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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甲型肝炎病毒（HAV）、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Y）、丁型肝炎病毒
（HDV）和戊型肝炎病毒（HEV）等五种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和慢性肝脏疾病在全球流行，严重
影响人类健康，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沉重的医疗和经济负担，影响深远。
最终控制由肝炎病毒感染造成的疾病流行，必须通过综合的防治措施。
事实上，作为一类流行病和传染病，通过公共卫生体系和临床医疗体系的共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做
出了尝试，并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业绩。
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肝脏疾病的防治仍然是医学界一
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研究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慢性病毒性肝炎，以及肝硬化（LC）、肝衰竭（LF）和肝细胞癌
（HCC），可以有很多可能的切入角度。
事实上，近三十年来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理论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的确为肝炎病毒感染相关性肝病的
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迅猛发展，为肝炎病毒及其相关的肝脏疾病研究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和支持。
因此，在肝炎病毒及其相关的肝脏疾病研究领域中，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应用，显著促进了肝炎
病毒及其相关肝脏疾病的研究进展；同时，这些研究的成果，也进一步丰富了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
。
因此，利用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研究肝炎病毒及其相关肝脏疾病，始终是近三十年来最为活跃的领
域之一。
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探索，肝炎病毒及其相关肝脏疾病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结果，同时为肝炎病毒感
染相关肝脏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促进了肝炎病感染相关肝脏疾病的治疗和
预防的进步。
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总结和利用已经取得的成就，促进这一领域的不断进步，我们与科学出版社一
起策划了由八个分册组成的“肝炎病毒·分子生物学丛书”，将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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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38章，详细介绍了以细胞周期素、细胞周期素依赖性蛋白激酶为核心的细胞周期调节分子的基
因结构、表达和调控机制、生物学功能、调控网络、细胞外信号刺激识别、细胞内信号转导，以及上
述活动与正常生理过程、疾病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内容。
    本书内容翔实、资料新颖，适合从事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研究生、本科生等参考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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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细胞能够通过细胞周期进行自我复制，在近几十年间，细胞周期研究得到了大量的关注，这主要
是由于深入了解了细胞周期对于治疗肿瘤以及其他疾病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研究发现，除了传统的细胞调控因素如生长因子、激素等营养素外，其他非传统的因子也可能对细胞
周期的调控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中，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尤其引人关注，ROS是生物体内一类活性含氧化合物的
总称，产生于机体的代谢过程中，能够调节细胞的分化、增殖、凋亡、转化、衰老、癌变以及基因表
达，对机体存在着利弊两面性。
正常情况下，生物体内有一套完整的抗氧化体系，可以维持ROS的代谢平衡；但在疾病或某些外源性
药物、毒物入侵后，导致ROS产生增多或（和）清除能力的下降，就会出现氧化应激（oxi-datiVestress
）。
当机体处于氧化应激状态时，体内组织细胞RoS量相对升高，超过清除能力，导致组织脂质过氧化水
平升高，引起DNA氧化损伤和蛋白质的表达异常，对机体造成损害。
氧化应激使机体处于易损状态，同时能增强致病因素的毒性作用，可导致基因突变，它不仅与多种疾
病的发生发展有关，也与细胞周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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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细胞周期分子生物学》内容翔实，资料新颖，适应从事医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研究生、
本科生等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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