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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免疫是指机体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区分自身与人体外源性物质，并通过免疫应答方式排除抗原性外来

物，以维持机体生理平衡的功能。医学免疫疾病主要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反应和免疫缺陷病等，

其发病原因主要受遗传、环境、免疫调节、激素水平变化等因素影响。医学免疫研究主要针对人体免疫

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免疫机制、免疫学诊断等开展研究。为了治疗和减轻患者的病情，临床已经

积累了一些治疗方法和手段，取得了积极的疗效。本文针对免疫疾病的产生、分类和治疗方式展开了文

献综述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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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immunity refers to the function that the body’s immune system can recognize and distin-
guish between itself and exogenous substances in the human body, and eliminate antigenic foreign 
substances through immune response to maintain the physiological balance of the body. Medical 
immune diseases mainly include autoimmune diseases, allergic reactions and immune deficiency 
diseases, the causes of which are mainly affected by genetic, environmental, immune regulation, 
hormone level changes and other factors. Medical immunity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mpo-
sition, structure, immune mechanism and immunological diagnosis of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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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treat and alleviate the condition of patients, clinical has accumulated a number of treat-
ment methods and means, and achieved positive effects. In this paper, a literature review is con-
ducted on the gener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immu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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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免疫疾病是指机体的免疫系统异常激活，对自身细胞或器官产生攻击和损伤的一类疾病。这些疾病

的发生通常是由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免疫系统紊乱，可能包括 T 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

过度活化，或者 B 细胞产生自身抗体等情况。免疫疾病的典型症状包括疲劳、发热、关节肿胀和疼痛、

皮疹等。不同类型的免疫疾病还会有各自特有的症状，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可能出现肾脏损害、血液学

异常等现象；类风湿性关节炎则以慢性关节炎为主要特征。免疫疾病的病因通常较为复杂，这给临床诊

断和治疗带来了困难，如何在早期准确诊断及介入治疗是很大的挑战。 

2. 药物与治疗研究 

调节性 T 细胞 Treg 在免疫系统中常常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免疫抑制、维持免疫耐受、调节炎症、

肿瘤免疫、移植免疫。Zhi X Y [1]研究了调节性 T 细胞 Treg 在皮肤中具有特征性免疫效应，包括调控组

织损伤修复、参与毛囊生长周期循环、诱导适当的免疫平衡等。Treg 作为具有负性调节功能的 T 淋巴细

胞亚群，对维持不同组织免疫动态平衡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者们就 Treg 在皮肤中的分类与特性、分布

特点、迁移途径、免疫效应以及与创面愈合的关系进行综述，旨在深化对皮肤 T 淋巴细胞亚群免疫学效

应及其调控途径的新认识。 
雷公藤是传统中药，具有很好的医疗作用，比如：抗炎、杀菌、免疫调节、抗肿瘤等。Song C [2]系

统总结了雷公藤对于医学免疫相关炎性疾病在临床中的应用情况，以及雷公藤独特的抗炎和免疫调节机

制，最后还论述了雷公藤减毒增效的方法和举措，旨在更好地帮助临床医生及科研工作者理解雷公藤的

生物特性及作用机制，为临床应用及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Wang Y X [3]基于 Pae 起效慢、生物利用度低，限制了其临床应用，便开发了 Pae 衍生的芍药苷-6’-

o-苯磺酸盐(CP-25)，其生物利用度和疗效均优于 Pae。总结了 CP-25 对炎症和免疫相关细胞的调控作用，

阐明了 CP-25 的可能机制，并分析了 CP-25 在炎症和免疫性疾病以及其潜在靶点 g 蛋白偶联受体激酶 2 
(GRK2)相关疾病中的治疗前景，为抗炎免疫药物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Kumar K N [4]在体外和体内研究中发现，炎症依赖性的 Arid5a 表达增加介导了与免疫调节和细胞稳

态相关的转录和转录后调节效应。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抑制 Arid5a 可增加多个过程，如预防感染性休克、

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急性肺损伤、侵袭和转移、免疫逃逸、上皮–间质转化以及 M1 型肿瘤相

关巨噬细胞(TAM)向 M2 型 TAM 的转化。此外，Arid5a 控制小鼠的脂肪生成和肥胖，以维持代谢稳态。

总之，最近的进展表明 Arid5a 在健康和疾病中表现出多方面的作用，既有益又有害，并提示 Arid5a 作为

潜在的治疗靶点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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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焦亡是一种规律性细胞坏死，与细胞凋亡不同，病毒、细胞和真菌均可引发细胞焦亡。Liang F 
Q [5]研究发现炎症可以激活 Caspase-1，而 Caspase-1 促进 gasdermin D (GSDMD)的 N 端生成切割产物，

具体焦亡途径有典型和非典型两种。细胞焦亡不仅在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炎症免疫疾病中也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王肖艳[6]发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作为一种常见的以进行性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呼吸系统疾病，

不仅发病率逐年增高，且致残率和致死率居高不下，为患者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而研究显示，COPD 与

自身免疫功能的紊乱息息相关，且中医药通过介导免疫应答来干预 COPD 的疾病进程也被实验研究证实。 
刘颖[7]发现中医药与免疫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肺开窍于鼻”、“肺与大肠相表里”、“培

土生金”和“正气卫外”等从中医药理论角度开展分析，其与呼吸道黏膜免疫具有显著的联系，并以此

为基础论述固本止咳中药对呼吸道黏膜免疫功能的改善机制，为阐述中医药防治 COPD 的作用机制开辟

了新思路。 
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在绝大多数时候能够识别自身细胞并忽略，因而不会产生抗体。但是，疾病等

因素会导致自身免疫系统无法正确识别自身细胞，将其当作外来物，因而产生抗体。何娅[8]详细讨论了

ANA、类风湿因子、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抗磷脂抗体等常见自身抗体的引发机制及临床检测应用。

还讨论了一些不常见的自身抗体，例如：抗神经元抗体、甲状腺抗体等。最后指出了自身抗体的临床检

测方法及临床应用的价值。 
陈靖媛[9]根据近期研究发现，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参与了变应性疾病的发展过程。其中，

支配粘膜组织的胆碱能神经元在受到过敏源刺激时能产生神经调节肽 U，经过一系列接触转化，最终能

够作为新方案治疗支气管哮喘。深入了解神经免疫在变应性疾病中的作用，可为变应性疾病的治疗提供

指导。 
张俊凤[10]研究发现 IL-35 不仅由调节性 T (Treg)细胞分泌，还由其他多种免疫细胞分泌，同时研究

表明，IL-35 在多种免疫相关性疾病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其中包括通过抑制 Thl7 型细胞分化和促进

Treg 细胞增殖来发挥免疫抑制功能。因此，他们综述总结了 IL-35 的结构和目前在多种疾病中的生物学

功能，讨论了 IL-35 在不同细胞中所用的受体不同，同时探讨了 IL-35 在多种免疫相关性疾病中产生的机

制及调控免疫反应的功能研究。 
赵正[11]总结了表面活性蛋白 A (SP-A)的特异性结合受体、肺泡外组织分布及其在不同疾病中发挥

的免疫调节作用。SP-A 是构成肺表面活性物质的重要蛋白成分，在维持肺部组织的内环境稳态和调节机

体的免疫防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杨占菊[12]发现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对肿瘤患者有良好的疗效，成为继手术、放

疗和化疗后治疗恶性肿瘤的新模式。所以他们研究针对小分子抑制剂、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抗

体药物偶联物以及细胞免疫治疗这五类肿瘤免疫治疗进行了综述。 
周敬彩[13]了解了环状 RNA (circularRNA, circRNA)是形成共价闭合环的非编码 RAN，在转录水平和

转录后水平对基因的表达调控起重要作用，circRNA 具有稳定性、高度保守性和组织发育特异性等特点，

发现，circRNA 在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Autoimmune disease, AID)中存在差异表达，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

通过分析差异表达的 circRNA，可帮助进一步了解 AID 发病的分子机制，为疾病的诊疗提供新思路。 
张林丽[14]分析了大量文献数据发现，细胞因子广泛参与人体生命活动，例如细胞间相互作用、造血、

免疫调节、干扰其它病毒的复制和感染、促使肿瘤细胞坏死等等。细胞因子通过结合相应的受体，调节

各种细胞的生长、分化和功能，调控免疫应答，参与生物体的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应答进程，在炎症

免疫性疾病，如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鼻炎、肠炎等疾病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5.1541254


李青 
 

 

DOI: 10.12677/acm.2025.1541254 2891 临床医学进展 
 

任禹珂[15]研究发现多种 miRNAs 的异常表达有可能成为这类疾病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或临床治

疗的靶标。因此对 miRNAs 的生物学特点以及 miRNAs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徐莉[16]就细胞炎症小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炎症小体是胞质内模式识别受体

组装的多蛋白复合体，由受体蛋白、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SC)和 Pro-caspase-1 组成。在细胞应对外界危

险信号时，炎症小体聚合成高分子量多蛋白复合体，作为 Caspase-1 的激活平台，调控白细胞介素(IL)-1β
和 IL-18 等促炎性细胞因子的成熟与释放，参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 

刘春新[17]发现近年来免疫吸附在治疗多种神经系统疾病方面均显示出良好的效果，被认为是血浆

置换的替代方法。与血浆置换需要用血制品作为替换液体不同，免疫吸附是一种以生物亲和力或物理化

学结合力为作用机制、不需要替换液体的血液净化技术。由于 NMOSD 致病抗体和免疫吸附清除抗体的

作用均已明确，因此免疫吸附在临床上已用于 NMOSD 急性期治疗。 
胡玉玺[18]发现随着近年对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出现了一系列作用于靶向细胞因子或细胞表面受

体的以改善病情为主的生物药物。药物种类也从小分子发展到单克隆抗体再到融合蛋白等，从而加速了

抗风湿免疫药物更加有效安全地被用于临床治疗。分析了非甾体抗炎药、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以改善病

情为主的抗风湿药的临床使用情况，为发现更加低毒有效地治疗风湿免疫疾病药物提供了途径。 
刘威[19]发现骨钙素除了发挥骨骼生长与代谢的作用外，还具有体内免疫调控作用，不仅参与了骨相

关疾病的发生发展，可能也参与了风湿免疫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

膝骨关节炎、痛风等风湿免疫疾病有一定内在联系，但目前具体的机制尚未明确。未来，可将骨钙素与

风湿免疫疾病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可能对风湿免疫疾病的早期评估与治疗指导有一定积极意义。 
陈其艳[20]分析文献发现，大黄作为中药应用广泛，具有抗菌、抗炎、泻下、保肝、抗肿瘤、免疫调

节等作用。大黄不但可以治疗动脉粥样硬化，还可以对巨噬细胞起到响应作用而产生抗菌抗炎的治疗作

用，还能上调 p53 的表达作用而有益于人体健康。 
李源[21]研究白细胞介素-33 (Interleukin-33, IL-33)/ST2 信号在 Treg 生物学中的作用对免疫性疾病治

疗具有重要意义。该文讨论 IL-33/ST2 信号对 Treg 的不同影响，以期为肿瘤、炎症和自身免疫病的诊疗

提供参考。 
人参能够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提高人的免疫力，还具有抗衰老作用，具

有抗菌抗炎作用。王超楠[22]分别从提高免疫能力、抗肿瘤方面、治疗重症肌无力等方面开展讨论。同时

指出人参及复方可以抑制免疫过度应答引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临床中对重症肌无力等疾病具有较好

疗效。 
曹星星[23]分析文献发现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sIgA)是黏膜含量最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亚型，参与组成

肠道黏膜免疫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发挥免疫功能而阻止微生物的破坏作用，从而防止全身感染。在体液

免疫中起中和毒素、免疫清除和屏障的作用。在人类和动物肠道中，sIgA 不仅可以调控肠道菌群定植和

生长，还可以通过改变其自身对肠道菌群的免疫应答反应影响炎性肠病、多发性硬化症、I 型糖尿病等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 
朱慧铭[24]发现免疫蛋白酶体比标准蛋白酶体对免疫反应的调节作用更强，可更快地加工提呈抗原，

调节炎症因子分泌、Th 细胞增殖分化，维持细胞蛋白稳态。免疫蛋白酶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心

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是一把双刃剑，适时适量的产生有利于

保护机体，而过度诱导合成则会危害机体。 
李红岩[25]发现辅助性 T 细胞(Th 细胞)17 是一种新型的 CD4+T 细胞亚群，与 Th1 和 Th2 细胞不同，

其具有独立的分化和调节机制。Th17 细胞分泌的白细胞介素-17、白细胞介素-6 和肿瘤坏死因子-α 等细

胞因子可介导炎症和感染的发生，在机体促炎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Th17 细胞还可特异性表达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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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酸相关孤儿受体 γt (RORγt)等核转录因子，在免疫抑制中发挥重要作用。Th17 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

子与 RORγt 共同参与机体的炎症反应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AID)的发生发展过程。随着对 Th17 细胞亚群

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展对 AID 发病机制的认识，可以为 AID 的精准治疗和有效预防提供依据。 
汪娟[26]发现白芍总苷作为辅助治疗药物，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

脊柱炎、免疫相关性复发性流产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均有一定疗效。此外，应用白芍总苷治疗还可减少药

物不良反应、降低疾病复发率、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高晶月[27]发现细胞焦亡在风湿免疫类疾病的发病机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如类风湿关节炎和系统

性红斑狼疮等。该文就细胞焦亡在风湿免疫类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进行综述，为阐明风湿免疫类疾病

的发病机制提供新的视角，也为风湿免疫类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可能靶点。 
朱桂启[28]总结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相关的抗炎、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进展，揭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

物通过调节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释放发挥对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作用。 
徐亚栋[29]论述了石墨烯量子点(Graphene Quantum Dots, GQDs)的生物相容性，然后对 GQDs 抗氧化

性以及免疫调控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介绍，最后表达了对其作为药物治疗炎性疾病的可能性的期望。 
汤迎凯[30]研究结果表明芍药苷免疫调节作用与多种机制相关，它通过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减少炎

症介质的产生，并改善异常信号通路，芍药苷还可以通过抑制异常激活的细胞亚群和调节细胞亚群平衡

免疫细胞亚群，因此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中，芍药苷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宋腾[31]总结了紫草素在免疫相关性疾病中的免疫调控作用及机制，紫草素作用机制错综复杂，可以

通过调节多条信号通路及多种炎症细胞因子的表达发挥免疫调控作用。 
杨扬[32]回顾近年来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进展，及益生菌干预策略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应用现

状，对其进一步应用前景予以展望。 
王一茜[33]发现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作为中性粒细胞所释放出的一种网状组织，在炎症反应

中充当先天防御宿主的角色，能够诱导捕获并杀灭微生物；NETs 可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具有双向免疫

调节作用。NETs 生成过剩或机体清除减少可导致系统性红斑狼疮、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

及川崎病等免疫性疾病。 
卢宪良[34]对乌帕替尼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相关研究展开论述，以期为后续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乌帕替尼是 Janus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中最新的选择性抑制剂，对 Janus 酪氨酸激酶 1 具有高选择性，在不

同疾病领域中均有相关研究。 
郑泽民[35]论述了肽基精氨酸脱亚胺酶 2 (Peptidylarginine Deiminases 2, PADI2)的功能及其在自身免

疫性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 ADs)的作用，以期为揭示 ADs 的发病机制，以及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新

的靶点和策略。 

3. 小结和展望 

医学免疫疾病是当代医学领域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复杂范畴。通过对免疫疾病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深

刻认识到其多方面的特性。在病因方面，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为免疫疾病的发生奠定

基础。临床诊断上，免疫疾病形式多样，既可单独攻击一个器官，也可以同时破坏多个器官与相连组织，

如关节和肾脏，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增加了挑战。在治疗上，虽已存在多种方法，包括免疫抑制剂的使用、

生物制剂等，但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可能带来不良反应。此外，免疫疾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

响巨大，患者的依从性也是影响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总之，针对免疫疾病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随着

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免疫疾病的治疗预期将越来越精准有效，可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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