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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物尺寸控制是生命科学中一个难解之谜，它涉及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生物进化等多
学科的知识交叉和融合。
研究和弄清动物尺寸控制的内在机制对于理解动物生长发育中的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当前人们对动物尺寸控制的研究和高度关注，本书应运而生。
本书较为全面地从动物尺寸控制的形成、动物生长中的细胞增殖、动物细胞尺寸控制、动物器官尺寸
控制、动物个体尺寸控制、动物尺寸控制的遗传学基础、动物尺寸控制的研究方法、物种特征进化与
分子系统学和动物尺寸控制基因变异与物种特征尺寸等方面进行阐释。
本书不仅综述了国内外动物尺寸控制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作者还提出了一些相关见解。
    本书不仅可作为从事细胞、发育、遗传和进化等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而且还可作为生命
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参考书及课外读物。
另外，本书还可供对生命科学中关键科学问题和前沿问题有兴趣的广大科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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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动物尺寸控制的形成　　早在1927年的时候，Haldane就指出：动物与动物之间最明显的
差异就是尺寸差异，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引起动物学家们的研究兴趣（Ha|dane，1927）。
如果说HaldaBe在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有点超前的话，那么现在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就显得很适时宜。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功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技术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人们已经能够随意地
对基因进行突变、重组、剔除和表达调控的实验操作，从而可以运用这些技术进行动物尺寸控制的研
究。
动物尺寸控制的研究对于揭示生命奥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孔祥会和何舜平，2006）。
在模式动物中虽然对细胞，器官和个体尺寸控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Conlon and Raft，1999），但动物
特征尺寸控制仍然是一个谜（Hochedlingerand Wagner，2000）。
因而，“大象为什么比老鼠大得多？
”这个一直困扰着发育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问题，至今仍然不得其解。
那么，影响动物最终个体尺寸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1.1　环境因子对动物尺寸的影响　　多细胞后生动物一般是从受精卵开始发育，形成胚胎，分化
出各种器官芽基，然后进一步分化和发育成一个小的雏形，通过细胞增殖（包括细胞生长和细胞分裂
）逐渐增大，形成幼体，然后再继续生长，最终成长为成熟的个体，即可繁衍后代。
大多数动物长到成体后，个体尺寸保持在较为稳定的物种特征尺寸范围内，如哺乳动物和鸟类。
尽管有些物种，如鱼类终生可以生长，但性成熟的个体，均有自身比较明显的物种特征尺寸。
就某一动物个体而言，动物成熟个体的尺寸差异主要是由外部因子（extrinsic factor）和内部因子
（intrinsic factor）共同调控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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