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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理论与技术》

前言

　　21世纪是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是信息时代，那么21世纪上半叶，生命
科学将成为主宰。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与世界科技日益接轨，技术的竞争已呈现出其核心地位和作用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适应我国21世纪生物技术发展和需求，科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了这套融基础理论
和实践技术为一体、独具特色、主要面向一线科技人员的学术著作——《21世纪生物技术丛书》。本
套丛书共有八本，包括《组织细胞化学理论与技术》、《神经细胞培养理论与技术》、《蛋白质理论
与技术》、《分子杂交理论与技术》、《PCR理论与技术》、《基因克隆理论与技术》、《抗体理论
与技术》、《干细胞理论与技术》。自2005年3月本套丛书问世以来，即得到了广大生物技术科技工作
者的喜爱，2006年1月即进行了重印。本套丛书对满足日益扩大的研究生实践需求，以及我国21世纪生
物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生物技术发展迅速和需求日益扩大，本套丛书
于2009年再版。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主要对实验技术进行了全面增补和修订，新增内容20余章
。补充了神经形态示踪、肿瘤干细胞培养、神经干细胞移植、转基因干细胞构建、抗体封闭、细胞凋
亡染色、免疫荧光染色、蛋白质组和基因组等实用技术，并对各技术的相关实践经验进行了更全面的
总结。丛书从形态、细胞、分子生物学三个层面介绍了目前常用生物技术的基本理论、进展及其相关
技术与应用。从培养科学思维能力和科研工作能力的目标出发，以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目的，面向我
国日益增多的研究生和广大的一线科研人员。在编写方式和风格方面，力求强调基本概念和理论的阐
述，注重基本技术的实践，并提供了大量原版彩图及实验经验体会，使丛书更具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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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理论与技术》

内容概要

《抗体理论与技术》是《21世纪生物技术丛书》的一个分册。《抗体理论与技术(第2版)》于2005年出
版，2009年进行再版。随着当今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和需求的日益扩大，现予以再版。第二版在第一
版基础上主要增加了实验技术，从而使《抗体理论与技术(第2版)》更具可操作性。全书分上、下两篇
，共17章，是国内生物科学领域中一本较全、较新，全面阐述抗原、抗体基本理论与实验技术的学术
著作。上篇共10章，介绍了抗体的研究历史、现状与发展、抗原与抗原提呈、抗体的结构与功能、免
疫应答等基本理论；此外，还介绍了抗体制备的相关技术。下篇重点围绕抗原抗体反应，用7章例证
实验介绍了与抗原抗体相关的常用技术，包括免疫酶组织化学技术、免疫荧光化学技术、免疫印迹技
术、ELISA技术、抗体封闭技术等，从而使《抗体理论与技术(第2版)》更全面和更具可操作性。《抗
体理论与技术(第2版)》可供生物医学专业研究生、本科生以及从事与抗原抗体研究有关的科研人员阅
读和实验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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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理论与技术》

书籍目录

上篇 抗原、抗体及其制备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抗体研究的简史　　第二节 抗体研究的现状与发
展趋势　第二章 抗原与抗原提呈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抗原提呈细胞　　第三节 抗原提呈　第
三章 抗体的结构与功能　　第一节 抗体的分子结构　　第二节 抗体的生物合成　　第三节 抗体分子
的基因结构和重排　　第四节 抗体的生物学活性和特性　第四章 免疫应答与调节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　　第三节 B细胞介导的体液免疫　　第四节 免疫调节 　第五章 抗原
的制备技术　　第一节 抗原的制备　　第二节 载体蛋白的选择与连接　　第三节 佐剂的制备与应用
　第六章 多克隆抗体　　第一节 动物选择　　第二节 抗原的剂量与免疫途径　　第三节 免疫程序　
　第四节 抗血清的效价测定与保存　第七章 单克隆抗体　　第一节 产生的历史与原理　　第二节 杂
交瘤细胞系的建立和检定　　第三节 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第四节 抗独特型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第
八章 基因工程抗体　　第一节 嵌合抗体　　第二节 改型抗体　　第三节 噬菌体抗体库技术　　第四
节 核糖体展示技术　第九章 转人Ig基因鼠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酵母人工染色体技术　　第三
节 基因敲除技术　　第四节 含人Ig转基因小鼠的构建　第十章 抗体的表达　　第一节 概述　　第二
节 原核表达系统　　第三节 真核表达系统　　第四节 动植物表达系统下篇 抗原．抗体反应相关的实
验技术　第十一章 抗原-抗体反应中的免疫组织化学实验技术　第十二章 抗原-抗体反应中的抗体特异
性　　第一节 蛋白质的免疫特异性　　第二节 抗体的特异性及对免疫组织化学实验的影响　　第三
节 鉴定抗体特异性的试验　　第四节 订购抗体时的注意事项　第十三章 抗原一抗体反应中的免疫酶
组化学技术——大鼠脊髓内NTF及其受体的定位　　第一节 实验原理　　第二节 实验所需设备、试剂
及其配制　　第三节 实验步骤　　第四节 实验结果　　第五节 结果分析与实验体会　第十四章 抗原-
抗体反应中的免疫荧光化学技术——大鼠脊髓神经元与星形胶质细胞标记　　第一节 实验原理　　第
二节 实验所需设备、试剂及其配制　　第三节 实验步骤　　第四节 实验结果　　第五节 实验体会　
⋯⋯  第十五章 免疫印迹技术在检测脊髓TGF-β1中的应用  第十六章 抗原－抗体反应中的ELISA技术  
第十七章 抗体封闭技术在探讨脊髓内源性BDNF使用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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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理论与技术》

章节摘录

　　第二节抗体的生物合成　　抗体分子的生物合成遵循蛋白质生物合成的一般规律，但也有其自身
的特点。在抗体的合成过程中，必须先有抗原的刺激和抗原提呈细胞、T细胞、B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
的相互作用。通过抗原选择相应的B细胞克隆，使之活化、增殖，最终分化为浆细胞，合成和分泌抗
体。　　一、产生抗体的组织细胞　　抗体主要由脾脏、淋巴结和其他淋巴组织内的浆细胞分泌产生
。在电镜下，可见浆细胞具有腺体分泌细胞的结构特点，其胞质丰富，有较大的线粒体，高度发育的
、丰富的粗面内质网及发育较好的高尔基体。浆细胞越成熟，内质网越多，高尔基体也越发达。线粒
体由两层膜组成，膜间有数目不等的间隔，含有代谢酶系统，其主要功能是参与细胞氧化过程以及蛋
白质的合成。粗面内质网是合成蛋白质的主要场所，已合成的抗体储存在内质网的囊腔内。当抗体充
满囊腔时，可使细胞质由原来的嗜碱性变为嗜酸性，呈不均匀状态，此即Russell小体。浆细胞的高尔
基体为一双层性的管状结构，膜上无颗粒，具有浓集和排出抗体的功能。　　二、抗体的生物合成　
　控制蛋白质合成的遗传信息是以DNA碱基顺序的形式储存在染色质上，通过基因转录产生mRNA，
后者转到核糖体上，把许多核糖体连接成多聚核糖体，构成蛋白质合成的功能单位。各氨基酸被相应
的rRNA携带到核糖体上，按照mRNA荷载的密码顺序，依次连接在一起，形成多肽链。轻链和重链分
别在190—200S（小核糖体）和270～300S（大核糖体）上形成，故大、小核糖体是重链和轻链的合成
场所。重链和轻链在核糖体上分别合成后，便进行装配。轻、重链的合成处于平衡状态，从而保证两
者按比例地结合成完整的Ig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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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理论与技术》

精彩短评

1、老师要求的教学用书,写书的真是牛人.很好
2、书本身很好，不过包装质量一般了
3、内容不太适合需求。
4、好评!
5、书本内容不错，是一本很基础的书
6、还行吧，偶尔看看还可以，但对工作来说，帮助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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