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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胞生物学是生命科学中一门发展十分迅速的重要基础学科。
从细胞学的诞生到细胞生物学，按其自然发展经历了细胞显微、亚显微和分子三个水平的发展时期。
细胞学是从显微和亚显微两个结构层次上研究细胞；细胞生物学是细胞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发展到从
分子水平研究细胞，从显微、亚显微、分子水平三个结构层次上研究细胞结构和功能以阐明生命活动
基本规律的各个方面。
由于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一切生命现象都要从细胞中获得答案，因此，它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核心
部分。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究细胞的结构与功能、揭示生命奥秘所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是自然科学中
的伟大成就，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对生物的控制、利用和改造都有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面临着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粮食危机、资源匮乏的严重挑战，对此，生命科学的地位和作
用日益突出重要，其中细胞生物学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我国高等院校早巳将细胞生物学列为生物学及其相关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一些各有侧重和特色
的细胞生物学教材相继问世。
但从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和教改形势的要求来看，仍感不足。
高教出版社希望有一本字数较少、质量较高的本科生教材，并约请我们承担这项任务。
我们分析了国内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材，根据我校多年的教学
经验和体会确定了本书的特点和编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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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真核细胞的结构与功能为重点，突出现代细胞生物学最主要的基本内容，从细胞的显微、亚显
微和分子三个结构层次上加以阐述。
全书共分12章：绪论、研究方法、细胞(质)膜、细胞内膜系统、线粒体与叶绿体、细胞骨架、细胞核
与染色体、细胞增殖及其调控、细胞分化、信号系统、细胞衰老与死亡以及细胞的起源与演化。
每章后有较详细的内容提要和思考题，便于学生掌握要点、启发学生思考钻研问题。
         全书的体系和内容有创新，既加强基础，系统地阐述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又重视联
系学科前沿和理论联系实际。
书中有许多内容反映了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有新见解。
共有插图300余幅。
图文并茂，文字通顺，深入浅出，可读性强。
本书还有由李素文教授主编的配套实验教材《细胞生物学实验指导》。
        该书作者曾经合作编写过一本100万字左右的《细胞生物学》，读者反映很好。
这本简明的教科书，在努力控制篇幅的同时，在内容安排等方面尽量体现良好的教学实用性。
具体表现在①尽量避免了与相近学科（如生物化学、遗传学、生理胚胎学等）的重复，对不可避免的
重复采取或从简或深化，或侧重从细胞角度介绍其结构与机能；②突出细胞结构与机能的先进的科学
结论，注重将基本概念讲清楚；③注重科学系统性，各章安排按细胞的自然状态由表及里，由细胞膜
到细胞核，由显微到亚显微到分子的结构与机理，注意前后联系及逻辑性；④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能
够深入浅出，有较强的可读性；⑤图文并茂，每章有思考题，书后有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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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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细胞生物学及其在生命科学中的地位  1.2 细胞生物学发展简史  1.3 细胞生物学研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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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核与染色体第8章  细胞增殖及其调控第9章  细胞分化第10章  细胞的信号系统第11章  细胞的衰老与
死亡第12章  细胞的起源与演化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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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细胞生物学的理论与技术对农业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在农作物方面，作物的生长发育、物质运输与分配、遗传变异、抗逆性、育种途径的探索等基本问题
无一不与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研究有关。
例如抗逆性，植物在逆境（高温、低温、干旱、碱、病原菌及环境污染等）中受到的损伤以及对恶劣
环境的抗性和适应性，均可在细胞结构和功能中反映出来。
　　细胞生物学技术在作物方面的应用，如进行细胞培养、选择细胞突变体、原生质体培养和细胞杂
交、花粉培养和细胞转化等。
特别是花粉培养单倍体育种，可迅速克服杂种分离，大大缩短育种年限，并提高选择效率和准确性。
应用花粉培养、染色体工程等育种技术已育出水稻、小麦、油菜、甘蔗、香蕉等一批新品种或品系已
在生产上推广。
　　基因工程应用于植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在作物和蔬菜等转基因抗虫、抗病、抗旱和抗盐等方面的研究。
到1997年底，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种植面积全球已达1280万公顷，是1996年的4.5倍。
美国的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已达30％。
在我国，1999年有30万公顷农田种植了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比1998年增长了2.04倍。
中国为第四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
抗棉铃虫转基因棉花的抗虫率高达80％以上，抗烟草花叶病毒的转基因烟草、转基因抗虫玉米、延熟
保鲜番茄等也已用于生产。
我国把萤火虫发光基因转到烟草中获得了发光烟草植株，由此有人想培育能发光的行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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