、分化发育、分类和功能；3.T、B细胞的识别、活化、增殖、分化、效应

及转归；4.固有免疫系统的组成和识别、固有应答的特点和作用识相、固有应答与适应性应答的关系；

5. 免疫耐受的形成及机制，免疫调节机制。 

 

（二）医学微生物学 

1.细菌的形态和结构，细菌的理化性状、营养与生殖、新陈代谢与能量转换；2.消毒灭菌与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3.噬菌体的生物学性状；4.细菌的遗传物质、基因表达的调节、基因的转移、重

组和突变；5.细菌的耐药机制及防治；6.细菌的致病作用与宿主的防疫免疫机制、感染的发生发展；

6.细菌感染的检查方法和防治原则；7.细菌、肠杆菌科、弧菌属、螺杆菌属、厌氧菌、分枝杆菌属、

嗜血杆菌属、动物源性细菌等的生物学性状、致病性与免疫性、微生物检测法；8.病毒的基本性状、

增值、遗传与变异；9.病毒的感染与免疫，病毒感染的检查方法与防治原则；10.呼吸道病毒、肠道病

毒、急性胃肠炎病毒、肝炎病毒、虫媒病毒、出血热病毒、疱疹病毒和逆转录病毒等的生物学特征、

致病性与免疫性和微生物检查法 

 

（三）医学生物化学 

1.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2.核酸的结构与功能；3.酶和维生素；4.糖代谢；5.生物氧化；6.脂类代谢；

7.氨基酸代谢；8.核苷酸代谢；9.物质代谢的联系与调节；10. DNA的生物合成；11. RNA的生物合成；

12.蛋白质的生物合成；13.基因表达调控；14.常用的分子生物学技术；15.基因诊断。 

 

 

    

 

 



 

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医学免疫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免疫学概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免疫的功能 

考点：免疫应答的类型及特点 

考点：经验免疫学时期 

考点：现代免疫学时期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医学免疫学简介 

“免疫”的概念 

免疫：免患瘟疫，免患疫病 

“疫”：民皆病之谓疫=流行性传染病 

“瘟疫”：烈性/急性的流行性传染病 

 

1.现代的“免疫”概念 

机体免疫系统识别和排除抗原性异物，对自身成分形成免疫耐受，以维持机体生理平衡与稳定的功能。 

识别“自己”和排除“非己” 

通常对机体有利，但有时也可能损害机体。 

 

2.免疫的功能 

（1）免疫防御 

①正常表现 

防止、清除病原体(抗感染免疫） 

②异常表现 

超敏反应、免疫缺陷病 

（2）免疫监视 

①正常表现 

清除突变 c、衰老 c（抗肿瘤免疫） 

②异常表现 

肿瘤、持续病毒感染 

（3）免疫自稳 

①正常表现 

维持内环境稳定（自身耐受，免疫调节) 

②异常表现 

自身免疫病、过敏性疾病 

免疫系统组成 



 

 

3.免疫应答的类型及特点 

（1）免疫应答类型 

①固有免疫 

或：非特异性免疫；先天性免疫 

②适应性免疫 

或：特异性免疫；获得性免疫 

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比较 

 

a.适应性免疫应答 

主要参与细胞：T 细胞－－细胞免疫应答；B 细胞－－体液免疫应答 

基本过程： 

 

b.医学免疫学 

研究免疫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研究免疫应答的过程和机制 

研究免疫系统对自身抗原耐受，防止自身免疫病发生 

研究免疫系统功能异常与相应疾病发病机制及其防治措施 

（2）免疫学主要内容 



①基础免疫学 

免疫应答：抗原；免疫细胞；免疫器官 

②临床免疫学 

超敏反应；免疫缺陷；肿瘤免疫；移植免疫；自身免疫病；免疫学应用 

【核心笔记】免疫学发展简史 

经验免疫学时期－人痘与牛痘 

科学免疫学时期－免疫学科的形成及发展 

现代免疫学时期－现代免疫学的发展 

 

1.经验免疫学时期 

人痘苗（开始于中国的南宋时期，公元 11 世纪） 

牛痘苗（开始于英国 Jenner 医生,公元 18 世纪） 

 

2.科学免疫学时期（19 世纪中叶-20 世纪中叶） 

多种病原菌被发现和疫苗的发明 

1880 年，巴斯德研制减毒疫苗,预防鸡霍乱,炭疽杆菌,狂犬病等疾病。（--人工主动免疫方法） 

巴斯德研究所于 1888 年 11 月 14 日由路易•巴斯德教授创办，最初的目的是研制狂犬病疫苗。成立以

来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巴斯德研究所始终在微生物学、流行性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尖端学科等领域处于世

界顶尖水平。 

Robert Koch(1843-1910)：发现结核杆菌;提出病原菌致病的概念 

Eli Metchnikoff(1845-1916)：发现细胞吞噬作用，提出细胞免疫理论 

Emilvon Behring(1845-1917)：发现抗毒素并治愈一名白喉患者 

Paul Ehrilich(1854-1915)：提出体液免疫理论和抗体生成的侧链学说 

1890 年，贝林(von Behring)和北里(Kitasato)，在 Koch 实验室制造白喉抗毒素治疗白喉--人工被动免疫

方法 

（1）抗体是免疫球蛋白 

20 世纪 30 年代，通过电泳证明，抗体是γ-球蛋白 

（2）抗体是四肽链结构 

1959 年，Porter 和 Edelman 对抗体结构进行研究证明 

（3）超敏反应 

（4）免疫耐受的发现 

Burnet 的克隆选择学说及其对免疫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3.现代免疫学时期 

抗原识别受体多样性和特异性的遗传基础 

1978 年发现抗体基因重排是 B 细胞抗原识别受体多样性的原因 

T 细胞抗原受体基因的克隆 

免疫遗传学和 MHC 限制的发现 

细胞因子及其受体发现 

信号转导途径的发现 

（1）推动现代生命科学前进的三架马车 

分子生物学 

免疫学 

细胞生物学 

免疫学是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已成为现代医学的支撑，几乎所有的医学相关学科均用到免疫学知识 

（2）免疫学发展特点 

①概念变迁 

②发展快速 

③应用广泛 



a.检测方面：传染病的诊断、肿瘤标志物、早孕、微量激素、药物浓度、亲子鉴定 

b.治疗方面：癌症治疗、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单克隆抗体+生物毒素----导弹疗法 

c.器官移植：肝、肾、皮肤、脾、心、肺、胰腺等，甚至报导整个头颅移植手术 

④成就巨大 

1979 年 WHO 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了天花病毒。 

诺贝尔奖获奖情况： 

1901 年，首次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获得者 Behring 

1999 年止，生理学诺贝尔奖共约 30 项，其中免疫学成果占了 18 项，这是任一单个学科所不能比拟的

成就。 



 

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医学免疫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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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 医学技术综合考研核心题库 

 

《医学免疫学》考研核心题库之 A 型题精编 

 

1． 介导细胞免疫的细胞是：__________ 

A.B 细胞 

B.中性粒细胞 

C.NK 细胞 

D.T 细胞 

E.Mφ 

【答案】D 

 

2． 关于阴性选择，下列表述错误的是__________ 

A.发生在胸腺的皮质髓质交界处及髓质区 

B.被 TCR 识别自身抗原肽-自身 MHCⅠ/Ⅱ分子复合物位于树突状细胞表面 

C.与自身抗原肽-自身 MHCⅠ/Ⅱ分子复合物适当亲和力结合的 DP 才能发育成 SP 

D.经历阴性选择后的 T 细胞具有自身耐受性 

【答案】C 

 

3． 关于 DC 的抗原提呈功能，下列表述错误的是__________ 

A.以抗原肽-MHCⅡ类分子复合物的形式提呈抗原 

B.在与 T 细胞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提供 T 细胞活化的第一信号和第二信号 

C.产生细胞因子，诱导活化 T 细胞增殖和分化 

D.只活化 CD4
＋

T 细胞，不能活化 CD8
＋

T 细胞 

【答案】D 

 

4． 关于 BCR 轻链的基因重组，以下表述错误的是__________ 

A.发生在前 B 细胞阶段 

B.链基因重排不成功，再重排链基因 

C.发生于重链重排成功之后 

D.BCR 轻链重排成功后，该细胞表达 BCR 

【答案】B 

 

5． 成熟 B 细胞的 BCR 的 Ig 类型是__________ 

A.mIgA 和 mIgM 

B.mIgM 和 mIgD 

C.mIgG 和 mIgE 

D.mIgE 和 mIgD 

【答案】B 

 

6． 下列不能通过 FasL/Fas 途径诱导靶细胞凋亡的细胞是__________ 

A.效应 CTL 

B.NK 

C.NKT 

D.Th2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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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γδT 细胞，描述错误的是__________ 

A.不受 MHC 限制 

B.受体缺乏多样性 

C.多为 CD4
—

CD8
—
细胞 

D.主要分布在外周血 

【答案】D 

 

8． 活化的人 T 淋巴细胞表达的 MHC 分子有__________ 

A.MHCⅠ类分子 

B.MHCⅡ类分子 

C.MHCⅠ类、Ⅱ类分子 

D.MHCⅠ类、Ⅲ类分子 

【答案】C 

 

9． 青霉素可引起哪些类型的超敏反应__________ 

A.I、II 型超敏反应 

B.I、II、III 型超敏反应 

C.I、II、IV 型超敏反应 

D.I、II、III、IV 型超敏反应 

【答案】D 

 

10．关于 TCR 基因重排，下列表述错误的是__________ 

A.TCR 链 V 区基因由 V、D、J 基因片段重排而成 

B.TCR 链 V 区由 V、J 基因片段重排而成 

C.链基因重排顺序为：D-J 连接 V-DJ 连接 

D.链基因重排成功的细胞表面表达 TCR 

【答案】D 

 

11．抗体可用来结合抗原的部位为：__________ 

A.骨架区 

B.铰链区 

C.恒定区 

D.可变区 

E.Fc 片段 

【答案】D 

 

12．免疫监视功能低下的后果是__________ 

A.易发生肿瘤 

B.易发生超敏反应 

C.易发生感染 

D.易发生自身免疫病 

E.易发生免耐受 

【答案】A 

 

13．IgG 与吞噬细胞或 NK 细胞表面 FcR 结合的结构域是__________ 

A.CH1 

B.CH2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55 页 共 444 页 

C.CH3 

D.VH 和 VL 

【答案】C 

 

14．Th 细胞在与 B 细胞的相互作用中，除提供 B 细胞活化的第二信号外，还__________ 

A.分泌细胞因子，促进 B 细胞分化增殖 

B.产生趋化因子，促进 B 细胞到过抗原局部 

C.表达黏附分子，导致体细胞高频突变 

D.直接作用于 B 细胞，导致 Ig 亲和力成熟 

【答案】A 

 

15．属于固有免疫应答的细胞是__________ 

A.T 淋巴细胞 

B.B 淋巴细胞 

C.NK 细胞 

D.上皮细胞 

【答案】C 

 

16．有的抗原被称为 TI 抗原，这是因为__________ 

A.来源于非胸腺组织 

B.诱生的抗体主要在骨髓中产生 

C.往往具有多个不同的抗原决定基 

D.刺激 B 细胞产生抗体，不需要 T 细胞辅助 

【答案】D 

 

17．人类血清中含量最高、半衰期最长的 Ig 类别是。__________ 

A.IgA 

B.IgM 

C.IgG 

D.IgD 

E.IgE 

【答案】C 

 

18．不成熟 B 细胞表达的 mIg 主要是__________ 

A.mIgA 

B.mIgM 

C.mIgD 

D.mIgE 

【答案】B 

 

19．关于 Igα/Igβ，下表述错误的是__________ 

A.胞浆区有 ITAM 

B.与 mIg 组成 BCR 复合物 

C.与 BCR 共同识别抗原的 B 细胞表位 

D.可转导 B 细胞活化的第一信号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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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天然 ABO 血型抗体属于__________ 

A.IgA 

B.IgM 

C.IgG 

D.IgD 

【答案】B 

 

21．免疫应答对机体是：__________ 

A.有利的反应 

B.不利的反应 

C.有时有利，有时不利 

D.适当时有利，不适当时不利 

E.以上都不是 

【答案】D 

 

22．关于适应性免疫的特点，下列表述错误的是__________ 

A.可遗传 

B.感染后期及防止再感染中起主要作用 

C.有免疫记忆 

D.特异性 

【答案】A 

 

23．Ig 分子的基本结构是__________ 

A.由 2 条重链和 2 条轻链组成的四肽链结构 

B.由 1 条重链和 1 条轻键组成的二肽链结构 

C.由 2 条相同的重链和 2 条相同的轻链组成的四肽链结构 

D.由 1 条重链和 2 条轻链组成的三肽键结构 

E.由 4 条相同的肽链组成的四肽链结构 

【答案】C 

 

24．B-1 细胞对碳水化合物抗原发生应答后，产生的抗体主要是__________ 

A.高亲和力 IgG 型抗体 

B.低亲和力 IgG 型抗体 

C.高亲和力 IgM 型抗体 

D.低亲和力 IgM 型抗体 

【答案】D 

 

25．关于 BCR 重链的基因重组，以下表述正确的是__________ 

A.发生于前 B 细胞 

B.先 V-J 重组，再 VJ-D 重组 

C.先 D-J 重组，再 V-DJ 重组 

D.重链的基因重组发生于轻链成功重组之后 

【答案】C 

 

26．发生宫腔内病毒感染时，新生儿血液中可出现高水平的：__________ 

A.IgG 

B.IgA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17 页 共 444 页 

 

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浙江中医药大学 621医学技术综合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医学免疫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A 型题 

1． 特异性细胞免疫的效应细胞是__________ 

A.Th1、Th2 

B.Th1、Ts 

C.Th1、CTL 

D.Th2、CTL 

E.Th2、Ts 

【答案】C 

 

2． 下列备选答案中，哪个是错误的__________ 

A.分子量最大的是 IgM 

B.血清含量最高的是 lgM 

C.个体发育中产生最早的是 IgM 

D.血清中含量最低的 Ig 是 IgE 

E.与抗原结合后激活补体能力最强的 Ig 是 IgM 

【答案】B 

 

3． Th 细胞在与 B 细胞的相互作用中，除提供 B 细胞活化的第二信号外，还__________ 

A.分泌细胞因子，促进 B 细胞分化增殖 

B.产生趋化因子，促进 B 细胞到过抗原局部 

C.表达黏附分子，导致体细胞高频突变 

D.直接作用于 B 细胞，导致 Ig 亲和力成熟 

【答案】A 

 

4． 阳性选择的意义是__________ 

A.DP 分化为 SP 

B.获得 MHC 限制性 

C.清除自身反应性 T 细胞 

D.A＋B 

【答案】D 

 

5． T 细胞不具有的生物学作用是__________ 

A.直接杀伤靶细胞 

B.参与抗病毒免疫应答 

C.介导 ADCC 效应 

D.诱导抗体的类别转换 

E.产生细胞因子调节免疫应答 

【答案】C 

 

二、X 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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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r 是__________ 

A.上世纪 90 年代发现 

B.人体内的 CD4
+CD25

+T 细胞 

C.是小鼠体内的 CD4
+CD25

+T 细胞 

D.经细胞－细胞直接接触，抑制 CD4
+T 细胞的免疫应答 

E.经细胞－细胞直接接触，抑制 CD8
+T 细胞的免疫应 

【答案】ABCDE 

 

7． 人成熟 NK 细胞的表面标志__________ 

A.TCR+ 

B.mIg- 

C.CD56+ 

D.CD16+ 

E.CD3+ 

【答案】BCD 

 

8． 下列哪些情况下可引起自身免疫病？__________ 

A.隐蔽抗原的释放 

B.经改变的自身抗原 

C.交叉抗原的存在 

D.超抗原 

E.决定基扩展 

【答案】ABCDE 

 

9． 下列关于抗原免疫原性的描述，正确的是__________ 

A.抗原对机体免疫系统来说必须是异物 

B.异物均是抗原 

C.抗原与机体的亲缘关系越远，免疫原性越强。 

D.只有化学结构与宿主自身成分不同的物质才具有免疫原性 

E.自身成分不具有免疫原性。 

【答案】AC 

 

10．介导 I 型超敏反应的预合成介质是__________ 

A.组胺 

B.激肽原酶 

C.缓激肽 

D.PGD2 

E.LTD4 

【答案】ABC 

 

三、填空题 

11．TI-1 抗原具有能与 BCR 结合的__________表位，又具有与丝裂原受体结合的__________成分。 

【答案】B 细胞；B 细胞丝裂原 

 

12．抗原加工和提呈的途径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答案】MHCⅠ类分子途径；MHCⅡ类分子途径；非经典的抗原提呈途径；脂类抗原的 CD1 提呈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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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 细胞活化后，在 Th 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和以及 Tfh 细胞

分泌的细胞因子__________等作用下，增殖、分化为浆细胞或记忆 B 细胞。 

【答案】IL4；IL5；IL10；IL21 

 

14．常用的免疫抑制性化学药物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答案】糖皮质激素；环磷酰胺；硫唑嘌呤 

 

15．B 细胞中枢耐受形成的机制有__________和__________。 

【答案】阴性选择/克隆清除；受体编辑 

 

四、名词解释 

16．抗原调变 

【答案】是指由于宿主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致使其表面抗原表位减少或丢失，从而避免杀伤，称抗

体调变（antigen modulation）。。 

 

17．模式识别受体（PRR） 

【答案】主要是指存在于固有免疫细胞表面的一类能够直接识别结合病原微生物或宿主凋亡细胞表面

某些共有特定分子结构的受体，也包括少数分泌型 PRR,如 C 反应蛋白和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膜型 PRR

是胚系基因直接编码（未经重排）的产物，较少多样性，主要包括甘露糖受体、清道夫受体和 Toll 样受体。 

 

18．抗原提呈 

【答案】表达于在 APC 表面的抗原肽-MHC 分子复合物被 T 细胞所识别，从而将抗原肽提呈给 T 细

胞，诱导 T 细胞活化的过程。 

 

19．T 细胞活化的双信号作用 

【答案】T 细胞活化需要有两个信号的刺激，即为 T 细胞活化的双信号作用。第一信号来自 T 细胞的

TCR 与抗原的特异性结合，即 T 细胞对抗原识别。第二信号来自协同刺激分子，即 APC 上的协同刺激分

子与 T 细胞表面的相应受体的相互作用。如无第二信号，抗原识别介导的第一信号非但不能有效激活特异

性 T 细胞，反而致 T 细胞无能。 

 

20．中枢耐受 

【答案】是指在胚胎期及出生后 T 与 B 细胞发育过程中，遇自身抗原所形成的耐受。 

 

五、简答题 

21．何谓佐剂?简述其作用机制和用途。 

【答案】预先或与抗原同时注入体内，可增强机体对该抗原的免疫应答或改变免疫应答类型的非特异

性免疫增强性物质，称为佐剂。 

佐剂作用的主要机制有：①改变抗原物理性状，延缓抗原的降解和排除，延长抗原在体内潴留时间；

②刺激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增强其对抗原的处理和提呈能力；③刺激淋巴细胞的增殖分化，从而增强和

扩大免疫应答的能力。 

佐剂的主要用途包括：①增强特异性免疫应答，用于预防接种及制备动物免疫血清；②作为非特异性

免疫增强剂，用于抗肿瘤与抗感染的辅助治疗。 

 

22．简述淋巴细胞的克隆选择。 

【答案】淋巴细胞的克隆选择是适应性免疫应答中免疫识别阶段中的核心问题。淋巴细胞在成熟过程

中，通过 BCR 和 TCR 基因的重排，获得了具有识别特异性抗原功能的 BCR 和 TCR。由于多样性的产生，

赋予了免疫系统中 B 细胞库和 T 细胞库能识别周围环境中几乎所有的抗原的能力。T 细胞克隆和 B 细胞克

隆识别抗原的能力是在机体免疫系统未遭遇抗原前预先形成的。当某一特定抗原进入机体只是选择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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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淋巴细胞克隆，使之活化、增殖，并分化为效应的淋巴细胞，从而产生适应性免疫应答。 

 

23．试述 SIgA 的分子结构组成、分布及主要免疫学功能。 

【答案】sIgA 由两个 IgA 单体和一个 J 链和一个分泌片，分布在黏膜分泌液、初乳、唾液、泪液中；

参与黏膜局部抗感染免疫，初乳中 sIgA 对婴儿有自然被动免疫作用。 

 

24．试述未成熟 DC 与成熟 DC 的特点。 

【答案】（1）未成熟 DC 的特点为：①表达模式识别受体，有效识别和摄取外源性抗原。②具有很

强的抗原加工能力。③低水平表达 MHCⅡ类分子、共刺激分子和黏附分子，提呈抗原和激发免疫应答能

力较弱。 

（2）成熟 DC 的特点为：①表面有许多树突样突起。②低表达模式识别受体，识别和摄取外源性抗

原能力弱。③抗原加工能力弱。④高水平表达 MHCⅡ类分子、共刺激分子和黏附分子，能有效提呈抗原

和激活 T 细胞。 

 

25．以 T 细胞活化为例，简述低带耐受和高带耐受形成的机制。 

【答案】T 细胞活化需要 APC 提呈抗原；B 细胞产生抗体，因大多数抗原是 TD-Ag，需要活化 T 细

胞辅助。以 T 细胞活化为例，APC 表面必须有 10~100 个相同的抗原肽-MHC 分子复合物，与相应数目的

TCR 结合后，才能使 T 细胞活化，低于此数目，不足以使 T 细胞活化，致低带耐受。抗原剂量太高，则

诱导应答细胞凋亡，或可能诱导调节性 T 细胞活化，以抑制免疫应答，呈现为特异负应答状态，致高带耐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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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医学免疫学 2010-2019 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第一篇、2019 年医学免疫学考研真题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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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江苏大学 862 医学免疫学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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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抗原的异物性可存在于__________之间、__________之间以及__________。
	12．高浓度TI-1抗原经__________受体与B细胞结呜拿屦诱导多克隆B细胞增殖和分化；低浓度的TI-1抗原经__________受体与B细胞结呜拿屦激活抗原特异性B细胞。
	13．依据CD4和CD8的表达｜暀穎萀呾욀�َ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屴个阶段。
	14．参与BCR基因重排的重组酶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
	15．B细胞在骨髓中的发育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四个阶段。
	16．人类MHC称为__________｜晑癿ᙸŎꝲ楹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7．免疫耐受形成的条件中｜晎㩏卖⁶獶葧屴__________、 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与抗原因素相关的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䤰�
	18．在五类Ig中｜晒ٛ傑콧Y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᭓쉎颁鱑䵵ꭶ葎㮉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9．抗体分子的基本结构是由两条相呜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豎⑧慶屦的__________通过链间__________连接聜晢ၶ葖�붔ﹾ퍧萰�
	20．固杜瑑䵵ꭾ욀�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当흏压왒앓齵ὲ榈梏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21．T细胞根据活化阶段不呜晒َ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22．可通过免疫抑制疗法治疗的疾病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䤰�
	23．最早接种人痘苗预防天花的国家是__________。
	24．IgG铰链区位于__________与__________之间的区域｜晑皈敏叿屢C1q｜瑾퍔屢点位于__________。
	25．免疫系统由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组成。
	26．专职APC主要指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27．在胸腺中T细胞的发育经历淋巴样祖细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成熟T细胞等阶段。
	28．APC加工外源性抗原的主要场所是__________和__________。
	29．机体的免疫应答可分为两种类型｜晎y쵹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另一种称__________。
	30．常见的人类呜晹쵟ɗ譢靓齧屴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
	31．TI-1抗原具杜璀﵎䈀䌀剾퍔屢的__________表位｜晓졑睧屴与丝裂原受体结呜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形ၒذ�
	32．Th与APC作用、Th与B细胞作用受MHC__________类分子限制；CTL与靶细胞作用受MHC__________类分子限制。
	33．CD28的配体是__________｜晎⒀ն鉏屵⡎ꝵ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彏�
	34．具杜瑰蹵읎쮍⡏屵⡶蒈敏卲䝫땧屴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补体攻膜复呜扲槿屢MAC｜瑶葾쑢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35．在Th0分化为Tfh细胞的过程中｜暗�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彾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彾욀�葶鉏屵⡓쩾욀�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葏屵⠰�
	36．初次应答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37．抗原抗体反应的影响因素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38．自身抗原的形成原因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
	39．阴性遜瑢텵躀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当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其意义是__________。
	40．抗原决定基根据被识别的淋巴细胞受体不呜晒َ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彑덛驗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彑덛驗侮�
	41．具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彠❔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彠❶葲榍⡎㩛豑桢靓鼰�
	42．B细胞中枢耐受形成的机制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3．常用的免疫抑制性化学药物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䤰�
	44．Ⅰ型超敏反应的特点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5．目前的新型疫苗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6．细胞因子中｜昀䤀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TNF是指__________｜昀䤀䘀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CSF是指__________。
	47．B细胞表达的共刺激分子主要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᭒䶀ն蒑䵏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后者的配体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8．在骨髓人分化成熟的淋巴细胞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9．重组激活酶可特异性识别并切除V｜戀䓿屴J基因片段两侧的__________；TdT的中文全称为__________｜晑癏屵⡦⼀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0．常用T细胞增殖试验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䥥륬헿᭞㡵⡾욀�튋햚豧屴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方法。
	51．B细胞活化的第二信号由__________细胞和__________细胞表面的多对共刺激分子相互作用产生｜晑癎ⵧ�춉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2．完全抗原具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⑹쵲祠✰�
	53．趋化因子根据靠近氨基端的半胱氨酸残基的个数以及排列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四个亚家族。
	54．人工被动免疫常用的制剂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䤰�
	55．细胞因子通过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方式发挥作用。
	56．抗ABO血型物质的天然抗体属于__________类Ig｜晟ᖍ睥끵ὑ㽮뚈䁶葢靏卜幎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彼笀䤀朰�
	57．HLA非经典Ⅰ类分子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8．人类的中枢免疫器官包括__________和__________｜晙ᙔ桑䵵ꭖ桛顓բ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䤰�
	59．作用于人B细胞的丝裂原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0．细胞因子主要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六大类。
	61．B细胞活化后｜晗⠀吀桾욀�ꝵὶ葾욀�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䥔豎쨀吀昀桾욀�٬챶葾욀�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䥏屵⡎屦增殖、分化为浆细胞或记忆B细胞。
	62．Ig重链基因重排发生于B细胞发育的__________阶段｜暏箔ﺑ쵣鉓텵踀䉾욀�톀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徖㙫따�
	63．中枢免疫器官中｜昀䉾욀�ٓᘰŢၱ齶著㩢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T细胞分化、成熟的场所是__________。
	64．CD1分子提呈的抗原为__________。
	65．BCR识别抗原对B细胞活化杜瑎⩶鉑玀呶葏屵⣿ᩑ癎f⼀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其二是__________。
	66．给B细胞活化提供共刺激信号主要的一对共刺激分子是B细胞表面的__________与T细胞表面的__________。
	67．作用于人T淋巴细胞的丝裂原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8．TAP分子的中文名称为__________｜晑癗節ꝏ䵧屴__________和__________｜昀吀䄀偶葒龀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9．参与Ⅳ型超敏反应的效应淋巴细胞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彾욀��
	70．HLA复呜扏华⵿ᙸž콑砡恼筒ٛ傔ﹶ著節ꝏ䵧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编码经典Ⅱ类分子的基因亚区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71．BCR的胚系基因结构中｜晎먀䤀最䢔﹗節ꑏ䵎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其编码Ig重链可变区的基因片段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ᮔ﹗節ꑏ䵎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链基因群位于__________｜晿ᙸƏ箔︀噓㩶著節䝫땧屴__________和__________。
	72．经体细胞高频突变后｜晎ꝵ靓齎뉔豒魎ൔ屦的B细胞克隆｜晓屴少数__________的B细胞克隆与__________细胞表面的抗原结呜拿屦得以继续存活。
	73．B细胞活化需要的双信号中｜晻ⱎO⼀䉾욀�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律왒⬀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徃띟響ᮋ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彑煔屦传递。
	74．CTL能特异性识别__________｜暏�屦杀伤靶细胞｜晑癧䁏⑧㩒㙎㮉腧屴两种：一是分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物质｜晶ꕧ䁏⒗百욀�豦⾐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徐ᑟ蒋ﲗ百욀�쭎ꄰ�
	75．PSMB的中文名称为__________｜暋節ᙸŎꝲ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葾쑢ၢၒَ䭎ÿ屦后者的功能是__________。
	76．细胞因子的主要生物学活性包括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个方面。
	77．疫苗的应用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78．C1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乜瑹춆쭶絾쑢ူ�
	79．补体经典途径的激活物主要是__________｜暋ᑟ葟扢ၶ萀䌀㖏汓ᚑ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80．Ia相关恒定链被降解后｜晾奛塗⠀䴀䠀䌡慼筒ٛ傀뵾퍔屢槽中的肽段为__________。
	81．BCR共受体的作用是增强__________信号｜暋煓흏华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屢抗原表面的C3d｜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彏ₐኋ�
	82．sIgA由二个IgA单体与__________和__________组成｜晎㮉腛塗⡎蹙ᙒ٬챭뉎ⷿ屦在局部黏膜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
	83．人造血干细胞的主要表面标志为__________和__________。
	84．不成熟B细胞表达的mIg为__________；成熟B细胞表达的mIg主要为__________和__________。
	85．干细胞移植为治疗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疾病的重要方法。
	86．B细胞根据是否表达__________分子分为B1细胞和B2细胞。
	87．T细胞表面分子CD4的配体是__________｜昀䌀䐀㡶蒑䵏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 CD2的配体是__________｜昀䰀䘀䄀ⴀㅶ蒑䵏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ICAM-1的配体是__________。
	88．生发中心的暗区主要细胞是__________｜暋욀�葑癲祰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往ﵒ魧腟㫿屦不表达__________。
	89．外周耐受的机制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90．补体旁路途径的激活物质是__________；__________类和__________类抗体与抗原结呜扟扢ၶ葑䵵ꭙൔ屢物可经经典途径激活补体。
	91．通过人工免疫使机体获得特异性免疫力的方法主要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⑼笰�
	92．活化的B细胞进入淋巴小结后增殖形成生发中心｜晞百콓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归ٓᙎ㩭䙾욀�ᚋ끟였䉾욀��
	93．Ⅱ型超敏反应中｜晢靏华ທ百욀�梗扶鑢靓齾퍔屢后｜暐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䦐ᑟ蓿屦杀伤靶细胞。
	94．对TI-2抗原发生应答的细胞主要是__________｜晎ꝵἀ䤀杶葼筒⭧屴__________。
	95．在注射__________时｜晙艧鲐䝒ぶ꺀ꑓ쵞钖㍠⟿屦可采用小剂量、短间隔、连续多次注射后再足量注射的方法｜晹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彬뭵霰�
	96．体细胞高频突变主要发生在生发中心的__________区的__________细胞。
	97．初次应答的抗体产生过程可依次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四个阶段。
	98．Igα/Igβ的主要功能为转导__________及参与__________。
	99．具杜璍譓ᙖ偏屵⡶蒈敏卲䝫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᭑睧屴调理作用的补体片段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00．抗原决定基在结构上分为两类｜晓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彑덛驗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彑덛驗侮�
	101．B细胞共受体由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分子组成｜晑癏屵⡦⼀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02．BCR多样性产生的机制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03．效应性T细胞主要包括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个亚群。
	104．B细胞的功能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05．免疫系统乜瑙❒龀ﵓբ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06．单独的TI-1抗原在体液免疫应答中｜晎ඍ덎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彟扢ူ�
	107．在异常情况下｜晑䵵ꮖ㉟ꅒ龀ﵟɞ㡓텵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免疫防御功能过低或缺如则可发生__________病｜晑䵵ꮁ㍒龀ﵟɞ㡦ፓ텵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彵엿᭑䵵ꭶ톉왒龀﵏乎텵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08．影响抗原免疫原性的因素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屴个方面。
	109．不呜晓톀늖㙫땶萀䉾욀�梏빎ൔ屦的分子｜晑癎嘀䉾욀�梏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前B细胞表达__________｜晧⩢ၱ鼀䉾욀�梏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成熟B细胞表达__________。
	110．HLA复呜扏协䵎蹎멻Ⰰ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펂牏卷싿屦__________类基因集中于远离着丝点一端｜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彼筗節왎ⵎ躏텷䁎ᵰ륎z�
	111．人类中枢免疫器官包括__________和__________。
	112．具杜琀䪔ﹾ퍧葶葑䵵ꭴΆ쭶絧屴__________和__________。
	113．调节性T细胞的表面标志为__________｜暋욀�㮉膐읎⑹쵥륟ྍᾌͣꝑ䵵ꭞ�
	【答案】其一是__________；其二是分泌细胞因子__________和__________｜晢酒㙑䵵ꭞ鑻吰�
	114．具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往屦无__________的物质称为半抗原。
	115．固杜瑑䵵ꭾ욀�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116．阳性遜瑢텵躀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其意义是__________和__________。
	117．再次应答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118．输血反应属于__________型超敏反应；血清病属于__________型超敏反应。
	119．五类Ig中｜暈䁮Ք⮑콧��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具杜琀䪔﹔豒٬챲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分子量最大的是__________｜暀﵎쭛ﰡ恗讍蕥体쵞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能通过胎盘的是__________。
	120．抗原加工和提呈的途径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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