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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教育部教育改革、提倡教材多元化的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医学部联合国内多家医学院校
于2003年出版了第1版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材，受到了各医学院校师生的好评。
为了反映最新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医学进展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是配合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建设的要求，2008年我们决定对原有的教材进行改版修订。
　　本次改版广泛收集了对上版教材的反馈意见，同时，在这次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吸收了较多院
校的富有专业知识和一线教学经验的老师参加编写，不仅希望使这套教材在质量上进一步提升，为更
多的院校所使用，而且我们更希望通过教材这一“纽带”，增进校际间的沟通、交流和联系，为今后
的进一步合作奠定基础。
　　第2版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材共32本，其中22本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教材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紧密结合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和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的
考试要求，严格把握内容深浅度，突出“三基”（即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体现“五性
”（即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继承和发扬原教材结构优点的基础上，修改不足之处，使新版教材更加层次分明、逻辑性强、
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流畅。
教材中增加了更多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的总结性图表，这原是国外优秀教材的最大特点，但在本
版我国自己编写的教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除了内容新颖、具有特色以外，在体例、印刷和装帧方面，我们力求做到有启发性又引起学生的
兴趣，使本套教材的内容和形式都双双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编写第2版教材时，一些曾担任第1版主编的老教授由于年事已高，此次不再担任主编，但他们
对改版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他们作出的贡献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教材的出版凝聚了全体编者的心血，衷心希望她能在教材建设“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再次脱
颖而出，为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同时感谢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本次改版能够顺利完成。
　　尽管本套教材的编者都是多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但基于现有的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当
之处，欢迎广大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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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全书共分十一章，内容包括：细胞的概论；细胞膜与物质运输；细胞内膜系统；线粒体；细胞骨架；
细胞核；细胞信号转导；细胞连接与细胞外基质；细胞增殖与细胞周期；细胞分化；细胞衰老与死亡
等。
本书内容丰富，讲解通俗易懂，可作为高等院校医学类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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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细胞的概论　　第一节　细胞的概念与细胞生物学　　细胞是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基
本单位，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细胞或是独立组成生命单位，例如细菌，只有单个细胞组成（unicellular organism）；或是相互之间组
成细胞群体、组织或器官、系统和整体（动物，人体），例如人体，由约1014细胞组成。
大多数生物体都是由多细胞组成（multicellular organisms）。
细胞是由一层膜性结构包围着含有细胞核（或拟核）的原生质所组成。
细胞具有分裂而增殖功能，因而是生物体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的基础。
细胞也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并具有遗传的全能性。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生命活动的科学，它在显微、亚显微和分子水平三个层次上，以研究细胞
之功能，结构之特点，亚细胞器组成为主，并不断向探究细胞与细胞间，细胞与细胞外界相互作用等
领域拓展，向探究细胞增殖、分裂、死亡等生命活动内在规律纵深的一门系统科学，可以说细胞生物
学的研究目标是揭示生命的本质。
细胞生物学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前沿分支学科之一，主要是从细胞的不同结构层次来研究细胞的生命活
动的基本规律。
从生命结构层次看，细胞生物学位于分子生物学与发育生物学之间，同它们相互衔接，互相渗透。
　　细胞的发现　　第二节　细胞生物学简史　　从研究内容来看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层次
，即：显微水平、超微水平和分子水平。
从时间纵轴来看细胞生物学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
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30年代可谓是细胞研究的第一阶段，也是细胞发现和细胞知识的积累阶段。
通过对大量动、植物的观察，人们逐渐意识到不同的生物都是由形形色色的细胞构成的。
典型的代表是英国大科学家罗博特·虎克（Robert Hooke）。
Hooke可谓多才多艺，尤其对物理学、机械制造、光学以及化学造诣颇深。
同时，他对生物学也兴趣颇浓。
1665年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他，设计了一台复杂的复合显微镜。
有一天，他把一块橡木切成一片片薄片，放到自己发明的显微镜下观察。
他发现，镜下显示的橡木薄片为边界清晰、规则排列、形状犹如一个个小盒子，有点像教士们所住的
单人房间。
因此，他把细胞命名为cellula（拉丁语，意为small room）。
这是为史上第一次有人成功观察到细胞。
实际上，Hooke所描述的cellula不过是植物细胞死亡后留下的细胞壁。
同年，他出版了《Microg：raphia》（显微图谱）一书，该书实际上是Hooke的自传，描述了他在过去
的28年间，采用不同镜片所观察到的各种实验所得，因此可以说Hooke为细胞发现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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