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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五部分。
第一篇（细胞及其研究方法）共三章，阐述了细胞生物学发展简史、细胞的结构、组成和研究方法，
以例使读者对细胞有一点基本知识，为学习以后各章打些基础。
第二篇（细胞质和它的细胞器）共八章，包括细胞质内各种组分和细胞器。
第三篇（细胞核）共二章，内容是细胞核和细胞的繁殖与衰亡。
第四篇（细胞的遗传、发育和进化）共三章，包括细胞遗传、细胞工程、细胞分化、核质关系和生命
起源与进化。
 　　本书对原版各章都进行了修改。
首先是增加了第十二章细胞外基质。
根据当前本学科各领域发展的情况，有些章节修改较多，如第四、六、十一、十三、十四、十五章；
有些章节作了适当的增删，如第七、八、九、十章；修改最少的是第一、二、三、五、十六和十七章
。
其中第四章增加了一些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的内容；第六章核糖体，在原有基础上作了一些扩展，将原
核生物与真核生物的核糖体分开叙述，特别对真核生物信使核糖核酸合成和加工的内容增加较多；第
十一章细胞骨架的研究，近年来进展也快，增加了中间纤维、微管和微丝的组装与去组装，以及肌动
蛋白结合的蛋白质等；第十三章细胞核增加了蛋白质如何运送到核中，活性与无活性染色质的差别，
核基质或核骨架的研究；第十四章把有丝分裂的调控机理列入，并将连离粒（centromere）和着丝粒
（kinetochore）两词分开，阐明了两者结构、化学组成和功能的差别；第十五章真核生物基因表达的
调控一节内容全部更新；关于蛋白质如何运入细胞器，在第七、八、九、十章中都有叙述；最后第十
七章，根据目前积累的资料，肯定了线粒体和叶绿体起源的内共生说。
全书新增插图237幅，增加了可读性。
本书可供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农林院校及医学院校本科生使用，也可供研究生、有关科研人
员及大专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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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细胞是生物体的形态结构和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恩格斯早就指出。
人们在整个有机界里所看到的最简单的类型是细胞，它确实是最高级的组织基础。
为此，要了解生物体的生命活动的规律，就必须从它的基础，细胞研究入手。
细胞学（cytology）就是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和生活史的科学。
研究的对像就是细胞。
　　不过，现代细胞学，在形态方面，已经超出了光学显微镜下可见结构的简单描述范围，在功能方
面，也已经超越了对于生理变化的纯粹描述时期。
近30多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新方法、新技术不断涌现，细胞研究已从细胞整体和亚细胞
结构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
目前，已把细胞的整体活动水平、亚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三方面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动态的观
点来考察细胞和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探索细胞的基本生命活动，如生长、发育、分化、代谢、免疫
、繁殖、运动和联络、衰老与死亡、遗传变异和进化等基本规律。
它不仅仅瓠立地研究一个个细胞器、生物大分子和小分子，以及生命活动现象，而是研究它们的变化
发展过程，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它的研究范围大大地超过了过去的细胞学。
因此，现代细胞学改用新的名称，即细胞生物学。
由于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生活史、生命现象与活动规律的科学，所以细胞生物学就是研
究细胞的结构、功能、生活史以及各种生命活动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是生物科学的主要分支之一，也
是生命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基础。
当前细胞生物学已进入分子生物学的水平，而且从广泛的范围来说，细胞生物学应属于现代生物学教
育的中心。
　　细胞生物学既然是生命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生物科学上的许多基本问题，必须在细胞中谋求
解决。
它的研究目的，不仅在于阐明各种生命活动的现象与本质，而且还必须进一步对这些现象和发展规律
加以控制和利用，以达到为生产实践服务的目的，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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