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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生物系〉

《细胞生物学》一书是根据全国高等学校生

物类教材工作会议讨论修订的大纲编写的。初

"fl%完成后，于 t979 年 6 月 25 日至 6 月 4 日在

兰州召开审制会议。参加审稿的单位有厦门大

会、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

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细

胞生物学研究所等八个单值。人民教育出版让

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代表们根据教育部颁发教

材审稿原则从及 197'7 年 10 月在成都召开教材

会议所定的原则，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本着

认真负责的精神，逐章逐节进行了审查与讨

论。参加审机会议的代表一致认为:此书可作

为综合性大学及师范院校试用教材出版。为了

更好地提高本教材的民·量，与会代表也对初和

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会后，编者根据这

些意且，进行了问整和修改。现在修正搞和

插图，已于今年 1 月上旬全部交人民教育出版

社，预计今年秋季开学前可以出版。全书字数

近五十万字。

在成都敦讨会议上确定的《细胞生物学》编

写原则如下: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努力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明细胞生

物学的基本规律。

2. 重视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注意系

统性，力求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3. 努力反映国内外细胞生物学的新成就、

新理论和新技术，做到重点突出，少而楠，对

于经典细胞学的成就，只作一般的介绍。

4. 对于国外资料，采取批判吸收，"洋为

中J!j"。贯彻"双面方针号.

5. 注意由浅入深， t目序渐进，(爱子学生

自学。

6. 在每一章之末，应附有 tE安和 {Q 习

全书分五部分。

第一篇(细胞及其研究方法)共三章，阐述

了细胞生物学研究对象、目的和务，与其它

学科的关系，以及发展简史，细胞的结构，组

成和研究方法，以在1:使学生对细胞在一点必本

知识，为学习以后各章打下基础。

第二篇(细胞员和它的细胞器)共八卒，包

括细胞质内各种组成和细胞器。从动态观点来

说明它们的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既有特殊性，

又有一致性。这一篇的最后总结，又说明了多

样化的膜系结协的统一起源，在修订的大纲

中，本来还有细胞的运动和细胞的代谢两章，

现在把这两章都合并到这一篇，结合细胞法、

线拉体和质体的功能一起叙述。细胞的运动合

并到第十一章，结合微营与微丝的功能来阐

述。细胞的代谢一章，呼吸作用部分并入第六

章线粒体，光合作用部分并入第七章政体，其

他一些物质的合成则在第五章细胞液的功能中

讲述。这样编排后，可能把细胞水平及亚细胞

水平的结构与功能结合得更紧密一些。

第三篇(细胞核)共两章。内容是细胞核和

细胞的繁擅与哀亡。这一篇的重点是核的结构

与功能，特别对真核细胞的有丝分裂与减数分

裂、染色体的结构、分带、组型、畸变平J1化学

组成讨论较多。

编者按 s 郑国锯先生编写的高校统 A数:材《细胞

生物学》句:内即将出版， ;9便于1飞校有关教师信号谍，

本刊约请他撰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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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细胞的遗传、发育和进化〉共三

章，包括细胞遗传、细胞工程、细胞分化、核

质关系和生命起源与进化.重点是基因表达的

调控和细胞分化过程中的核质关系，以及环境

对它们的影响。细胞工程学是正在成长的分支

学科，为细胞生物学联系生产实践的重要部

分。为此，对实验的方法，介绍较为详细。

根据成都教材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教学计划

规定，细胞生物学的周学时为 6 ，总、学时为

108 (以每学期 18 周计) .去年 11 月教育部属

高等学校理科(生物类〉四年制教学计划讨论会

通过的细胞生物学的周学时为 5 ，总学时为

9Ú. 鉴于高等学校生物系各专业开设细胞生物

学所需的学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采用本教

材时，一般专业可只讲前面三篇，基本上已包括

了《细胞学》的全部内容。第四篇可作为有些学

生(如细胞生物学专业)或研究生选读的教材.

为了使本书内容保持一定的系统性与完整

性，在编写时有些部分难免与其它课程如普通

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等重

复。因此，在讲授时，这部分内容可略去.例

如，第二章的"细胞的化学组成"一节，就与

高等学校试用教材生物学第二章生命的物质基

础的内容重复。而在生物化学中也要详细讲授，

这两门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排在细胞生物学之

前，所以，这部分教材可以不讲，作为学生复

习资料。其它的例子还有一些，在这里不再一

一列举了.

为了便于说明一些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是

如何取得的，适当地介绍了若干方法，大都用

小号字排印，可作参考。有的可扼要重点叙

述，有的也可略去不讲.

每章有提要和复习题，便于学生掌握要点

及基础知识。

每章所附的补充读物是供学生进一步阅读

学习用的.这里所列的读物，如 E. J. 安布罗

斯等的《细胞生物学>>， C. J. 文弗斯的《细胞

生物学》都有中译本.还有一些文章也可在

《生物科学动态》和《生物科学参考资料》上找

到，估计各校图书馆都有。参考文献是供教师

备课时参考，很不全面，仅列出了主耍的资

料.即使这样，这些资料对有的学校来说，可

能找起来还有困难，可向北京、上海等地有关

单位借阅或复印.

插图在《细胞生物学》教材中特别重要。本

书共绘制了插图 291 幅，照片 31 张，模式图

及照片尽量采用国内资抖。在这方面虽然作了

一些努力，但收集仍很有限，因此，在使用

时，还可增加一些撞图和幻灯片，以便加深学

生对课文的理解.

缸细胞的 Gordon 会议

有关红细胞的第一届 Gordon 研究讨论会议于 1979 年 6 月 11 至 15 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普林蒙斯城的普
林蒙斯州立学院召开。

H.富兰克林·伯恩和艾伦.N.施盖克特博士共同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会议报告和讨论的主要内容有s 红
细胞的分化;血红蛋白基因;血红蛋白的生物合成;血红蛋白(包括镰形血球的血红蛋白〉分子和红血球膜导方面。

毛祖成摘自 Cell Vol. 1日，陆 3. 1979 

"病毒的遗传蛮异"讨论会

1979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美国纽约科学院在纽约市的巴尔比森一一普拉泽饭店 (Barbizon-Plaza Ho
tel)曾举办关于"病毒且传变异"的讨论会，一些积极从事改变了的病毒基因组结构的和从事发展抗病毒疫苗
的研究者一起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一是否所有的还是仅仅某些病毒表现遗传变异? 一一是否某些病毒基因较其它基因可能更易出现变异?

一-iE自然界，病毒的遗传选择、变异和稳定性的可能基础。-一不同系统中遗传变异的相互关系。
{皮1~1' 派军IJj听(Pder.Palese)j尊土平1I皮尔纳尔德·路易才:曼(Bernard Hoizman}j也1:担任 r这次会议的主席v

毛祖成摘自 Cell Vol. 18 ，陆1.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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