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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药学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免疫学检验技术(供医学
检验卫生检验药品质量检验食品检验及相关专业使用)》包含“免疫学检验必备知识”和“免疫检验技
术与临床”两项目，共十五项任务。本着“经典、前沿、实用，课承与考证融合、学习与岗位结合，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借鉴了其他相关教材的成功经验，围绕临床免疫检验常规工作，在编排方
面进行了尝试。
《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药学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免疫学检验技术(供医学
检验卫生检验药品质量检验食品检验及相关专业使用)》主要特点是：各章按照“共用”的必备基础知
识、“特用”的专业知识、“应用”的实践技能的思路逐一进行编写，并牢牢把握教材的定位即使用
对象（学生）、服务对象（专业）、作用对象（岗位）的定位；重点阐述与免疫检验岗位相关的基本
理论知识及其技能应用，将免疫学与临床医学、常规检验、质量检验等方面融合，结合就业岗位的基
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技能要求编排各章节，使知识与应用相结合，专业技能与相关技能鉴定相结
合，学习与就业发展相结合，立求重点突出、兼顾全面、循序渐进、除旧布新，易读可读，从而体现
《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药学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免疫学检验技术(供医学
检验卫生检验药品质量检验食品检验及相关专业使用)》为职业服务的功能性；坚持质量优先，题材上
涵盖检验技术与案例应用；内容上强调选材的先进性、方法的可操作性，使读者明了，起到实践指导
作用；每项任务后附学习重点提示，对知识要点进行点拨、归纳，帮助理解；为方便师生及时获取本
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及信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拓展思维空间，同时使学生了解学习本课程的意义
和用途，书后提供了免疫学及相关知识学习网站；为了增强学生对本课程的热爱，提高学习信心，《
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药学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免疫学检验技术(供医学检
验卫生检验药品质量检验食品检验及相关专业使用)》后附录了免疫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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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接凝集技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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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凝集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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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箭免疫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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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酶标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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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酶免疫测定技术
四、酶免疫组织化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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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十四 器官移植及其免疫检测
单元一 器官移植及排斥反应
一、器官移植
二、移植排斥反应
单元二 组织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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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甘晓玲、郑风英主编的《免疫学检验技术》是根据教育部有关高等职业教育的精神和临床检验行业人
才需求而组织编写的。本书在编写中坚持理论知识“必要、实用”的原则，结合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
和人才培养目标，针对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技能要求，认真遴选教材内容，精心设计编
排，突出知识的应用性，以满足“岗位需要、就业需要、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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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喜欢，符合我大学教材所需。
2、就是买了才知道好或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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