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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胞生物学的第一个世纪属于细胞学家，他们在显微镜前的辛苦观察结果揭示出所有的活体事物
都由称为细胞的基本单位构成，所有的细胞都由先前存在的细胞分裂而来，每个子细胞含有与母细胞
相同的一套染色体。
在20世纪的转折期，细胞学和遗传学新兴领域的碰撞发现了染色体是遗传的物质决定者。
随后出现了更为巨大的融合，完全隶属于不同领域的细胞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意识到所有的真核细
胞利用相似的分子装置和调控机制来执行并指导染色体复制和细胞分裂的事件。
我们现在可以自豪地回顾发现这些机制的令人惊奇的二十年，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虽然有
大量的信息存在，但这些信息如何整合成一个整体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本书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我的目标是提供一本清楚简明的指导书，将大量的知识组织成一个连贯的框架，重点是强调细胞分裂
的关键问题以及分子机制是如何进化解决这些问题的。
尽管围绕关键法则来进行组织，但本书并不规避所谓的细节。
相反，它涵盖了我们对细胞分裂了解的每一层面，如从细胞学家对主要事件的描述到生化学家在原子
水平上对蛋白质结构的分析以及那些事件中的化学反应。
所有这些层面都非常重要，也是十分迷人的。
建筑师Le Corbusier在1935年描写现代航空器在形式和功能方面的惊人汇合时，说得更为有力：“没有
‘细节’，一切都是整体的重要部分。
本质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是一个整体。
”　　我衷心地感谢在撰写本书时很多同事提供了富有思想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见致谢），但我将对
其中包含的信息负全部责任。
大家都知道，教学原则有时要求夸大某些事实而忽略其他一些信息。
对于那些过度强调或没有强调的科学发现，我向那些科学家表示歉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细胞周期调控原理>>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清楚简明的指导书，将大量的知识组织成一个连贯的框架，重点是强调细胞分裂的关键问
题以及分子机制是如何进化解决这些问题的。
全书共十二章，内容包括：细胞周期概述、模式生物、细胞周期调控系统、染色体复制、有丝分裂过
程、胞质分裂、减数分裂、细胞增殖和生长的调控，以及DNA损伤反应和肿瘤的细胞周期。
每一章节由多个小节组成，每个小节为两页，有限定的主题、正文、图例和定义，书后附有全书参考
文献、词汇表以及索引。
    本书利于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和教学的教师以及研究人员参考使用，同时还可作为研究生和高年级
本科生的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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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在哺乳动物细胞和整体动物水平破坏特定基因要比在酵母中困难得多，但还是可以实现的。
标准方法是进行同源重组，即在体外培养的细胞中，利用特异的DNA载体来靶向破坏或敲除（knock
out）目的基因。
这种流程最常用于培养的小鼠胚胎干细胞（ES细胞）中，采用转基因技术最终可以获得靶基因敲除的
小鼠品系。
这种技术可从整体动物水平评估基因缺失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在研究那些参与细胞增殖和癌症控制的细胞周期调节蛋白时，这种技术特别重要。
破坏特定基因在单个细胞中的作用也可在原代培养的细胞中进行分析，这些细胞通常是取自转基因胚
胎的成纤维细胞。
　　尽管如此，破坏基因并不能用来研究那些对细胞周期进程特别重要的基因产物。
尽管RNAi有时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但目前在小鼠或哺乳动物细胞系中，还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用
来制备这些重要基因的条件性突变。
总而言之，应用严密的遗传学方法来确定哺乳动物重要基因的正常功能仍然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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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细胞周期调控原理》是按照模块化的原则编写的。
其目的在于使《细胞周期调控原理》适合娇小及参考使用。
《细胞周期调控原理》是模块化结构和特点体现于每两页纸为一小节，涵盖一个完整的主题及于之相
关的文字、插图、概念等。
这种模块化的结构和清晰的组织方式，不仅有利于教学使用，使学生更易复习，也有利于科研工作者
明确地找到所关注的最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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