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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细胞生物学》（第三版）于2004年出版至今已有4年了。
4年来，细胞生物学在理论和技术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现代医学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
疾病发生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干细胞（工程）和再生医学的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
、肿瘤的系统研究（发生、转移、诊断与治疗）、细胞治疗等都已经成为细胞生物学和临床医学研究
的热点，有些已在临床上得到了初步应用。
另一方面，细胞生物学课程在我国的医学教育体系中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国绝大多数医学院校已
开设了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教材建设也进入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不少教材
已形成了一定特色。
在描述细胞基本结构的基础上，按细胞功能体系介绍细胞生物学的基本知识是我们这本教材的主线，
也得到了一些院校的认可，并于2006年被列为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次修订对上一版的基本框架没有做大的变动，在某些知识点做了更新，在研究型教学上做了一点尝
试，并随书附送一张教学光盘，供教学参考。
本次修订得到了各编写者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主编单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出版
社等为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不少便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细胞生物学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学科，医科教育和教学的模式也在发生着改变，新知识的取舍、编
写的方式都是待研究的课题，因此，我们所呈现给大家的本版教材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欢迎读者给
予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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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细胞生物学》（第四版，彩色版）是针对临床医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卫生
事业管理、医学生物技术、药学等医学专业及医学类相关各专业的教学用书。
全书的框架是在集中介绍了细胞结构的基础上，分章系统描述建立在结构基础上的细胞的整体性、物
质进出细胞及其在细胞内的转运体系、细胞的能量转换体系、细胞的运动机制、细胞的信号转导通路
、细胞的遗传决定，以及细胞的增殖、分化、衰老、死亡等功能体系，并使之与医学基础和医学实践
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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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1992年12月一1995年10月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作访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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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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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当今世界面临着人口爆炸、公共安全、生命保障、环境污染、粮食危机、资源匮
乏和温室效应等一系列的严重挑战，人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部分地寄托于生命科学的发展，因此
生命科学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科学家们及许多政治家们都毫无例外地把21世纪形容成生命科学的世纪。
作为任何生命结构和功能基本单位的细胞，也是连接生命体整体与分子的关键一环，一切生命现象都
将在细胞中得到诠释。
因此，研究细胞的细胞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中的核心学科之一，不仅在探索生命的本质方面起着关键
性作用，而且在农业、林业、医学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各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　细胞生物学研究的内容一、细胞及细胞生物学细胞（cell）最早于1665年由Rober Hooke发现
，它是组成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这一基本单位的含义既包括了结构上的，也包括了功能上的，因此只有从细胞水平上研究生物体的生
命现象才是对生命现象最本质上的揭示。
随着细胞在体外培养的实施及包括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内的物理、化学技术的进步，使细胞水平上的生
物学研究日益成为生物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因而诞生了细胞生物学（cell biology）这一生命科学领域
中最活跃、最富有发展前景的分支学科。
它从细胞角度来研究生命的发生与分化、发育与生长、遗传与变异、健康与疾病、衰老与死亡等基本
生物学现象，这些研究内容与现代医学中若干重大问题，如肿瘤的发生与转移、疾病状态下细胞的分
子机制、细胞移植治疗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这类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细胞生物学的不断进展；而这些纯粹以人体或医学为对象的细胞生
物学研究或学科也被称为医学细胞生物学（medical cel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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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细胞生物学(第4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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