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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没有细胞就没有完整的生命。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细胞生物学是迅猛发展的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础学科，也是生命科学的带头
学科之一，细胞生物学已成为生命科学的重要支柱。
　　以细胞生物学理论和技术支撑的当代农业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已在农作物新品种培育、转基因技
术、生物反应器、动物胚胎工程、动物体细胞克隆、干细胞研究及畜禽疫苗生产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然而，农业生物技术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崭新领域，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和充实，因此，必须加
强生命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学习，使农业生物技术有长足的发展。
　　与综合院校相比，农林院校开设细胞生物学课程较晚，随着农业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教学改革
的深入，迫切需要一本能体现农业、林业和水产院校专业特色的细胞生物学教材。
为此，我们组织全国12所农业、林业和水产大学的细胞生物学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编写了这本教材。
　　本书以高等农业、林业和水产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为主要阅读对象，突出农业、林业和水产院校
的专业特色，力求反映当代细胞生物学课程建设与学科发展的新成果、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体
现现代化教育思想，强调内容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教学适用性。
在编写过程中尽量做到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条理清楚及图文并茂。
全书插图370余幅，使内容更加形象生动，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有些章后附经典实验介绍，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兴趣；还附有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未来
展望，以激发学生的钻研热情。
　　由于我们知识水平和编写能力有限，该书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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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细胞生物学》是我国第一本体现高等农业、林业、水产院校专业特色的细胞生物学教科书。
突出农业、林业和水产院校的专业特色。
章后附经典实验介绍，启迪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兴趣。
全书共16章，包括绪论，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细胞基本知识，细胞膜的结构与功能，内膜系统，线
粒体、叶绿体与过氧化物酶体，细胞骨架与细胞运动，细胞核，核糖体，细胞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细
胞信号，细胞周期与细胞增殖，细胞分化，细胞衰老与凋亡，干细胞和细胞工程。
每章后附小结、研究的热点问题和未来展望及复习题，以激发学生的钻研热情和兴趣，帮助学生把握
重点。
《细胞生物学》可供高等农林院校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畜牧、兽医、水产、农学、林学
、植保、园艺、经济动物、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及食品等专业的本科生及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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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第六章 线粒体、叶绿体与过氧化物酶体第一节 线粒体与有氧呼吸一、线粒体的形态、数量和分
布二、线粒体的超微结构三、线粒体的化学组成和酶的定位四、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功能五、线粒体
的其他功能六、过氧化物酶体第二节 叶绿体与光合作用一、叶绿体的形态、数量和分布二、叶绿体的
超微结构和化学组成三、叶绿体的光合作用四、过氧化物酶体与光呼吸第三节 线粒体与叶绿体的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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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倍体细胞培养：这种培养方法主要是用花药在人工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可以从小孢子（雄性生殖细胞）直接发育成胚状体，然后长成单倍体植株；或者通过愈伤组织诱导分
化出芽和根，最终长成植株（图2—15）。
单倍体细胞培养在植物育种中已取得了很大成就。
　　原生质体培养：一般用植物的体细胞（二倍体细胞），先经纤维素酶处理去掉细胞壁，去壁的细
胞称为原生质体（protoplast）。
原生质体在良好的无菌培养基中可以生长与分裂，经过诱导分化最终可长成植株。
也可以通过不同植物的原生质体进行融合的体细胞杂交，由此而获得体细胞杂交植株。
转基因植物细胞的培养与分化是植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基础。
　　（三）非细胞体系在细胞生物学研究中的作用　　来源于细胞，而不具有完整的细胞结构，但包
含了进行正常生物学反应所需物质（如供能系统和酶反应体系等）的体系即为非细胞体系（eell－free
system）。
近年来，非细胞体系在研究DNA复制、RNA转录、蛋白质合成、高尔基体的膜泡运输机制以及细胞核
装配（包括染色质装配、核膜装配及核骨架的装配）等方面显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非洲爪蟾卵提取物非细胞体系为例，来自非洲爪蟾的卵首先去胶膜后，经活化、裂解，然后超速离
心，去掉上层脂质和下层卵黄、色素颗粒后剩下的提取物即是非细胞反应体系。
向该体系中加入外源DNA，温育一段时间后即可重构出新的细胞核。
近年来，人们利用这一体系探讨了许多细胞生命活动中的重要问题，如细胞周期调控，核膜及染色质
的装配，核质运输等。
　二、细胞工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细胞生物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