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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胞是生物体形态结构和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一切生命的奥秘都需到细胞中去寻找答案。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的科学，它从细胞整体水平、亚微结构水平和分子水平来研究细胞的结构与功
能，探索细胞生命活动的规律。
因此，细胞生物学是所有生命科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
从整个生命科学发展的态势来看，细胞生物学的这一学科地位在21世纪中将会继续提高，并将逐步显
示出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也是人体疾病的基本单位。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细胞生物学与医学的交叉学科，主要阐明与医学有关的细胞生物学问题。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医学的理论基础，又是现代医学的前沿学科。
对细胞的深入研究是揭开生命奥秘、征服疾病的关键。
近60年以来，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大都授予了与细胞生物学研究相关的科学家。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医学的理论基础，学习基础医学课程（如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免
疫学等）要求先学习医学细胞生物学知识；医学细胞生物学又是现代医学的前沿学科，要学好医学细
胞生物学，就得具备一定的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免疫学等知识。
医学细胞生物学与医学生物学及相关学科在内容上的难免交叉和重复，这些都在教学安排上使医学细
胞生物学陷入“困境”，也许这就是医学细胞生物学教材出现“百花齐放”局面、多种版本共存的原
因。
　　通过多年医学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实践，我们编写了一本适于一、二年级医学生使用的教材《医学
细胞生物学》，200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五年来，经一、二年级医学生试用，大大减轻了学生的负担，避免了医学细胞生物学与医学生物学及
相关学科在内容上的重复，为学习后续医学课程打下良好基础，引起医学生对细胞生物学的浓厚兴趣
，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
转眼间已过五年，细胞生物学又有了许多新进展，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有了新的经验和体会，这就是我
们编写《医学细胞生物学》第二版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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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心法则为主线来安排各种细胞器的学习顺序，重点阐明细胞膜、染色质与染色体、核糖体、
核仁、核被膜、微丝、微管、中间纤维、内质网、高尔基复合体、溶酶体、线粒体等细胞器的结构和
功能，学生能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去探索细胞信号传导、细胞增殖、细胞分化等细胞生命活动的基
本规律，掌握细胞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了解细胞生物学研究中的新进展。
全书内容深度适中，具有新颖、简明、实用的特点。
    本书可作为高等医学院校五年制和七年制教材，也可供其他层次学生选用或相关研究人员、自学者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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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溶酶体与疾病　　通过对溶酶体的研究发现，临床医学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溶酶体有关。
溶酶体在细胞内消化作用的减退或增加，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细胞的正常机能，导致机体出现某些疾
病。
溶酶体膜的不稳定或破裂，使杀伤性极强的酶外逸，将导致细胞的自溶而死亡，造成组织的炎症和坏
死。
由溶酶体造成的疾病有的是遗传性的，也有的是因环境诱发而引起的。
　　1.先天性溶酶体病 先天性溶酶体病是由于先天性缺乏某种溶酶体酶以致相应的底物不能被消化，
这些物质储积在次级溶酶体内，造成代谢障碍，是一种先天性代谢病。
例如泰一萨二氏病（Tay-Sacks disease），又名家族黑蒙性白痴，是由于糖脂分子降解发生故障所致。
患者的溶酶体内缺乏氨基己糖酯酶（hexosaminidases），脑组织中储积了超过正常值100-300倍的神经
节苷脂（ganglioside），造成患者精神呆滞，约2～6岁死亡。
又如I型糖原蓄积症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患者溶酶体中缺乏α-葡萄糖苷酶，使过多的糖原蓄积存
肝和肌细胞内。
此病多发生于婴儿，表现肌肉无力，心脏增大，进行性心力衰竭，多于2岁以前死亡。
目前已知的先天性溶酶体病达40余种，但在我国较为少见。
　　2.硅肺 硅肺是工业上的一种职业病，其病因与溶酶体有关。
当肺部吸入硅尘后，硅粉末（SiO2）被组织中的吞噬细胞吞噬。
由于在硅颗粒表面形成硅酸，与溶酶体膜的受体分子之间形成氢键使溶酶体膜破裂，释放出其中的水
解酶，引起细胞死亡，放出的硅粉末，再被健康的吞噬细胞吞噬又得到同样的结果。
如此吞噬细胞相继吞噬、死亡，最后刺激成纤维细胞分泌大量胶原，导致胶原纤维结的沉积，结果肺
的弹性降低，肺功能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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