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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生物医学研究的发展突飞猛进，继20世纪遗传密码、基因转录、翻译和蛋白质修饰等基本规律
的研究获得突破之后，如何控制细胞的基因表达、增殖、分化和发育等细胞信号转导过程将成为本世
纪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最大挑战。
细胞信号转导主要以细胞感受、转导机体内外环境信息的分子通路、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调节基因表
达和代谢生理反应等为其主要的研究内容。
它不仅涉及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和免疫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且与临
床医学中的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病和治疗密不可分。
因此，近年来细胞信号转导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生命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关细胞信号转导方面的研
究论文大量地出现在与生命科学有关的期刊中。
    细胞信号转导几乎涉及细胞内所有的生理活动。
独立的生物体，如酵母和细菌，在温度、渗透压和营养成分发生变化时，通过合成所需蛋白质，来提
高自身在一定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有活动能力的细胞在遇到趋化因子时，向源头移动；对于动物，肾
上腺素加强细胞的新陈代谢，生长素促进细胞进行基因复制与分裂；生物在多变，甚至于恶劣的环境
条件下，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
对于这些生命现象内在的分子机制，即细胞识别刺激并把这种识别转变为反应的过程的了解，都依赖
于我们对细胞信号转导知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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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俊发，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生物系副主任、分子生物学实验测试室主任，兼中国生理学会理事、北京生理
科学会秘书长、《生理通讯》主编、《基础医学与临床》常务编委和《中华眼底病杂志》编委等学术
职务。
2006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1996-200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做访问学者；2005年在美国德州大学医学部（UTMB）做访问研究员。
从事细胞信号转导、蛋白质化学修饰，以及脑缺血／低氧性损伤和适应形成的细胞分子机制等领域的
研究工作。
近5年获得国家、部和市级科研和人才基金等14项课题资助，其中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目前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在J BiolChem和Proc Natl Acad Sci USA等SCI杂志上发表论文29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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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配体与受体简述　　生物体由多种具有特殊结构和功能的细胞组成，是一个复杂的有机
整体。
生物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需要通过信号转导系统来传递，从而调控机体内的特定功能，以保证机体
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细胞信号转导（signal transduction）是指细胞外信号通过与细胞表面或细胞内受体的结合，引发胞内级
联反应，进而调节胞内特定蛋白酶的活性或诱导特定基因的表达，使细胞发生应答反应的过程。
生物体细胞之间信息的传递，除了可依靠直接接触或缝隙连接外，更主要的是通过配体与受体结合所
介导的细胞信号转导反应来实现的。
作为细胞信号转导过程中的重要组成成分，本章主要从概念、分类及功能等方面，对配体与受体作一
简要介绍。
　　1　配体　　配体（ligand）是生物体内能特异结合并激活受体的小分子化合物或多肽，也称为第
一信使，包括激素、神经递质、细胞因子、淋巴因子、生长因子和化学诱导剂等物质。
按其来源和化学性质不同可分为胺类信使、肽类激素、生长因子和脂肪酸衍生物等（表1.1）。
按其特点和作用机制，第一信使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1　激素　　激素通常由远离靶器官的内分
泌细胞分泌，随血液循环运输到生物体各部位而发挥作用。
一旦进入血液循环，它们被大量稀释或被相应的酶降解。
在循环中，它们大多与特异的结合蛋白形成复合物。
靶细胞周围的激素浓度十分低，所以细胞的受体必须对激素有很高的亲和力。
尽管一个靶细胞可以在几毫秒之内与激素相结合，但总的反应时间跨度在几秒到几小时不等。
按激素的化学组成可分为含氮激素、类固醇激素和脂肪酸衍生物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细胞信号转导研究技术>>

编辑推荐

　　我们期望《细胞信号转导研究技术》能够成为适合我国综合性大学和医学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
教科书，成为我国从事生命科学、基础或临床医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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