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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定位于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侧重讲述了动物发育所普遍遵循的分子水
平的基本原理，在内容方面特别注重对最新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思路新颖，内容先进。
原作者是国际著名的发育生物学家之一。
其中文翻译工作由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樊启昶教授一人承担，全彩色印刷，充分保持了原版书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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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言：走进发育的分子分析　　在胚胎发生过程中，多细胞生物来自于一个单细胞，它按时
间和空间次序，经过有限次分裂，形成一个由不同细胞构成的整体（图1．1）。
发育生物学的目的就是要阐明上述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细胞种类的不同?这一过程的指令又是怎样安排的?以及指
令的语言格式又是怎样的呢?　　研究上述问题的经典方法是基于对不同生物胚胎发育过程的描述。
而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则是强调发育过程中细胞的核心作用，从细胞水平揭示不同生物的复杂结
构如何形成的，讨论细胞群体相互指导和协调发育所采取的策略。
由此，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即许多实验观察到的现象可以解释为特定细胞群体的活化，例如
可指导其他细胞发育的所谓的“组织中心”。
近些年来，发育过程中的细胞行为开始从遗传和其分子机制的角度获得阐明，与此相关的分子信息也
被加入到这一分析当中。
　　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发育，即并非只是对机体发育过程的描述，而是以分子及编码这些分
子的基因作为发育的中心。
我们这样做是基于如下的理解：从逻辑上讲，发育展示的是其遗传程序的必然。
运行于细胞内和细胞之问的蛋白分子网络（network）编码并执行着上述程序。
蛋白网络创造细胞并指导它们的基本行为或者“常规事务”，例如细胞的黏着、分裂和迁移，以此完
成发育过程中组织、器官的构建，最终形成一个整体动物（图1．2）。
　　但是，这一分析并不表明遗传信息和未来生物体形状大小之间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通过
蛋白质介导，将遗传信息逐级展开，创造出不同层次水平的复杂性和组织性（图1．2）。
这种展开以少数功能模块激活为基础，并以此逐级完成其复杂结构的组建。
一个特定模块（蛋白质、细胞、组织）的组建是由其更低层次的模块指定的，但是，它的基本组织和
属性只能专一地依赖于它自身的元件，而不能通过低层次的模块来预知。
例如，细胞的装配或者蛋白网络的属性不能由决定它们构建的遗传指令来预测（图1．2）。
　　不同模块以功能关系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使得它们所调控的发育事件不仅能顺畅地实现其功能
表达，而且处在一种可被调控的状态之中（图1．3）。
这样，在基因和蛋白网络间，依据相互作用建立了整合两者的调控回路，它们各自设置了解读指导对
方信息的先决分子条件；依次，一个层次产生出了新一层次的信息处理程序，并反转对前一层次的信
息处理过程进行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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