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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身边的十万个为什么》包含了动物、植物、数学、物理、化学、社会、历史、艺术、体育、生命
等方面的内容。
本套丛书图文并茂，生动有趣。
既能帮助少年儿童增长知识，又有助于孩子素质的提高和能力的培养，是少年儿童最佳的课外知识读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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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用光学显微镜观察细胞时，只能把细胞放大几百倍到一千倍，它所看到
的细胞称为细胞的显微结构。
如果观察人的口腔黏膜细胞，可以看到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三个部分。
　　正当生物学家们为不能看到细胞更小的结构而苦恼时，物理学家们想到了电子。
电子波比光波要短得多，用电子束代替光波，就能制造出放大倍数更高的显微镜了。
1935年，德国科学家鲁斯卡第一个设计制造了电子显微镜，电子束透过超薄切片打到荧光屏上，形成
肉眼可观察的影像。
经过许多科学家的努力，近代电子显微镜分辨率已达到1.4埃（1埃=10～cm），这已同原子的直径相当
了。
　　有了电子显微镜，可把细胞放大几万倍，甚至几十万倍，看到更加复杂精巧的结构，称为细胞的
亚显微结构。
从动物细胞亚显微结构图中发现，细胞质中还有形态各异的结构叫做细胞器，如线粒体、内质网、核
糖体、高尔基体和中心体等，它们都有自己的分工。
还发现细胞核由核膜、核仁、染色质和核液几部分组成。
电子显微镜下的细胞简直是一个奇异的王国：细胞膜是王国的国境线；细胞质是王国的国土；细胞器
是林立的工厂，生产井井有条；细胞核是王国的都城，是权力机构。
　　植物细胞亚显微结构与动物细胞略有不同，细胞膜外面多了细胞壁；细胞壁中有能进行光合作用
的叶绿体，没有中心体；特别是植物细胞有大型的中央液泡。
　　什么是细胞膜　　细胞这个微小的国度，既奇妙又奥秘，许许多多未知数正等待科学家去开发，
去研究。
就拿细胞膜来说，光学显微镜下只是一层极薄的膜，但到电子显微镜下一看，原来所谓的细胞膜只是
膜外附属装置——多糖被。
真正的细胞膜是两暗一明共三层，经过生物化学分析，明带是磷脂分子，暗带是蛋白质分子。
1935年英国科学家丹尼尔提出“单位膜”理论，认为细胞膜是蛋白质——磷脂——蛋白质三夹板式的
片层结构。
　　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辛格又有新发现，他认为膜的骨架是磷脂双分子层，两层磷脂分子都是
亲水的头在外，疏水的尾在里。
外层和内层的蛋白质分子大部分伸人磷脂分子在环流的磷脂分子层中转动或移动。
这些蛋白质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运动，从细胞外到细胞内，或从细胞内到细胞外，成为细胞重要的
载体。
这就是辛格的“生物膜流动镶嵌理论”。
　　载体蛋白是名副其实的卫士，它们把守着国境线上的一个个哨口，把对细胞有害的分子拒之于国
境线外；把对细胞有用的分子扣押在国境线内，不许出境；对细胞急需的营养物质，则负责安全接送
，及时送进细胞里面。
例如海带含碘量很高，有时高于海水几万倍，蛋白质卫士照旧只准碘进不准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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