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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27章，重点介绍与组织工程联系密切的基础生命科学理论；详细论述组织工程学的核心分支
——细胞工程学、组织工程生物材料学和组织、器官构建工程学的经典学术思想与基本技术；系统介
绍各种组织工程化组织与器官构建的原理、特征以及应用组织工程化组织进行缺损修复的基本方法和
最新进展；最后还论述了组织工程医疗产品的管理与伦理学、组织工程医疗产品的安全性评价、组织
工程医疗产品的标准等内容。
　　本书理论联系实践，充分注意深度和广度相结合，适合于从事基因工程学研究的相关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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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谊林，教授，中共党员，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范。
1954年5月生于上海，1978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系，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博
士，师从我国整形外科元老，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涤生教授。
1991年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美国整形外科基金会二个资助名额的其中之一，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
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组织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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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发育生物学——组织、器官形成（生长）原则　　三、分化和图式形成　　分化是指细
胞结构和功能的特化过程，形成了特定的细胞类型（如神经元、红细胞和角质细胞等）。
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特化依赖于特定蛋白质的合成。
例如，在红细胞的发育中，细胞合成了大量的血红蛋白，因而这些细胞具有运输氧气的功能．同一个
体细胞中的遗传物质总是相同的，分化了的细胞所携带的DNA信息也是一样的，只是所表达的基因不
同而已。
分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基因的表达和调控以及表达基因的维持过程。
在细胞分裂时，细胞获得了不同的细胞质成分可能导致其基因表达的不同。
从细胞外环境或其他细胞来的信号也能激发细胞表达不同的基因。
　　图式（pattern）指不同组分有机协调的排列形式，如人五根手指的排列形式就是一种图式。
图式可以在个体的不同水平上形成。
人类成体的图式表现为头部、颈部、躯干、上肢和下肢。
图式形成（pattern formation）的过程和机制是发育生物学领域中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在发育中，由胚胎细胞分化而成的组织形成有序空间排列，进而构成有特定形态和功能的器官和机体
。
胚胎不但要发育形成所有类型的细胞，而且还必须在正确的地点和时间产生这些细胞，才能形成有功
能的组织和器官，这一过程就是图式形成．以脊椎动物前肢的发育为例，脊椎动物的前肢高度分化而
不对称，用远近轴（从肩带到指端）、前后轴（通过拇指至小指）和背腹轴（与背腹面垂直）3个轴
表示。
在远近轴上，由近肩带端的肱骨、中间的桡骨和尺骨以及手掌腕骨和末端指骨3部分构成。
开始时这些结构主要由软骨组织构成，但最终大部分被硬骨取代，各种骨和肌肉排列形成有序的组织
结构。
在前后轴上，拇指位于前端，小指位于后端。
在人类，手的发育形成互为镜像的结构，绝对不会出现两个拇指都向左边发育的现象。
在背腹轴上，手背和手心有着明显的差异。
形态发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解释特定的结构是如何在特定的部位形成。
这个问题在肢体的发育中显得尤为突出：侧板中胚层是如何形成肢体发育能力的，手指为何在肢体的
远端形成而不在其他部位形成，为什么小指会在上肢的一边形成而拇指在另一边形成一一这些都是图
式形成所要解释的问题。
细胞形成特定的有机组合后，先是形成胚体的各种原基，进而发育形成具有各自特定结构的器官。
细胞在胚胎中由于处于不同的位置而被特化成不同性质的细胞称为区域性特化（regional specifi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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