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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运动原理》

内容概要

运动的问题是自然界的基本问题.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各种物理运动的规律.已经知道在宏观
世界中,物体的低速运动服从经典力学的规律;物体的高速运动服从狭义相对论规律;在微观世界中,物体
的运动服从量子力学规律.这些都是无生命的物体的运动.有生命的物体运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生命的
基本单位是细胞,在细胞世界中,物体的运动服从什么样的规律呢?本书的内容就是探讨这个重要的问题.
细胞是生物有机体的基本单位.在活细胞内部进行着复杂而有序的生命活动,其中有许多与细胞生命活
动密切相关的运动过程,如细胞膜内外的物质运输、细胞膜的上蛋白质的运动、细胞内部的物质转运、
细胞核内外的物质运输等等,这些运动过程对于细胞的代谢活动都至关重要,又如真核细胞的有丝分裂
是生命遗传的基本过程,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活细胞的生命活动过程是通过内部各种生物化学反应和各种物理运动,以及它们的相互耦联而实现的.
迄今为止,对活细胞内部的生物化学的反应现象和规律，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对活细胞内部的物
理运动的现象和规律却研究得很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本书在此基础上系统地
讨论活细胞内部的物理运动。
对生命活动的研究正日益向定量化的方向发展.在我们的工作中尝试用物理学的观点来讨论活细胞内部
的各种运动过程,引入一些参数来描述活细胞内运动的性质,并且讨论这些物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定量
公式.本书讨论的活细胞内部的物理运动,主要指亚细胞水平的各种运动过程,不涉及细胞的整体运动.
本书的各章内容如下:第一章讨论细胞内部的运动定律,第二章讨论细胞膜的特性和细胞膜中蛋白质的
运动,第三章讨论细胞骨架的特性和基于细胞骨架的细胞内部通讯.第四章和第五章将细胞内部运动定
律应用于讨论细胞内部各种具体的运动,其中第四章讨论细胞器运动、胞浆转动和细胞顶端生长，第五
章讨论真核细胞的有丝分裂，每六章讨论活细胞内部分子涨落及其导致的细胞内部运动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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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孝威，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脑与智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祖藉江苏太仓，1931年10月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前西溪的一个书香世家。少年时期的启蒙教师是他的
祖父，我国著名教育家、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校长14年的唐文治先生。1949年秋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毕业，考入北京清华大学。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先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北京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青海核工业部九院、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等单位工作。现为浙江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名誉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
20世纪50年代唐孝威进行了核探测器研究及π介子实验，他在实验上观察到卤素管坪中振荡的现象，
并观测低溴压卤素管输出信号延迟的现象。他还参加了我国铀矿的野外勘探。1956年至1959年在苏联
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电磁级联簇射的实验和质子吸收负π介子反应的实验，他参加的小组
率先研制成功可控制高压脉冲供电计数器。
60年代初他转到国防科研领域，进行在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中所需的核测试工作，以
及核探测器的研制工作。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他领导的研究室在我国青海核基地艰苦创业，在原子
弹中子点火、核试验近区测试和氢弹原理实验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确证中子点火技
术成功的第一人。在1966年突破氢弹技术时，他领导实验组在核试验现场进行测试，是判断并证实我
国氢弹原理成功的第一人。
70年代中他参加中国“一星”工作，在北京进行我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舱内空间辐射剂量的
测量，为我国卫星研制和应用提供了有实际价值的实验数据。
70年代末转到高能物理领域，他率领中国实验研究组，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进行高能物理
实验，参加了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马克杰组合作，进行高能正负电子对撞实验。他领导的中国组在实验
方案设计、实验仪器制造、仪器安装调整、实验数据获取、事例选择、数据分析等方面，完成了大量
的工作。1979年马克杰合作组在实验上发现传递强作用力的基本粒子——胶子，还精确测量e+ e-→
μ+ μ-反应的电荷不对称性，检验电弱统一理论。
80年代初起到90年代末，他领导实验组到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参加莱泼高能正负电子对
撞机上高能物理实验的国际合作，进行L3组合作实验，为L3组在实验上证实自然界存在三代中微子、
精确测量Z0粒子与W±粒子的质量和宽度、以及精确检验电弱统一理论作出了贡献。
80年代末起，他逐步转到生物学领域，开展物理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研究，他和合作者在实验上观测到
活细胞内胞质颗粒的拟布朗运动现象和花粉管顶端的跳跃式生长现象。90年代他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发展近场技术、研究生物大分子体系特征”的主持人。2001年他发表了《细胞运动原理
》一书，并探讨活细胞内部运动的定律，阐述活细胞内分子涨落的观念。
90年代初转到医学领域，开展物理学与医学的交叉研究，主要进行医学影像技术的研究，并应用于心
脏疾病与脑疾病的诊断。90年代他担任国家攀登计划项目“核医学和放射治疗中先进技术的基础研究
”的首席科学家。
90年代中开始进行脑科学的研究，他参加了“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项目中“脑高级功能
的机制”课题的研究。2002年他发表了《脑功能原理》一书，在脑的系统水平上探讨脑区激活与相互
作用的定律。
2001年起在浙江大学领导实验组，开展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中若干问题的研究
。并在浙江大学和同事们建立颗粒物质实验室，进行颗粒物质物理学的研究，推动我国交通流的理论
和实验研究，以及与一些自然灾害成因和防治有关的颗粒流运动规律的研究。他还指导研究生进行珠
心算的脑机制的实验研究。
2001年起他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中进行情绪、梦、意识等心理活动的研究。提出情绪的数学公式
；探讨感知与情绪的相关性；分析梦中脑内信息加工的特点，提出大统一心理学和认知整合理论。
多年来他积极推动我国脑功能成像的工作，他还为开拓我国医学物理学、分子影像学、神经信息学和
神经教育学等学科领域作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他本人及与合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0
多篇。学术专著（包括合著）有：《粒子物理实验方法》，《正负电子物理》，《细胞运动原理》，
《核医学和放射治疗技术》，《脑功能成像》，《脑功能原理》，《意识论——意识问题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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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梦的本质——兼评弗洛依德理论》，《统一框架下的心理学与认知理论》，《脑与心智》
，《心智的无意识活动》，《心智的定量研究》，《粒子·空间·细胞·大脑》，《物理·生理·心
理·病理》，《脑科学导论》，《分子影像学导论》，《认知科学导论》等。还著（包括合著）有《
正负电子对撞实验》，《同步辐射及其应用》，《探索自然的对话》，《医林奇葩》，《探寻反物质
的踪迹》、《分子影像与单分子检测技术》等书。还合译《狂热的追求》一书。（吕丰）
主要工作：
1.在国防基地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进行中子点火实验，原子弹爆
炸测试和氢弹原理实验。
2.我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舱内空间辐射剂量测量工作。
3.核探测器研究：包括卤素管、强流管、高压脉冲供电计数器、中子探测器、电磁量能器和铀强子量
能器等，还提出基于扫描探针显微技术的超高分辨率核径迹探测原理。
4.物理学多个领域的实验研究：包括非加速器粒子物理、相对论性原子核物理、团簇物理和等离子体
物理等实验。
5.领导中国组参加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马克杰组合作，该合作组在实验上发现传递强作用力的基
本粒子—胶子
6.领导实验组参加欧洲核子研究中心L3组合作，该合作组在实验上证实自然界存在三代中微子。
7.领导实验组参加阿尔法磁谱仪国际合作，在空间探寻反物质与暗物质。
8.物理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研究：测量细胞器运动，总结细胞内部运动定律，提出活细胞内分子涨落的
观念，研究有丝分裂的机制；还从事发展近场技术、研究生物大分子体系特征等。
9.物理学与医学的交叉研究：进行核医学影像技术研究，并应用于脑疾病的诊断。
10.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进行工作记忆的心理学实验以及感知、运动、语言的脑功能成像实验；
运用物理学观点在脑的系统水平上探讨脑功能原理；还提出统一框架下的心理学与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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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将细胞运动纳入物理定律，很难的，所以很欣赏作者的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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