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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統功能多
人體的免疫系統由骨髓、

胸腺、脾臟、淋巴結、扁桃體
等不同器官組成，它有以下三
大功能：

保護──免疫系統可防止外
來的污染物、細菌、病毒，甚至
癌細胞入侵身體而引起疾病。

清除──免疫系統中的吞噬
牉胞（包括巨噬牉胞、樹突狀細
胞、肥大細胞、嗜酸性粒細胞、
嗜鹼性粒細胞等）會在體內不停
巡邏，當發現可以引致疾病的
「入侵者」（或稱之為病原體）便
會將之吞噬：吞噬細胞還可釋放
細胞因子，這些因子會吸引更多
吞噬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到場抵
禦「入侵者」及刺激殺傷性T淋
巴細胞，使它們能將「入侵者」
殺死。此外，巨噬細胞和樹突狀
細胞會將吞噬後的病原體轉化成
抗原，再將抗原提呈給T和B淋巴
細胞。之後，輔助性T細胞和B淋
巴細胞會合作，後者在接觸到抗
原後會產生抗體，立刻將帶有相

同抗原的「入侵者」消滅，或當
帶有相同抗原的「入侵者」再次
入侵身體，這些細胞就會鎖定目
標並將之消滅。

記憶──當接觸過病原體的
T淋巴細胞和B淋巴細胞複製，其
「後代」會成為記憶T細胞和記憶
B細胞，這些細胞對特定的病原
體有記憶，若再次探測到類似物
質便會產生免疫反應作抵禦。注
射疫苗就是利用了免疫系統的記
憶功能，將微量的病毒抗原注射
到體內，刺激免疫細胞產生記
憶，當病毒再次來襲時，記憶細
胞便會產生抗體作出反擊。

兒童免疫力較弱
運作正常的免疫系統有助人

體免受疾病的侵襲，但一些先天
性因素或後天原因都會影響免疫
系統，令免疫細胞變弱或系統失
衡，保護網便有可能被攻破。

兒童（尤其是嬰幼兒）的身
體因為正處於發育階段，其免疫
系統未發展成熟，故較容易受細

菌、病毒感染。有些病原體成人
接觸了會沒事，但兒童感染了卻
會病倒。此外，小朋友喜歡探索
新事物，經常會觸摸不同的物
件，甚至將之放入口中，因而增
加了受感染的機會。

在幼稚園和小學，學童間常
有密切的接觸，若當中有人感染
病症，容易引起大規模爆發。上
呼吸道感染如感冒、由肺炎鏈球
菌引起的肺部感染、EV71型腸病
毒、由柯薩奇病毒（Coxsackie
virus）引起的手足口病等，都是
本港學童常見的傳染病。

過分衛生弄巧反拙
要預防小朋友感染上述疾

病，家長應教導孩子注意個人衛
生，飯前和如廁後必須洗手，以
及不要跟人共用個人物品。保持
環境清潔也能減低兒童受感染的
機會，但環境過分清潔卻有可能
弄巧反拙。

部分家長過分保護孩子，
整天消毒家居之餘，又會盡量
減少帶孩子外出和接觸室外的
物件。其實這樣做對兒童免疫
系統的發展未必有好處，如果
環境太乾淨，免疫系統一直無
接觸過可以引致疾病的病原
體，若孩子長大後接觸到大量
相同的病原體，免疫系統可能

不懂得作出防禦，即使只是一些
普通的病菌也抵禦不了。

壓力削弱免疫力
成年人的免疫系統發展成

熟，免疫力亦理應達至顛峰，不
過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卻會令免
疫力減弱。舉例說，吸煙會導致
血管痙攣，呼吸道黏膜因為血液
供應減少而影響到養分的供應，
因而降低其抗病能力，令人更容
易出現呼吸道感染。而工作過勞
和缺乏休息同樣會影響細胞的供
氧量，削弱免疫能力。多項研究
均發現，壓力與免疫力成反比關
係，壓力愈大免疫力就愈差，主
要原因是壓力會影響荷爾蒙水
平，也會導致免疫系統失衡。

自身免疫系統失調的病有不
少，例如紅斑狼瘡症。該症患者
以青年及中年女性居多，女性患
者的數目是男性的8至11倍。研
究顯示，紅斑狼瘡症的成因包括
遺傳基因及女性血清內某些蛋白
質的含量較高，而這些蛋白質會
刺激免疫系統而引致發病。該症

的嚴重程度不
一，現時仍未
有根治方法，

病人只能以藥物控制病情。

長者易有皮膚感染
隨 年齡的增長，免疫系統

會逐漸退化，長者因而較容易受
感染，皮膚感染是最常見的問題
之一。

皮膚是保護身體的重要器
官，但不少長者的皮膚都會變薄
和變乾，容易出疹、發炎或皮下
出血，部分從無敏感症紀錄的長
者更會出現皮膚敏感，這些問題
都與免疫系統退化有關。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有助增
強免疫力：除了保持均衡飲食
外，可多攝取維他命A、B1、
B2、C和E，以及微量元素鋅，
長者尤其需要注意營養的攝取；
研究證實靈芝可防止細胞衰老，
促進新陳代謝，有增強免疫力的
功效；適量運動也不可少，宜每
周做三次帶氧運動、避免工作過
勞和壓力過大；由於長者容易有
皮膚問題，故要經常保持皮膚清
潔，並可多塗潤膚露為皮膚保
濕。另外，他們最好避免進食容
易導致過敏的食物，
以免皮膚出紅疹。

生活在人煙稠密的香港，經常會接觸到不同的污染物、
病毒和細菌，若自身的免疫力弱，便容易被疾病入侵。
免疫系統肩負起保護身體的重任，雖然其抗病力強，但
也不是無堅不摧，如果我們不善待它，多堅固的圍牆也
有倒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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