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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1年第三版出版以来，印刷了多次，对读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它是2000年完稿，所以资料来源于此前。
多年过去了，无论在人类、动物和植物方面，信号转导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飞速发展，虽作为此领域
基础知识编著，回头再看第三版已深感不足。
于是我们下决心予以改写、增补，再出第四版。
　　第四版基本上沿用前几版我们对信号转导理论的理解所安排的体系，但根据近年的进展以及崔素
娟教授等多年为研究生开此课的体验做了些修改，增加为12章。
前几章从胞间信号与受体、G蛋白作为信号转导跨膜机制起点开始介绍（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五章
到第九章分类介绍了几类主要的经典（第五章、第七章）或非经典的信号途径（第八章、第九章），
后者改动较大，其中第九章招募型受体信号途径为新增内容；第十章、第十一章重点强调和总结了细
胞内信号转导的核心环节的蛋白质磷酸化修饰与其他修饰及其功能，其中第十一章泛素化等其他蛋白
质修饰是新增内容；第十二章介绍了信号的网络特点，添加了信号专一性分子基础研究方面的进展与
信号网络研究方法。
多数章节都增加了植物方面研究进展与其特殊性的内容介绍。
　　信号转导领域的专有名词和缩写词较多，我们特此编写了名词缩写及中英文对照，以便读者阅读
。
　　基础篇第四版由孙大业、崔素娟、孙颖主编，并由我们实验室老师共同参与完成。
第一章由孙大业撰写并修改；第二章由王志玲、孙大业撰写；第三、八、九、十章主要由孙颖负责撰
写，张素巧、王志玲参与部分内容的撰写；第四、五、十一、十二章主要由崔素娟撰写并修改；其中
，第四章植物G蛋白及小G蛋白由陈玉玲撰写，第十二章细胞信号转导网络的研究方法部分内容由谢
启光撰写；第六、七章分别由郭毅、赵立群撰写并修改。
全书由孙大业和崔素娟审定。
刘玉良负责各章图表汇集、绘制、翻译等工作。
　　在此还要感谢长期以来鼓励和支持我们在此领域从事研究及鼓励出版此书的杨福愉院士、印象初
院士和宋大祥院士。
特别要感谢科学出版社编辑为促进本书再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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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细胞信号转导是研究生物信息流或细胞通讯的重要前沿领域，其基本思想已经广泛地深人到生命科学
的各个领域，成为解决生命科学许多问题分子机制的核心思路。
本书主要介绍细胞信号转导的基础知识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包括胞间信号与受体、G蛋白跨膜机制、
经典胞内信使信号途径、非经典信号途径、信号蛋白的可逆磷酸化及泛素化等其他修饰、细胞信号的
网络特点等共十二章。
所编内容在前三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部分彻底改写，反映了该领域的新成果。
    本书可供从事生物学、农学、医学的科技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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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2 神经递质的接收与灭活　　小分子的递质释放后与神经元突触后膜上受体结合，作用时间通常
仅需1ms或更短。
信号被受体接收后，可引起突触后膜Na+、K+、CI-通道启闭，形成突触后膜动作电位，或通过靶细
胞转换成为胞内信使（如CAMP，见第五章），引起一系列细胞反应。
递质随后经历一个重吸收或失活过程，既保证不断准确有效地传递信息，又使递质经济利用。
例如，乙酰胆碱是典型的小分子递质，它是由乙酰辅酶A和胆碱在胆碱乙酰基转移酶作用下，在突触
前末端合成的，之后转运到特异性囊泡。
以神经肌肉连接为例，当神经冲动到达神经肌肉连接处，位于突触末端的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开放，
钙离子从突触间隙进入突触，作用于乙酰胆碱囊泡，通过胞吐作用将乙酰胆碱释放到突触间隙。
乙酰胆碱作用于肌纤维膜上的乙酰胆碱受体，该受体为乙酰胆碱门控的离子通道，使其开放，允许一
些重要的阳离子，如Na+、K+和ca2+进入肌纤维膜，产生所谓的终板电位，引发动作电位沿肌膜传播
，从而产生肌肉收缩。
进入突触间隙的乙酰胆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迅速被清除，多数的乙酰胆碱被突触间隙中的胆碱酯酶水
解成乙酰和胆碱，胆碱被主动转运回突触前末端，再合成新的乙酰胆碱；另一小部分乙酰胆碱扩散出
突触间隙，不再作用于肌纤维膜。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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