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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

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眼科学的发展非常迅速，其主要标志除眼科临床水平取得较大发展外，就是眼科基础
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内临床水平与基础研究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在慢慢改善
，基础研究对临床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基础研究你追我赶的局面已经形成。面对新挑战、
新机遇，刘旭阳和张清炯两位教授在此时出版本书，无疑会对我国眼科的基础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我本人很高兴能有机会为《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一书作序。认识两位主编至今已有二
十年的时间，刘旭阳教授是青光眼专业的临床医生和基础科学研究者，先后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等单位从事青光眼领域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研究，
并能在青光眼临床和基础方面都有所建树，实属不易。张清炯教授是我国眼病分子遗传学领域杰出的
代表人物之一，曾在美国国立研究院从事眼病（特别是视网膜变性）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其工作在国
内外均形成一定影响。借此次出版《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的机会，两位教授与其他编者一
道结合各自体验，查阅汇集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将近年来国内外在眼表、白内障、青光眼、色素膜、
视网膜及近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阐述，客观全面地给大家呈现了一份相关领域最前沿
的学术成果，以期推动我国基础眼科学的发展，为解决临床眼科各种疑难病、常见病提供科学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编者均为活跃在临床、教学和科研一线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总结相关领域研究进
展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近期发表的被SCI收录的论文内容，使得此书更具有启迪性。寥寥数语，是
为序。衷心祝贺《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一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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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

内容概要

《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是一本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角度探讨眼病发生、发展及治疗
的专著，以近年来在相关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眼病为主线，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些眼
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编写人员均是活跃在国内外眼科临床与基础
研究领域的一线工作者，关于他们自己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书中也有介绍。
《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内容深入浅出，涉及面广，注重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紧扣实际问题
，适合于眼科基础研究领域学者及临床医生阅读，尤其适合作为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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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结膜干细胞关于结膜干细胞，目前尚不知晓其存在于结膜上皮还是杯状细胞非杯状细胞
。对其研究报道较角膜上皮干细胞少，研究不同标记物在结膜的表达情况见表1-2。当前研究结膜干细
胞的定位有两种推测，目前尚无确实的证据。一种推测认为，结膜干细胞存在于穹隆部结膜和杯状细
胞。在新生儿阶段穹隆部上皮细胞增殖明显，提示这一区域在结膜上皮细胞成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出生8天的小鼠的穹隆部位最先观察到的细胞是杯状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出现在球结膜和睑缘
部位。在发育中的人结膜，胚胎8周爱茜蓝和PAS这两种杯状细胞组织学标记物最先着染于穹隆部，9
周时穹隆部大量出现。一些杯状细胞也出现在睑缘结膜，但在球结膜几乎看不见。因为结膜成熟的标
志是出现杯状细胞，这些发现提示穹隆部位在结膜上皮细胞发育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较之结膜其他
部位，穹隆部结膜上皮包含更多标记延迟细胞，而且穹隆部上皮细胞比球结膜和睑缘结膜增殖能力更
强，在相同实验条件下，穹隆结膜可传代3次，球结膜和睑缘结膜仅1次或根本不能。细胞学研究发现
，标记延迟细胞具有杯状细胞表型，损伤发生后，杯状细胞可以增殖。然而，一些学者对于结膜上皮
干细胞又有不同的假设，经结膜动力学分析发现结膜向穹隆部移位。球结膜和睑结膜具有两个不同的
动力系统，源于两个干细胞区域，一个在角巩膜缘，另一个在黏膜一皮肤交界处。每一系统包含两个
部分：祖细胞部位细胞增殖和非增殖的终末细胞。祖细胞先产生，发生增殖，最终死亡于穹隆部。随
着细胞对称性分裂，一个子代细胞替代父辈细胞的位置，另一个子代细胞移向穹隆部。细胞分裂越快
，子代细胞越多。但结膜是稳定状态，每形成一个新细胞，即有一个细胞在穹隆部死亡。第三节 结语
与展望眼表干细胞的概念尚等待最后的证明，目前仍无明确的分子标记物区分干细胞和其他增殖细胞
。关于角膜缘干细胞的概念，目前有大量临床和实验室资料支持，虽然无法完全确定，已有相对明确
的研究方向，即发现和筛选标记物以分离并增殖干细胞进行研究。目前，结膜干细胞不明确因素较多
，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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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编辑推荐：紧扣眼科领域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最新进展，从
近年来生命科学研究标志性成果的角度审视眼科领域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突出基础与临床相结合，
从分子水平分析眼病的发生机制并探讨新的治疗手段。在博采众长的同时，编写人员也注重介绍自己
在该领域的学术观点和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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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有想象中那么有用
2、等待仔细看 不过我觉得该书比较泛泛 适合简单的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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