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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细胞生物学》

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医学细胞生物学》集成和升华精品课程建设、国家级临床医学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等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研究的新成果，将细胞生物学与医学知识有机地融合在
一起，在叙述理论的同时注重引入临床病例分析作为延伸，进一步解释与人类疾病密切相关的分子细
胞生物学过程。插入相应的临床相关知识，是本教材主要特色之一。按照“简明精练、好教易学、注
重实践、特色鲜明、新颖实用，质量一流”的总体要求，严格把握内容深浅度，并适度反映细胞生物
学领域的新知识、新成就。 
本教材共15章，包括绪论，细胞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细胞膜与细胞表面，细胞连接、细胞黏附和细胞
外基质，小分子物质的跨膜运输，胞质溶胶、蛋白酶体和核糖体，细胞内膜系统与囊泡运输，线粒体
，细胞骨架，细胞核，细胞通信与信号转导，细胞增殖与细胞周期，细胞分化，细胞衰老与细胞死亡
，干细胞与癌细胞。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医学细胞生物学》可作为医学院校各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也可作
为师范、农学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以及教师、临床医师获得细胞生物学系统知识的有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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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细胞生物学》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细胞生物学概述 一、细胞生物学及其研究内容 二、细胞生物学发展简史 第二
节医学细胞生物学概述 一、医学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二、医学细胞生物学在现代医学教育中
的地位 第三节细胞生物学的主要研究技术与方法 一、显微镜技术 二、细胞化学技术和分析细胞学技
术 三、细胞培养与细胞显微操作技术 四、分子细胞遗传学技术 复习题 第二章细胞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第一节细胞的分子基础 一、细胞的小分子物质 二、细胞的大分子物质 第二节细胞的起源 一、由无机
小分子演变为有机小分子物质 二、由有机小分子演变为生物大分子物质 三、由生物大分子演变为原
始细胞 第三节细胞的基本概念 一、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二、细胞的基本共性 第四节原核细胞
、古核细胞和真核细胞 一、原核细胞 二、古核细胞 三、真核细胞 复习题 第三章细胞膜与细胞表面 第
一节细胞膜的组成和结构 一、细胞膜的化学组成 二、细胞膜的分子结构 第二节细胞膜的特征和功能 
一、膜的流动性 二、膜的不对称性 三、细胞膜的基本功能 第三节细胞表面 一、细胞外被 二、胞质溶
胶 三、细胞表面特化结构 第四节细胞膜和细胞识别 一、细胞识别现象 二、细胞识别的分子机制 三、
细胞识别所引起的效应 复习题 第四章细胞连接、细胞黏附和细胞外基质 第一节细胞连接 一、紧密连
接 二、黏着连接 三、通讯连接 第二节细胞黏附 一、钙黏着蛋白 二、选凝素 三、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四、整联蛋白 第三节细胞外基质 一、胶原 二、糖胺聚糖和蛋白聚糖 三、层粘连蛋白和纤连蛋白 四、
弹性蛋白 复习题 第五章小分子物质的跨膜运输 第一节膜转运蛋白与物质转运 一、载体蛋白 二、通道
蛋白 第二节被动运输 一、简单扩散 二、易化扩散 三、离子的被动跨膜转运 四、水分的快速跨膜转运 
第三节主动运输 一、ATP驱动泵 二、协同运输 复习题 第六章胞质溶胶、蛋白酶体和核糖体 第一节胞
质溶胶 一、胞质溶胶的组成 二、胞质溶胶的功能 第二节蛋白酶体 一、蛋白酶体的组成和结构 二、蛋
白酶体的功能 第三节核糖体 一、核糖体的化学组成与基本类型 二、核糖体的结构 三、核糖体的生物
发生与功能 复习题 第七章细胞内膜系统与囊泡运输 第一节内质网 一、内质网的形态结构、类型及其
化学组成 二、内质网的功能 第二节高尔基体 一、高尔基体的数量、分布 二、高尔基体的结构 三、高
尔基体的化学组成 四、高尔基体的功能 第三节溶酶体 一、溶酶体的基本特征及生物发生 二、溶酶体
的酶 三、溶酶体的类型 四、溶酶体的功能 第四节过氧化物酶体 一、过氧化物酶体的基本特征及生物
发生 二、过氧化物酶体的功能 第五节内膜系统与蛋白质分选和运输 一、内膜系统与蛋白质分选 二、
囊泡运输 复习题 第八章线粒体 第一节线粒体的结构和功能 一、线粒体的结构 二、线粒体的化学组成 
三、线粒体的功能 四、线粒体的半自主性 第二节线粒体基因组的特征 一、线粒体的DNA 二、线粒体
的蛋白质合成 三、线粒体蛋白质的运输与装配 第三节线粒体的增殖和起源 一、线粒体的增殖 二、线
粒体的起源 第四节线粒体与医学的关系 一、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线粒体变化与疾病诊断 二、
线粒体DNA突变与疾病 三、线粒体某些组分与疾病治疗 复习题 第九章细胞骨架 第一节微丝 一、微丝
的结构与组装 二、微丝结合蛋白 三、微丝的主要功能 第二节微管 一、微管的基本结构及分子组成 二
、微管的组装过程及影响因素 三、微管相关蛋白 四、微管的主要功能 五、微管的存在形式及特化结
构 第三节中间丝 一、中间丝的类型与结构 二、中间丝的组装与调节 三、中间丝的主要功能 复习题 第
十章细胞核 第十一章细胞通信与信号转导 第十二章细胞增殖与细胞周期 第十三章细胞分化 第十四章
细胞衰老与细胞死亡 第十五章干细胞与癌细胞 主要参考文献 中英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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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细胞生物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大量实验证明，在糙面内质网上合成的各种蛋白质，如溶酶体蛋白、细胞膜蛋白、
分泌性蛋白等，均从内质网以出芽形成小泡的形式运至高尔基体，被修饰加工后可被添加上不同的分
选信号，如磷酸、半乳糖、唾液酸等，最后都集中在反面高尔基网区中，而该区室的腔面上镶嵌有可
识别不同分选信号的专一性受体蛋白，从而将各类蛋白质进行分拣、独立包装，分别形成各自的分泌
颗粒离开高尔基体，运输到细胞不同的靶组织，执行相应功能。 1.溶酶体酶蛋白的分选和运输 溶酶体
酶蛋白分选、运输和溶酶体形成过程是在高尔基体内完成的。溶酶体内的酶蛋白是在糙面内质网上附
着的核糖体中合成，并在内质网腔内形成N—连接型寡聚糖蛋白，然后以出芽方式形成运输小泡，转
运至高尔基体的顺面高尔基网区室中。这种糖蛋白在此处并不像其他糖蛋白切除多余的甘露糖，而是
在磷酸转移酶催化下使甘露糖磷酸化，成为6—磷酸甘露糖（M—6—P）。 正是由于形成M—6—P的
溶酶体酶蛋白，才能在通过扁平膜囊的不同功能区室过程中，避免了甘露糖被切除或添加其他的寡糖
基。M—6—P被视为溶酶体酶蛋白的分选信号，当带有M—6—P的溶酶体酶蛋白移至反面高尔基网区
时，则被该区室腔面上镶嵌的M—6—P受体识别结合，而使溶酶体蛋白得到选择性富集，随即触发在
反面高尔基网区的胞质溶胶面网格蛋白被包裹成有被小泡，与此同时网格蛋白脱落形成光滑运输小泡
。载有溶酶体酶前体的运输小泡与胞质中内体融合形成前溶酶体。前溶酶体内具备酸性环境（pH5.0
），促使M—6—P与受体分离，也使磷酸基团从甘露糖上脱落，这时溶酶体前体就成为成熟的溶酶体
水解酶，前溶酶体也成为成熟的溶酶体。M—6—P受体被溶酶体膜以出芽方式包装、脱落离开溶酶体
，以运输小泡形式回输到反面高尔基体网区再利用。 2.分泌性蛋白质分选和运输 附着核糖体合成的分
泌性蛋白质，均进入内质网腔，最终在反面高尔基网区集结和分选富集，并被包装到不同的分泌小泡
，没有特别分选信号的则进入非特异的分泌小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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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细胞生物学》

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医学细胞生物学(供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检验、影像、麻醉等专业使
用)》注重与临床结合，突出“医学”细胞生物学特点。在叙述理论的同时注重引入临床病例分析作为
延伸，插入相应的临床相关知识（《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医学细胞生物学(供临床医学、预防
医学、检验、影像、麻醉等专业使用)》主要特色），进一步解释与人类疾病密切相关的分子细胞生物
学过程。但其目的不是描述大量疾病，与临床联系的目的只是举例说明某些异常的分子细胞生物学过
程，激发医学专业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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