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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在民用科学研究领域中，肿瘤研究大概是投入最多、队伍最大和成果最多的。
仅就诺贝尔奖的授予来看，直接和间接与肿瘤有关的项目就数以十计。
如果把通用汽车公司癌症研究基金会自1978年起一年一度的Sloan、Kettering和Mott奖和其他国家和国
际的大奖加在一起，每年在肿瘤研究领域提供的奖金和得奖的人数就更可观了。
这充分显示了人们攻克癌症的迫切心情。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兴起之前，癌症研究的进展一直比较缓慢。
　　记得1973年10月从青海省海西州夏日哈公社卫生所调回北京肿瘤研究所时，“左”的一套仍占统
治地位，动辄召开批斗会，把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揪到台上去批斗一番，党支部书记的任务就是寻找
批斗对象和主持批斗会；为了躲开这种令人厌恶的场景，我自愿要求到河南省食管癌高发区林县去为
贫下中农送医送药。
因为，天高皇帝远，只有在林县，才有可能在送医送药之余接触阔别已久的Science、Nature等国外文
献资料。
在林县反而能自由阅读国外刊物的影印本。
记得有一篇以瞎子摸象来形容当时对癌症认识的文章，还附有一幅漫画，生动地画了几个蒙住眼睛的
“瞎子”，或揪住象尾，或扪着象肚子，或抱住象腿⋯⋯事实上，在当时比较有分量的成就仍旧是19
世纪中叶Virchow的刺激说（Reiztheorie）和Cohnheim的迷芽说（Keimtheorie）。
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大大加速和深化了癌症研究。
细胞周期及其调控、信号转导、癌基因、肿瘤抑制基因、细胞凋亡等新发现、新研究令人眼花缭乱。
癌症研究从染色体畸变跃进到基因水平。
对癌变的认识也从刺激、迷芽、染色体畸变等表面现象深入到涉及多个基因突变的级联事件。
从此，人们认识到，癌症是一类涉及许多基因的疾病，且是一类遗传性疾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肿瘤遗传学>>

内容概要

本书编著者多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或活跃在研究一线的中青年专家，因而本书具有很好的权威
性和先进性；同时内容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读性。
本书第一篇为肿瘤遗传学基础，包括癌相关基在和染色体改变，以及肿瘤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如表遗
传学和信号转导等；第二篇为肿瘤遗传学各论，重点论述中国人常见恶性肿瘤如食管癌、胃癌、肝癌
、肺癌和大肠癌等；第三篇为肿瘤防治，包括肿瘤遗传流行病学、遗传易感性、遗传咨询和生物治疗
等；第四篇为肿瘤遗传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染色体分析、微核试验、比较基因组杂交、基因芯片和生
物信息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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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与人群差异467第三节 染色体畸变与鼻咽癌469第四节 鼻咽癌相关基因471一、细胞原癌基因471二、
肿瘤抑制基因474三、鼻咽癌相关基因作用机制481第五节 鼻咽癌易感基因482第六节 EB病毒与鼻咽
癌484第七节 鼻咽癌的遗传学标志485第八节 小结485参考文献485?第三篇 肿瘤防治?第二十一章 肿瘤遗
传流行学与遗传咨询493第一节 肿瘤遗传咨询493一、概述493二、初次肿瘤遗传咨询495三、遗传风险
的评估和二次咨询497四、第二次咨询500第二节 家族性癌的遗传学测试与遗传咨询501一、概述502二
、癌相关基因测试的指征502三、测试前咨询与知情同意503四、家族性癌综合征的基因测试503五、测
试后咨询504第三节 家族性癌综合征的管理505一、家族性癌综合征的遗传学筛查505二、家族性癌高风
险人群的监测506三、家族性癌的预防507第四节 肿瘤遗传流行学509一、概述510二、肿瘤遗传流行学
的常用研究方法511三、肿瘤遗传流行学514参考文献516?第二十二章 肿瘤分子流行学520第一节 概
述520一、分子流行学的研究内容与定义520二、癌变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过程521三、肿瘤基因组流行
学的产生523第二节 生物学标志物524一、暴露生物学标志物524二、早期生物学效应的生物学标志
物526第三节 鉴定人癌的病因因子527一、致癌剂的体内浓度528二、致癌剂DNA加合物的特征528三、
检测暴露人群的早期生物学效应529四、在易感亚群中评价病因因子530第四节 个体癌易感性的影响因
素530一、遗传因素532二、种族532三、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534四、饮食与营养535第五节 癌的预防
和风险评价536一、大部分肿瘤可以预防537二、提供早期警报537三、重点保护癌易感人群537四、早
期诊断与治疗538第六节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538一、存在问题538二、前景539参考文献539?第二十三章 
肿瘤的遗传易感性543第一节 高度外显的种系突变与肿瘤易感性543一、肿瘤抑制基因种系突变543二
、DNA修复基因种系突变545三、癌基因种系突变546第二节 基因多态与肿瘤易感性547一、基
因[CD*2]环境交互作用与皮肤癌547二、代谢基因多态性与肿瘤易感性548三、DNA修复基因多态性与
癌症易感性560四、细胞生长控制基因多态性与癌症易感性565第三节 癌症遗传易感性种族差异与基因
多态568参考文献569?第二十四章 致癌致突变剂的遗传毒理学576第一节 概述576一、遗传毒理学的产生
和发展576二、遗传毒理学的研究内容及其意义576三、遗传学损伤的类型577第二节 化学致癌579一、
概述579二、人类的化学致癌物质581三、致癌物质的体内代谢582四、肿瘤促进因子583第三节 遗传毒
理学短期测试583一、概述583二、常用的遗传毒理学短期测试法585三、试验策略和设计590第四节 化
学品对人类遗传和潜在致癌风险的评价592一、遗传风险的评价592二、致癌风险的预测595三、阈值问
题596第五节 人群的生物学监测596一、人群监测的生物学标志物596二、生殖细胞的致突变效应597三
、体细胞的致突变效应598第六节 存在问题与展望599参考文献600?第二十五章 肿瘤的耐药性603第一节
多药耐药基因和P糖蛋白604一、多药耐药基因604二、P糖蛋白605三、P糖蛋白介导MDR的机制606四
、P糖蛋白介导MDR的逆转607第二节 多药耐药相关蛋白607一、MRP家族607二、MRP与多药耐药609
三、MRP的抑制剂610第三节 肺耐药蛋白610一、肺耐药蛋白的特性610二、LRP介导耐药的机制611三
、?LRP?表达的临床意义611四、LRP与MRP和P糖蛋白的关系612五、LRP介导多药耐药的逆转613第四
节 乳腺癌耐药蛋白613一、乳腺癌耐药蛋白的特性613二、BCRP介导耐药的机制614三、BCRP介导耐药
的逆转策略614四、展望615第五节 蛋白激酶C与肿瘤多药耐药615一、蛋白激酶C的生物学特性615二
、PKC与肿瘤化疗耐药616第六节 金属硫蛋白617一、金属硫蛋白的分子特性617二、MT引起肿瘤耐药
的机制618三、MT与肿瘤的发生618四、MT高表达的临床意义619第七节 与耐药619一、基因的发现与
表达 619二、的生物学功能及其作用机 制620三、与肿瘤化疗耐药〖JY 。
〗620第八节 基因芯片技术在肿瘤耐药研究中的应用621一、基因芯片在肿瘤耐药研究中的作用621二、
基因芯片技术在肿瘤耐药研究中的进展621三、展望623参考文献624?第二十六章 肿瘤的生物治疗630第
一节 肿瘤生物治疗的基本概念、治疗原理及其种类630第二节 各种生物疗法对肿瘤的治疗作用及其在
肿瘤治疗中的应用631一、卡介苗等微生物制剂631二、抗体的导向治疗633三、细胞因子输注疗法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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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继免疫治疗641五、特异性主动免疫治疗643六、基因治疗646第三节 对生物治疗在恶性肿瘤治疗
中作用的评价660参考文献660?第四篇 肿瘤遗传学的研究方法?第二十七章 常用核酸分析技术667第一节
PCR技术667一、PCR的基本原理和常规操作667二、一些衍生PCR技术669三、PCR技术在临床上应
用672第二节 核酸分子杂交673一、探针的制备和标记674二、DNA杂交675三、RNA印迹杂交和菌落原
位杂交677四、比较基因组杂交678第三节 核酸序列测定679一、化学降解法679二、Sanger酶法的基本原
理679第四节 基因表达系统分析法681一、基本原理682二、技术流程682三、主要试剂和材料684四、实
验方法684五、SAGE的应用688参考文献689?第二十八章 生物芯片691第一节 生物芯片发展简史691第二
节 生物芯片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技术692一、原理：分子识别与杂交的规律692二、关键技术694第三节 
主要技术装置和实验方法697一、微点阵系统697二、杂交室（盒）699三、芯片微阵扫描器699第四节 
生物芯片的应用701一、DNA测序和突变的研究701二、基因制图和基因型分型研究703三、RNA（基因
）表达的研究705四、比较基因组的研究708五、环境基因组计划研究709六、群体遗传学和人类进化的
研究710七、对疾病研究的意义713八、新药发明和开发的研究715第五节 生物芯片DNA微阵的局限性
和存在的问题717第六节 生物芯片技术的重大意义718参考文献719?第二十九章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721第
一节 概述721第二节 荧光原位杂交探针722一、探针分类722二、探针标记方法724第三节 荧光原位杂交
程序725一、组织细胞制片725二、杂交前预处理726三、原位杂交727四、杂交后洗涤728五、杂交信号
的检测728六、玻片复染728七、镜检与结果分析728八、杂交玻片保存729第四节 荧光原位杂交与染色
体显带729第五节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分类及其应用729一、染色体片杂交730二、间期细胞杂交730三、
比较基因组杂交731第六节 荧光原位杂交与流式细胞术及DNA图像分析731附录一 常用荧光原位杂交程
序732一、探针的标记732二、杂交混合物的配制733附录二 荧光原位杂交分析常见问题及可能的解决途
径737参考文献737?第三十章 比较基因组杂交739第一节 比较基因组杂交的原理740第二节 比较基因组
杂交程序740一、DNA探针的制备740二、DNA探针的标记743三、细胞标本的制备746四、探针和样品
的变性749五、原位杂交751六、荧光探针检测751第三节 结果分析753第四节 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的应
用754第五节 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的评价755一、CGH的优点755二、CGH的不足755三、与其他方法比
较756四、CGH成像分析的改进757第六节 展望758参考文献758?第三十一章 染色体分析技术761第一节 
染色体标本的制备761一、理论依据761二、细胞培养762三、分裂相的捕获762四、低渗处理763五、固
定763六、制片763第二节 染色体显带764一、G显带764二、R显带764三、Q显带765四、C显带765五、
高分辨显带765第三节 染色体的识别766一、染色体的分组766二、染色体ISCN特征767三、染色体畸
变769附录 染色体标本制备和显带的操作程序772一、染色体标本的制备772二、细胞同步化和高分辨染
色体制备773三、染色体显带774参考文献775?第三十二章 微核试验777第一节 概述777一、微核研究简
史777二、微核形成的细胞动力学778第二节 哺乳动物骨髓细胞微核试验783一、基本原理783二、实验
准备783三、实验程序783四、阅片与结果评价785第三节 微量外周血人体内淋巴细胞微核测试法785一
、基本原理785二、实验准备785三、实验程序786四、阅片与结果评价787第四节 培养人淋巴细胞的胞
质分裂阻滞微核试验788一、基本原理788二、实验准备788三、实验程序789四、阅片与结果评价790第
五节 脱落细胞微核试验790一、脱落细胞微核试验的常规技术790二、脱落细胞微核试验的荧光原位杂
交技术793三、脱落细胞微核试验应用的述评794第六节 微核的流式细胞仪自动化检测794一、红细胞微
核的流式仪自动化检测795二、有核细胞微核的流式仪自动化检测796第七节 微核试验的评价和展望799
参考文献?第三十三章 基因工程小鼠803第一节 概念803一、基因工程小鼠的分类803二、基因工程小鼠
的应用805第二节 转基因小鼠的产生807一、历史背景807二、产生的过程808三、几个特殊问题817第三
节 基因剔除小鼠的产生819一、历史背景819二、组成型基因剔除小鼠的产生过程821三、诱导型基因剔
除小鼠的产生过程829四、几个问题831第四节 基因替换小鼠的产生832第五节 基因工程小鼠在肿瘤研
究中的应用832一、基因工程小鼠在肿瘤研究中的优势832二、基因工程小鼠在肿瘤研究中的作用833三
、基因工程小鼠肿瘤模型的发展趋势836参考文献836?第三十四章 生物信息学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841
第一节 与肿瘤研究相关的基本数据库841第二节 肿瘤相关基因的电脑克隆844第三节 肿瘤相关的单核苷
酸多态性SNP846第四节 肿瘤组织的基因功能表达谱849第五节 肿瘤相关蛋白的空间结构模拟和药物设
计851第六节 与肿瘤研究相关的几个重要网站852参考文献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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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恶性肿瘤几乎在所有类型的细胞中均可发生。
根据组织学来源，癌症的起源可分为三种：癌（carcinoma）起源于上皮细胞，大部分成人癌症属此类
；淋巴瘤起源于脾和淋巴结等的淋巴细胞；肉瘤（sarcoma）起源于间叶组织如结缔组织、骨和肌肉等
。
以上在各种实质性组织、脏器中发生的癌症属实体肿瘤（solid tumor）。
白血病起源于骨髓造血细胞，恶性细胞存在于流动的血液中，属液体肿瘤（1iquid tumor）。
　　20世纪人类对肿瘤本质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14年Boveri首先提出癌变的染色体异常学说，但未被后人所接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众说纷纭，有免
疫缺陷说、分化失常说、病毒说和突变说等。
70年代后至今，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肿瘤细胞、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研
究不断深入，使人们认识到原癌基因的活化和肿瘤抑制基因的灭活，在癌变过程中起着中心的生物学
作用。
80年代后，肿瘤病因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等的研究表明，人类癌症的主要风险因素是环境因素，而与此
相关的代谢酶等修饰基因的遗传多态，决定了个体对这些因素的肿瘤易感性。
近5年来癌症研究进入全新的表遗传学（epigenetics）领域，、许多实验事实证明，癌相关基因可遗传
的表遗传学改变，与遗传学改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所有上述进展使肿瘤研究有了更坚实的遗传学基础。
　　人类肿瘤遗传学作为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一个分支，同样既是一门基础科学，也是一门应用科学。
作为基础科学，肿瘤遗传学研究癌症的遗传学病因、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在肿瘤发生中的
意义，检测和分析癌变过程中癌相关基因的遗传学、表遗传学改变及其机制，以及肿瘤类型和个体特
征性的癌变遗传学途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肿瘤遗传学>>

编辑推荐

　　《现代遗传学丛书?瘤遗传学》可供医药卫生、遗传学、生物学和环境科学等专业的教师、研究生
、大学生，以及有关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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