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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卫生部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审定的全国高等学校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第四版
，前三版均由中国医科大学宋今丹先生任主编。
第四版教材按照全国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五届七次会议暨五年制第七轮卫生部规划
教材主编人会议精神进行修订。
    与第三版教材相比，第四版教材的主要变化是：①按照教材内容的关联性，将原教材的18章压缩合
并成15章，同时增加了细胞工程和干细胞两章新内容。
②插图增加到270幅，除化学结构式和照片外，均为彩色插图。
③考虑到同时出版本教材的配套教材《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指导和习题集》，在每章之后不再编写复
习题，但增加了小结内容。
④为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了解细胞生物学知识的积累过程并培养其科学思维能力，在教材中
部分重要知识点出现的地方，增设了“经典实验”栏目。
⑤教材配有教学光盘。
同时，由于细胞生物学的进展很快，在修订后的第四版教材中也适当反映了近几年来细胞生物学的一
些重要研究成果。
　　修订后的第四版教材共5篇17章，包括第一篇“细胞生物学概论”（第一～三章）、第二篇“细胞
的结构与功能”（第四～九章）、第三篇“细胞的社会性”（第十～十二章）、第四篇“细胞的基本
生命活动”（第十三～十五章）及第五篇“细胞工程”（第十六一十七章）。
在书后列出了本教材的主要参考书目和参考文献，并配有中英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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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誉华，男，1963年3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卫生部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发育生
物学教研室主任。
学术任职：中华医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兼医学细胞
生物学分会副会长；《细胞生物学杂志》和《基础医学与临床》杂志编委。
1982-1987年佳木斯医学院口腔/医疗专业学士；1987-1990年中国医科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专业硕士
；1992-1995年中国医科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博士；1996-199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博士后；2006
年10月至11月在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习。
先后主持承担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和辽宁省创新团队项目等多项省部级课
题。
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80余篇，SCI收录21篇，引用200余次，作为第一和第二完成人获教育部
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励3项。
1999年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2000年获辽宁省青年科技奖，2001年获教育部优秀青年
教师资助计划，2003年获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200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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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细胞生物学概论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细胞生物学概述    一、细胞生物学的概念与研究内容    二
、细胞生物学在生命科学中的地位   第二节 细胞生物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    一、细胞的发现与细胞
学说的创立    二、光学显微镜下的细胞学研究    三、实验细胞学阶段    四、亚显微结构与分子水平的
细胞生物学   第三节 细胞生物学与医学    一、细胞生物学与医学的关系    二、细胞生物学的某些主要
研究领域与医学意义 第二章 细胞的概念与分子基础   第一节 细胞的基本概念　　一、细胞是生命活动
的基本单位    二、原核细胞    三、真核细胞    四、非细胞生命形态——病毒   第二节 细胞的起源与进化
   一、原始细胞的形成    二、原核细胞向真核细胞的演化    三、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的进化   第三
节 细胞的分子基础    一、生物小分子    二、生物大分子 第三章 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显微镜
技术    一、光学显微镜技术    二、电子显微镜技术    三、纳米显微技术   第二节 细胞的分离和培养    一
、不同类型细胞的分离    二、细胞培养   第三节 细胞组分的分离和纯化技术    一、细胞组分的分级离
心    二、层析法分离蛋白质    三、蛋白质电泳   第四节 细胞化学和细胞内分子示踪技术    一、酶细胞化
学技术    二、免疫细胞化学技术    三、放射自显影技术    四、活细胞内分子示踪   第五节 细胞功能基因
组学研究技术    一、基因的基本研究技术    二、RNA干扰技术    三、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研究技术    四、
生物芯片技术    五、蛋白质组学研究技术   第六节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测定    一、核磁共振技术    二、X
一射线衍射技术第二篇 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第四章 细胞膜与物质的跨膜运输   第一节 细胞膜的化学组
成与分子结构    一、细胞膜的化学组成    二、细胞膜的特性    三、细胞膜的分子结构模型   第二节 小分
子物质的跨膜运输    一、膜的选择性通透和简单扩散    二、膜转运蛋白介导的跨膜运输   第三节 大分
子和颗粒物质的跨膜运输    一、胞吞作用    二、胞吐作用   第四节 细胞表面及其特化结构    一、细胞外
被和胞质溶胶    二、细胞表面的特化结构   第五节 细胞膜异常与疾病    一、载体蛋白异常与疾病    二、
离子通道异常与疾病    三、膜受体异常与疾病 第五章 细胞的内膜系统与囊泡转运   第一节 内质网    一
、内质网的化学组成    二、内质网的形态结构　　⋯⋯ 第六章 线粒体与细胞的能量转换 第七章 细胞
骨架与细胞的运动 第八章 细胞核 第九章 基因信息的传递与蛋白质合成 第十章 细胞连接与细胞粘连 
第十一章 细胞外基质及其与细胞的相互作用 第十二章 细胞的信号转导 第十三章 细胞分裂与细胞周期 
第十四章 细胞分化 第十五章 细胞衰老与细胞死亡第五篇 细胞工程 第十七章 干细胞主要中文参考书及
文献主要英文参考书及文献中英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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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细胞生物学概论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细胞生物学概述一、细胞生物学的概念与研究内容细
胞最早于1665年由英国科学家R.Hooke发现，是组成人类和所有生物体的基本单位（非细胞形态的病
毒除外）。
单细胞生物，如细菌，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个体；多细胞生物个体由一个前体细胞（如高等动物的受精
卵）通过高度有序的分裂增殖、分化、生长和发育而成。
因此可以说，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
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细胞。
自发现细胞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分子生物学技术方法的建立和渗透，对细胞的研究在不
断地发生变化，从传统的细胞学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是从细胞的显微、亚显微和分子三个水平对细胞的各种生命活动开展研究的学科。
细胞的显微水平研究主要利用显微镜技术来完成；细胞的亚显微结构及其功能研究主要采用电子显微
镜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物理学方法常用于细胞的分子水平研究。
细胞生物学的特点是把结构和功能结合起来，并关注细胞间的相互关系，来了解生物体的生长、发育
、分化、繁殖、运动、遗传、变异、衰老和死亡等基本生命现象的机制和规律。
对细胞某些结构和功能的深入研究，逐渐衍生出一些分支学科，如细胞遗传学、细胞生理学、细胞社
学、膜生物学、染色体生物学等。
近些年来，随着包括人类在内的一些生物基因组序列分析的完成，以研究完整细胞中所有基因与蛋白
质的表达、结构和功能差异为主要内容的基因组学及蛋白质组学新兴研究领域的形式，使细胞生物学
的研究内容愈中丰富多彩、研究进展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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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细胞生物学(第4版)》为卫生部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审定的全国高等学校卫生部“十一
五”规划教材第四版，前三版均由中国医科大学宋今丹先生任主编。
第四版教材按照全国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五届七次会议暨五年制第七轮卫生部规划
教材主编人会议精神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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