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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胞生物学是现代生命科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前沿学科之一，也是生物学、生物技术及相关专业的专
业基础课。
长期以来，各院校对细胞生物学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全国相关专家的努力下，
已有多部优秀的细胞生物学教材相继出版。
这些教材均具有知识完整、结构合理、内容新颖等特点，分别为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院校和医学院
校广泛采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教材所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庞大，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因此对教材使用者（包
括教师和学生）的相关知识水平和理论基础有较高的要求。
纵观现有的细胞生物学教材，编者认为目前尚缺少一部既内容完整又简明扼要的教材。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我国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郝水教授编著的《细胞
生物学教程》，该书由于其简明性、条理性和高度的可读性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被众多的大专院校选为“细胞生物学”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为我国的“细胞生物学”课程建设和
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及时更新和再版，以适应细胞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和知识更新。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作为郝水教授的学生，我们编写了这部《细胞生物学简明教程》，其目的是适应
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和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
编写过程中，我们在保证基本知识系统全面和完整的前提下，将本书的篇幅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
同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文字简练、层次分明、逻辑清晰。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着重叙述了细胞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及其原理，而对产生这些知识点的相关科学研
究工作和实验过程等则只做简要的介绍。
另外，我们还注意尽量避免本书的内容与其他相关学科，如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教材的交
叉和重复。
近年来，细胞生物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为此，我们尽可能地将对细胞生物学的发展有重大
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作为新的知识点引入本书的相关章节中，使其能更好地顺应本学科的发展
趋势。
总之，我们努力使本书成为一部既简明扼要，又能系统体现细胞生物学基本知识和内容的简明教程，
为细胞生物学教材的使用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本书适用于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农林院校、医学院校等的相关专业的本科教学，也可作为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本书由东北师范大学“细胞生物学”国家级精品课程课题组成员共同编写。
本书的第1章和第3章由段晓刚副教授编写，第2章和第6章由朱筱娟教授编写，第4章由李晓萌副教授编
写，第5章由王丽教授编写，第7章和第9章由曾宪录教授编写，第8章由巴雪青副教授编写，第10章由
黄百渠教授编写，第11章由陆军教授编写。
本书的编写得到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指教，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的学识和经验均有限，书中的不当之处竭诚希望广大读者和各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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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全书由十一章组成，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细胞生物学的发展简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
以及细胞膜、细胞内膜系统、线粒体和叶绿体、细胞核和染色体、细胞骨架等真核细胞基本组分和细
胞器的结构功能。
同时以细胞的重要生命活动为主线，分别叙述了细胞的物质运输、能量代谢、号传递、细胞的增殖、
分化、衰老、死亡和癌变等过程，并将其与细胞的结构进行了有机的联系。
作为一本“简明教程”，本书十分注重知识结构的条理性和明瞭性，具有很强的教学适用性和可读性
，有利于教师的系统讲授和学生的自学。
本教程适用于各类师范院校和农林、医学院校的细胞生物学本科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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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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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结构与功能6　线粒体和叶绿体7　细胞核与染色体8　细胞的骨架体系9　细胞增殖及其调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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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4.2线粒体和叶绿体的起源有两种学说阐述线粒体与叶绿体的起源，即内共生学说
（endosymbiosis：hypothesis）和非内共生学说（nonendosymbiosis hypothesis）。
内共生学说认为线粒体来源于细菌，即细菌被真核生物吞噬后，在长期的共生过程中，通过演变，形
成了线粒体。
叶绿体的祖先是蓝藻或光合细菌，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被原始真核细胞吞噬，共生在一起进化成为今天
的叶绿体。
非内共生学说又称细胞内分化学说，认为线粒体的发生是质膜内陷的结果。
内共生学说的主要根据是：①共生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
②叶绿体和线粒体都有其独特的DNA，可以自行复制，不完全受核DNA的控制。
线粒体和叶绿体的DNA同细胞核的DNA有很大差别，但同细菌和蓝藻的DNA却很相似。
③线粒体和叶绿体都有自己特殊的蛋白质合成系统，不受核的合成系统的控制。
线粒体和叶绿体的核糖体分别与细菌和蓝藻的一致，也是由30 s和50 s两个亚基组成，抗生素可以抑制
细菌和蓝藻的生长，也具有抑制真核生物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的作用，这也说明线粒体与细菌、叶绿
体与蓝藻是同源的。
④线粒体、叶绿体的内、外膜有显著差异，内、外膜之间充满了液体。
研究发现，它们内、外膜的化学成分是不同的。
外膜与宿主的膜比较一致，特别是和内质网膜很相似，内膜则分别同细菌和蓝藻的膜相似。
总之，“内共生假说”得到了多方面的实验支持，因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也有其不足之处。
非内共生学说认为线粒体的发生是质膜内陷的结果。
已提出几种模型，其中uzzell的模型认为：在进化的最初阶段，原核细胞基因组进行复制，并不伴有细
胞分裂，而是在基因组附近的质膜内陷形成双层膜，将分离的基因组包围在这些双层膜的结构中，从
而形成结构可能相似的原始的细胞核和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器。
后来在进化的过程中加强了分化，核膜失去了呼吸和光合作用，线粒体成了细胞的呼吸器官，这一学
说解释了核膜的渐进演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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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细胞生物学简明教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细胞生物学简明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