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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肌细胞离子通道的研究，如果从1983年膜片钳制用于心肌开始，就将近30年。
可就研究的进展来说，以发表文章数量为例，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在增长。
如果一开始以10年为界限，划分进展年限的话，那么现在5年以前的报告，就显得有些“过时”了。
这样的形容大概不算为过。
所以，往往2-3年前写的东西，至少在对研究生的教学方面已经非常不够用了。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离子通道基因突变导致的通道病，极大地推动了离子通道分子结构和功能
关系的研究，从离子通道的合成、运输直到在膜上的安装，都与分子结构中一定的氨基酸残基有关。
这当然和基因组的研究进展有密切关系，从而对离子通道的理解深入到了对它的生物学周期的认识。
因此，也就对在疾病情况下的离子通道重构，有了深入的了解。
因为离子通道在细胞膜上工作时间并不很长，从几小时到几十小时，就要更换。
它们在疾病情况下的改变并不需要很长时间。
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来自细胞内信号转导的研究，包括细胞内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研究的进展。
离子通道是以大分子复合体的形式存在，而发挥其正常作用。
同时发现，在某些通道病中，离子通道本身并无异常，只是与其结合的其他蛋白发生了突变，导致严
重心律失常。
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对离子通道大分子复合体的研究。
以上这些进展，都是近几年间的事情。
虽然在各个离子通道之间的进展很不平衡，但是这一领域已经成形，必须给予重视。
这就是写本书的目的，也是抛砖引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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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肌细胞离子通道复合体与心律失常》的读者对象是在这一领域有一定经验的研究人员、研究
生和中级以上临床医生。
心肌细胞离子通道的研究已近30年。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离子通道基因突变导致的通道病，极大地推动了离子通道分子结构和功
能关系的研究，从离子通道的合成、运输直到在膜上的安装，都与分子结构中一定的氨基酸残基有关
。
这当然和基因组的研究进展有密切系。
同时也对疾病情况下的离子通道重构有了深入的了解。
离子通道是以大分子复合体的形式存在而发挥其正常作用。
在某些通道病中，离子通道本身并无异常，只是与其结合的其他蛋白发生了突变，导致严重心律失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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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而且它对离子通道的理论研究也开辟了新的一页。
它对离子通道的分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和研究线索。
在心肌细胞离子流的研究历史上，往往都是揭露功能在先，然后逐渐探索其有关的结构。
即使是离子通道本身，最初也是从假设开始的。
离子通道的功能，也都是从离子流的特性开始研究，首先推测出其激活和失活过程，然后再推测相应
的通道活动。
当可兴奋细胞上的离子通道——钠通道的分子首次被测序以后，才最后验证了以前假设的功能。
由于离子通道的分子结构都很复杂，一开始不可能无目的地逐一改变其氨基酸残基，以观察其后果，
只能有限地观察与激活和失活有直接相关的通道结构。
这样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问。
而临床上通道病的大量发现，就提供了与离子通道活动有直接影响的氨基酸残基及其编码基因。
这对发现这些残基在该通道中的作用提出了直接的证据。
这不仅对与其主要功能的激活和失活有密切关系的残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对决定离子通道合成
、运输，以及在细胞膜上的安装有作用的氨基酸残基，都提供了证据。
这就对离子通道从合成到降解的整个“生物学周期”都指出了轮廓。
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节离子通道周期离子通道在细胞膜上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生成和降解。
最早全面阐述由离子通道病揭示通道的生物合成到降解的过程，是1999年在氯通道（CFTR）的遗传性
疾病的研究中得到的。
整个心肌细胞本身是很难新生的，但是它的有些部分是可以更换的。
研究发现，一个离子通道存在于细胞膜上的时间并不很长，从几小时到几十小时，更换速度很快。
它们是蛋白质，是由细胞核内生成，经内质网、高尔基复合体，通过不同的方式运输到细胞膜上。
在这个过程中，通道的分子结构中的某些氨基酸残基，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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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肌细胞离子通道复合体与心律失常》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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