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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贺师鹏、胡雅儿、夏宗勤主编的《受体研究技术(第2版)》保持科学性、知识性、可操作性的宗旨
，在第1版内容基础上增加了G蛋白偶联受体变构调节剂及其结合位点的基本知识，并介绍了以细胞生
物功能为基础测定配基的解离平衡常数的方法、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受体药物靶标确认技术、病
毒受体基本知识等当代受体研究中的新思想和新技术。
再版后的《受体研究技术》跟上了受体研究的新潮流。

　　《受体研究技术(第2版)》适用于临床与基础医学、药学、农学、化学、物理学等各学科有志从事
受体研究的硕士、博士及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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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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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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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受体的概论第一节 受体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一、受体发展史受体的概念始于一
百多年前。
Ehrlich（1854-1915年）在许多领域中都是先驱者，包括毒物学、组织化学、免疫学和化疗学（包括抗
寄生物和抗癌）。
他的工作重心是了解试剂对生物体的选择性，他的研究推动受体生物学的发展。
尽管如此，从来没有使用过“受体”这个术语。
同一时期，Langley（1852-1926年）在1901年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假设，即药物在神经末梢起作用，即使
在变性断绝的节前神经末梢，尼古丁仍作用于交感神经节。
1905年，他提出新的概念——骨骼肌表面上的接受物质（receptivesubstance）介导药物的作用。
他还假设，这些接受物质在不同的物种上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只有在RaymondAhlquist（1948年）鉴定了肾上腺素，表明它对两种不同的受体有不同的效应后
，受体介导药物生物学效应的理论才获得认可。
1905年，Elliott在研究麦角作用时，发现它在不同组织中有不同的效价（potency），从而提出了受体有
组织的特异性分布。
20世纪20年代末，（21ark在研究乙酰胆碱对离体蛙心肌作用时，对乙酰胆碱的量效关系做了定量分析
，指出许多生物活性物质与其特异性受体之间的反应是一个可逆的处于动态平衡的过程，符合质量作
用定律，还提出了生物活性物质与相应受体亲和力的概念，以及药物产生的效应与受体的结合量呈正
比关系的概念。
他于1933年在《药物对细胞的作用方式》一书中对受体占领理论作了详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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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受体研究技术(第2版)》是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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