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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
正是由于生物的多样性，才有了今天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的地球。
从高等动物人类到微观世界的微生物，从植物到动物，从无机界到有机界，生物的遗传密码控制着所
有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代谢、进化、行为等的根本。
复杂而有序的生物界相互依存、演化与发展的奥秘就在遗传密码。
　　1865年，孟德尔通过7对豌豆种子和8年艰辛的试验，得出了现代遗传学的基本定律和“遗传因子
”的逻辑概念。
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这一伟大发现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直到他去世以后的1900年才被重新发
现，这一年也因而被后人称为现代遗传学的起点。
孟德尔也被后人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
　　1953年4月25日，沃森、克里克的论文“核酸的分子结构——DNA结构”发表在著名的《自然》
杂志上，这不足1000字的论文改变了世界，DNA的双螺旋分子结构和半保留复制方式使我们对生命有
了本质的认识。
随后，克里克等提出的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揭示了整个生物界复杂但高度有序地发展与演变的
机理。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蛋白体是生命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蛋白体的化
学组成部分的不断自我更新。
”恩格斯不仅揭示了蛋白体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还指出了蛋白体的功能是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1966年，经过科学家们的奇妙想象和严密论证，人们破译了基因编码蛋白质的全部遗传密码。
从最简单的无细胞结构病毒到“万物之灵”的人类，遗传密码的含义都是一样的，共用一部遗传密码
字典。
遗传密码字典的普遍性，从分子水平上证明了生命的统一性。
　　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是细胞。
除病毒之外的所有生物均由细胞所组成，但病毒生命活动也必须在细胞中才能体现。
一般来说，细菌等绝大部分微生物以及原生动物由一个细胞组成，而高等动植物则是多细胞生物。
　　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它们是地球上占有最多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生物。
我们平常认为是不毛之地的那些地方，都有多种微生物生活着。
微生物繁殖能力极强，按体重增加一倍时间来说，微生物生长最慢的也只需几个小时就足够了，一
般10多分钟微生物就能从小长大。
从我们吃的馒头、喝的啤酒，到食物的营养消化，众多微生物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
　　生物体内各种生物化学反应主要在酶的参与下完成。
没有酶的参与，新陈代谢只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进行，生命活动就根本无法维持。
例如食物必须在酶的作用下分解成小分子，才能透过肠壁，被组织吸收和利用。
　　控制生命遗传的基本物质是基因，基因几乎决定了一个生物物种的所有生命现象。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传统的遗传科学主要的主要研究内容。
但传统的遗传技术只能在差别不大的近缘物种间进行，而且一般要经过很长时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
产生一定效果。
现在生物学家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可以根据基因的某些特性，人为改变遗传内容和结果，这门科学
称为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很像技术科学的工程设计，即按照人类的需要把这种生物的这个“基因”与那种生物的那个
“基因”重新组装成新的基因组合，创造出新的生物或使原生物具有新的特性。
生物工程使传统遗传学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生命遗传密码相关的细胞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
、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等基础知识。
限于作者水平所限，文中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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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新知识大搜索”系列丛书诚邀多位专家编写，坚持实用、易懂的原则，力求通过全新的角度
来阐释宇宙、地球、海洋、陆地、节能、环保、资源，以及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
书中文字简约，行文流畅，设计精美。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遗传密码》分册。

　　多位专家合力打造，全新角度权威奉献！
“全新知识大搜索”系列丛书阐释了宇宙、地球、海洋、陆地、节能、环保、资源，以及人文科学的
各个方面。
本书为系列之一。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生命遗传密码相关的细胞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
、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等基础知识。
本书文字简约，行文流畅，设计精美，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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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细胞工程基础　　细胞衰亡　　机体的绝大部分细胞都经由未分化到分化、衰老、死亡
的历程。
在机体内总是有细胞在不断地衰老和死亡，同时又有新增殖的细胞来替代它们。
在人的机体内，仅仅红细胞，每分钟就要死亡数百万至数千万之多。
因此，细胞衰老和死亡是细胞生命活动中的必然规律，也是重要的细胞生命现象。
　　细胞的衰老是细胞内部结构的衰变，细胞生理功能衰退或丧失。
表现为细胞呼吸率减慢，酶活性降低，最终反映出形态结构的改变，表现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
低和维持细胞内环境能力的减弱，出现功能紊乱等多种变化。
　　细胞衰老与细胞的寿命密切相关。
同一机体内的所有细胞都来自受精卵，这些不同组织器官的细胞以不同速率、不同方式衰老死亡。
同时又有细胞增殖与新生，处于动态平衡。
故绝大多数细胞的寿命与机体的寿命是不相等的。
而且各种细胞的寿命差异很大。
如表皮细胞为4～10天，红细胞为3周至3个月。
一般来说，能保持继续分裂能力的细胞是不容易衰老的；而分化程度高、不分裂的细胞寿命有限。
衰老现象容易在短寿命细胞中见到。
　　细胞发育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死亡，细胞死亡如同细胞的生长、增殖、分化一样，是细胞的生命现
象。
细胞死亡的一般定义是细胞生命现象不可逆的停止。
单细胞生物的细胞死亡即个体的死亡，而多细胞生物个体死亡时，并非机体的所有细胞都立即停止生
命活动。
当然活体内的细胞也并非全都活着，无论是青年机体和老年机体内都存在着大量的衰老死亡细胞。
　　引起细胞死亡的因素很多。
如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病原体侵入等都可造成细胞死亡。
根据死亡的模式不同，可分为程序性细胞死亡和细胞的病理性死亡——坏死两种类型。
　　程序性细胞死亡又称为细胞凋亡，是指在一定生理和病理条件下由基因控制的细胞自主有序的死
亡过程。
与细胞的坏死不同，细胞凋亡就如同树叶或花的自然凋落一样，是一种主动过程，是更好地适应生存
环境而主动采取的死亡过程。
细胞坏死则是病理刺激引起的细胞死亡，细胞坏死是不可逆的被动过程。
　　细胞的衰老和死亡是细胞生长发育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对于细胞死
亡的研究，尤其是对于细胞凋亡的研究，无疑有利于疾病机制阐明，以及对疾病新的冶疗方法的探索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干细胞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高度增殖及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群。
这些细胞既可以通过细胞分裂来维持自身的大小，又可以分化成各种不同的组织细胞。
也就是说干细胞是指那些尚未发育成熟的细胞，它们具有再生为各种组织和器官的潜能，医学上称其
为“万能细胞”。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干细胞研究的热潮此起彼伏，各国科学家都在因为组织或器官损伤或
功能衰竭影响人类健康（尽管接受相应的冶疗，如外科修复、人工假肢、机械装置、甚至移植，仍难
以恢复到以前的功能）的问题，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时，一些学者便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干细胞上，并先后在国际著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及宣布研
究成果。
　　那么，为什么干细胞具有这么大的神力呢？
原来，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动物出生后，组织器官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只有体积的增大，而不再有其他类
型细胞的分化和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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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生命的进程中，许多细胞是需要不断地更新的，比如血液细胞、皮肤和肠上皮细胞等。
这种不断的更新不是无限量进行的，它是受到一定的控制，使之维持在相应范围之内。
这种控制与维持就是干细胞这一特殊细胞群的功能决定的。
可见动物机体为了弥补细胞分化过程中，由于高度分化而导致没有分裂能力这一不足，而保留了一部
分未分化的原始细胞（干细胞），一旦需要这些细胞便可按照发育的途径，分裂而产生新的细胞以补
充其生理需要，这也正是干细胞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根据干细胞的基本能力，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即全能干细胞，这种细胞具有形成完整个体分化
的潜能，如受精卵；多能性干细胞，如造血干细胞；单能性干细胞，如成肌细胞。
　　按照生存阶段，干细胞可分为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
传统上认为，胚胎干细胞是全能的，具有分化为几乎全部组织和器官的能力。
而成年组织或器官内的干细胞一般认为具有组织特异性，只能分化成特定的细胞或组织。
但近年最新的研究表明，组织特异性干细胞同样具有分化成其他细胞或组织的潜能，这为干细胞的应
用开创了更广泛的空间。
　　干细胞的应用非常广泛，涉及到医学的多个领域。
美国《科学》杂志1999年将干细胞研究列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一，排在人类基因组测序和克隆技术
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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