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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阴阳学说与免疫应答 ,正邪学说与免疫功能 ,脏腑学说与免疫类型的相关性提出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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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即通常所指免除疫病(感染性疾病)及抵抗多

种疾病的发生。这种通俗认识作为有数千年历史的中

医学必定有其免疫学说(或思想),现代免疫学在免疫

学理论指导下已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 ,中医与西医是

基于不同理论所建立起来的两种学科体系 ,对同一生

命现象 ,由于认识方法的不同 ,表达方式往往相差甚

远 ,但它们的内涵意义却有相似之处。

1　阴阳学说与免疫应答

阴阳学说是中医的总纲“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

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 。中

医以阴阳学说阐明人体的组织结构 、生理功能和疾病

的发生发展规律 ,指出人是阴阳对立的统一整体“阴平

阳秘 ,精神乃治”“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 ,从而使五脏六

腑功能趋于正常 。现代免疫是指机体识别和排除抗原

性异物以维持自身的平衡和稳定的一种生理功能 。故

免疫也受阴阳平衡规律的调节和支配 ,在免疫应答中 ,

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之间 ,免疫细胞之间 ,免疫分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均体现阴阳平衡规律 ,例如:Th1细胞主

要介导细胞免疫和炎症反应 ,其分泌的关键性细胞因

子是 IFN-γ(γ干扰素),Th2细胞主要涉及 B细胞增殖 ,

抗体产生参与体液免疫 ,其分泌的关键性细胞因子是

IL-4(白细胞介素 4)。 IFNγ可下调 Th2细胞的增殖 ,从

而抑制体液免疫 , IL-4可下调Th1细胞的增殖 ,从而抑

制细胞免疫 ,二者发挥功能时相互拮抗 ,使免疫应答中

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处于生理平衡状态。抗原提呈

细胞激活T 细胞需要第二信号(激活信号)通过协同刺

激受体与其配体的结合来完成 。抗原提呈细胞表面的

B7配体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受体结合 ,传递 T 细胞

活化信号 ,若与 T细胞表面的 CTLA-4结合则提供 T细

胞抑制信号。二者相互拮抗 ,互为阴阳 ,使免疫应答维

持生理水平。免疫细胞激活信号转导依靠 ITAM(免疫

受体酪氨酸活化基序)磷酸化 ,蛋白酪氨酸激酶(PTK)

使 ITAM磷酸化 ,启动信号传递 ,而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PTP)使 ITAM 去磷酸化 ,终止信号传递。PTK 与 PTP

的作用相互拮抗 ,使胞内信号传递在分子水平处于平

衡状态。

2　正邪学说与免疫功能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正气存内 ,邪不

可干” ,中医把人体的机能活动及抵御各种有害因素作

用归之为“正气” ,它的含义很广 ,包括脏腑之气 ,经络

之气 ,营卫之气 ,先天之本的真气 ,后天吸入的宗气等。

把病因称之为“邪气” ,邪气有内邪 、外邪之分 ,体内衰

老 ,突变的细胞属内邪 ,病原体及外来抗原属外邪 。正

气能驱除外邪 、内邪维护人体健康。现代免疫的三大

功能是:免疫防御 ,免疫监视 ,免疫自稳 。防御功能指

防止外界病原体的入侵及清除已入侵的病原体和有害

的生物分子 ,与中医的正气抗外邪含义一致 。免疫监

视功能指清除机体内环境的突变细胞防止肿瘤发生 ,

与中医正气协调脏腑经络气血 ,不致形成痰积 、血瘀 ,

以免发生“积聚”(肿瘤)的作用相似 。免疫自稳指清除

体内衰老 、损伤和死亡细胞 ,与中医正气调节阴阳 ,消

除内邪 ,维持“阴平阳秘”作用类似 。

3　脏象学说与免疫类型

中医的五脏与西医相应脏器名称相同 ,但在生理

病理上含义都不相同 ,中医的一种脏器指的是多种生

理功能的综合 ,其中肾和脾包含的免疫信息较多。中

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 ,藏精气 ,主生长 、发育和生殖 ,主

骨生髓 ,主水 ,主纳气 ,与精 、神 、气血 、津有密切关系 ,

“久病者多肾虚” ;脾为后天之本 , 主运化 ,统血 ,主肌

肉 , “四季脾旺不受邪” , “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 。从中

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的思想来看 ,人体免疫力的来

源与获得无外乎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禀受于父母 ,藏于

胚胎之中 ,来源于生命之初 ,因遗传而获得 ,即现代免

疫的固有免疫(天然免疫 ,非特异性免疫)。一种是人

出生后靠脾胃受纳和运化水谷精微构建人体内环境的

过程中 ,与外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获得 ,即现代免疫

的适应性免疫(获得性免疫 ,特异性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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