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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自噬》

前言

　　自噬是一个基本的生物学过程，即细胞通过捕获并自身消化其胞质成分来调整细胞质的质量、品
质及组织构成。自噬的靶标从大小和复杂性上来说，其范围可以从单个的长寿命大分子到完整的细胞
器和侵袭的微生物。这种普遍存在的真核细胞稳态机制，其主要作用是确保细胞在不利条件下存活，
不利的条件包括营养匮乏、生长因子撤除、毒性蛋白聚集体累积、细胞器故障（例如线粒体泄漏），
或者胞内病原体引起的感染。自噬（以及自噬缺陷）的生理和病理生理作用非常广泛，涉及癌症、神
经退行性病变、代谢性疾病、衰老以及（最近发现的）免疫。自噬的免疫作用分为两大类，包括：①
对免疫细胞中基本稳态的控制作用，与在机体其他细胞类型中的作用相似；②对免疫细胞特定功能或
其他被感染细胞靶标的作用，使宿主能够有效地处理微生物或微生物产物。　　在本书中，自噬领域
的专家首先对自噬进行了概述，并就以下几方面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分析论述，即自噬基本的分子和细
胞机制（Yang和Klionsky所著章节）、控制这些过程的信号传导级联反应（Codogno及其同事所著章节
），以及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方面的自噬生理作用（Mizushima所著章节）。有两章涉及自噬在细胞稳态
（由于其与免疫相关）中的作用；Pua和He描述了自噬在淋巴细胞稳态中的作用，而Espert
和Biard?Piechaczyk描述了HIV通过自噬致淋巴细胞死亡的作用。这些章节为以下方面提供了对比鲜明
的例子，即如何利用自噬来正常调整淋巴细胞群或者自噬如何被强大的病毒误导而导致了特定类型的
免疫细胞消除殆尽。构成本书主体内容的各章节中可见“利和弊”这一类似主题，涵盖了很可能是自
噬最古老的特定免疫功能：直接清除细胞内的微生物。Orvedahl和Levine、Deretic及其同事，Huang
和Brumell，Yoshimori和Amano，以及Subauste所著章节揭示，自噬原始的免疫形式是一种固有的细胞
自主性防御，来抵抗设法侵入或特异性侵袭真核细胞内部的微生物。Kirkegaard、Orvedahl和Levine
、Campoy和Colombo所著章节则揭示这些相互关系的另一面，指出成功的细胞内病原体已进化出特定
的适应性来应对作为抗微生物机制的自噬。此外，自噬作为一种在真核细胞中根深蒂固的细胞自主性
固有免疫机制，其广泛的作用可通过其在植物中的功能（正如Dinesh?Kumar及其同事所著章节中所讨
论的那样）证实。最后，Tal和Iwasaki、Gannagé和Münz、Virgin及其同事所著章节涉及某些最吸引
人的自噬在免疫上的应用，包括：①自噬体能够捕获胞浆微生物产物并提呈给朝向腔体的固有免疫受
体（例如Toll样受体）（Tal和Iwasaki），由此激活固有免疫；②自噬在抗原提呈中发挥一种类似拓扑
反转的功能，由此在宿主细胞胞浆中表达的微生物抗原能被加工并装载到面朝腔体的MHCⅡ类分子上
，以正确提呈给T细胞（Gannagé和Münz），因此自噬在适应性免疫和胸腺T细胞选择中发挥功能；
③自噬基因（其功能与高度分化细胞的特定方面相关）在理解炎症性疾病（例如克罗恩病）中的作用
（Virgin及其同事）。　　书中的章节描述了自噬途径、感染性疾病和免疫之间日益复杂、正逐步被
揭示的相互作用关系。自噬最初的形式或许是种普遍的防御机制，个体真核细胞（或单细胞生物）以
一种细胞自主方式通过“吃掉”攻击它们的微生物来保护自身。随着后生生物的进化，有可能利用自
噬途径使这种生物进化出更复杂的免疫系统。自噬不仅是一种原始的防御机制，它还是一条这样的途
径，这条途径可决定免疫细胞群的动态平衡，有助于免疫耐受及控制炎症，并将病原体识别与固有和
适应性免疫的激活联系起来。基于在该领域新发现的速度，以上所述可能仅是冰山一角。我们希望，
《当前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主题》（CurrentTopicsinMicrobiologyandImmunology）系列中的这本书将激
励研究人员在这一激动人心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钻研。　　Dallas，TX，USABethLevine　　Osaka
，JapanTamotsuYoshimori　　Albuquerque，NM，USAVojoDer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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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细胞自噬》向读者介绍了有关自噬的基础知识，重点描述了自噬在免疫中的功能以及具有高度适应
性的病原体为抵抗自噬所使用的对抗机制，同时还提供了自噬在感染免疫中的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
细胞自噬是基本的生物学过程，使细胞在饥饿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期间能够自动消化其自身的胞质成分
。目前自噬在感染、免疫、衰老、发育、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癌症生物学中的作用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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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有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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