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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科技大爆炸以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为核心，两个核心的结合产生了系统生物学。
科技大爆炸的边缘，传统生物学的发展通过生态学向社会科学逼近，一个新而古老的领域——细胞社
会学与细胞生态学正在形成，从另一个侧面阐明生命活动复杂体系的本质和应用前景。
2l世纪对生命科学的综合研究将对医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能在选择医学的一
些神奇疗法中有所突破（如针灸和经络）。
生命是一定条件下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
恩格斯概括了19世纪生物学和化学的研究成果，提出生命是蛋白体存在的形式，新陈代谢是生命的特
征的论断，与现代生命科学的观点一致。
原始的蛋白体（核酸与蛋白质）在海洋中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进化形成了当今的生物大干世
界。
随着环境的变化，旧的物种消失，新的物种形成。
从生命起源开始，生物体与其环境密切相关，与生物体直接接触的环境一微环境起了决定性作用。
水中的蛋白体容易受外界因素冲击破坏，包绕一层外膜的蛋白体就安全、稳定多了，膜内就是蛋白体
的微环境，与无膜的蛋白体相比有明显的生存优势，经过自然选择进化成原核细胞。
DNA是遗传基因的载体，如果再有一层膜保护就更有利于种族的生存、繁衍，更具生存优势，于是经
自然选择形成了真核细胞，核膜内部成了遗传物质的微环境。
微环境与生物个体是密不可分的，不仅微生物如此，人类也一样，人类只有在宇航服、太空舱、空间
站这类微环境中才能脱离地球表面生存。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即将生物与其环境视为一个系统（生态系统），加上
生物种系的进化历程，成为时间和空间上宏大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从远古的生命起源到当今所有生物
及其环境。
达尔文历经数十年的观察、综合和分析得出了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工农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污染了环境，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
，影响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健康，生态学受到发达国家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生态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渗透到生命科学的其他学科中。
多细胞生物是以细胞社会作为整体生存的，随着生物进化，环境与机体的关系也复杂化：呼吸道和消
化道的形成产生了机体内的外环境；血液循环和体液成为细胞生存的内环境。
与普通生态学中的大环境、小环境概念不同，这里所指的环境是微观的，即现代医学生物学文献所述
的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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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多年来针对肿瘤微环境的治疗策略取得很大进展，肿瘤微环境的作用机制成为研究热点。
编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将近年来肿瘤微环境和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介绍
，并从生态学观点予以评述和思考。
不仅介绍了基本资料和最新进展，还介绍了编者近年来相关的研究结果。
    本书适用于从事肿瘤和血液学临床、科研、教学的中、高级工作者；由于本书探讨正在形成中的细
胞生态学，也适用于从事其他相关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和教学人员参考；对于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
则介绍了一个似陌生又熟悉的领域，对于拓宽思路、综合运用学到的知识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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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人类社会有众多的社会科学进行专门研究；对于细胞社会虽然积累了大量资料，但是，对
其本质的认识仍未超越一个半世纪前Virchow的描述。
20世中下叶虽然不断有人发表细胞社会学的论文或专著，作为形成学科必需的理论体系尚待建立。
但是细胞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机体是细胞社会”已被广泛接受，细胞社会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机制
正在邻近学科的研究进展中逐步阐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细胞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体系形成.细胞社
会随着生物进化而进化，不同生物的细胞社会不同。
通常单细胞生物没有社会性，细菌被膜是形成细胞社会的雏形，真正的细胞社会从多细胞生物开始，
随着生物的进化呈多样性，但是有共性。
例如，从细胞社会形成的初级阶段开始就形成了细胞社会的制约机制——细胞凋亡。
即使是只由1000个细胞构成的线虫，也已经具有所有多细胞生物都有的细胞凋亡机制，根据形态发育
的需要一部分细胞必须剔除（否则只是细胞团块），通过程序性细胞死亡机制将这些细胞拆除，其组
成成分作为构建其他组织的原材料或能源再利用，类似于人类社会对组织机构的改革和改造。
多细胞生物的细胞有明显的类别，不同类别的细胞构成组织、器官在细胞社会中起不同的作用.近二十
多年的研究进展表明不同细胞表面抗原表达的组合是细胞类别的标志，众所周知的ABO血型是不同个
体（不同细胞社会）的标志；组织相容性抗原（HLA）则是同一细胞社会中不同类别细胞的标志，从
这些标志还能检测出该细胞在细胞社会中的功能等级，如干细胞、祖细胞、终末分化细胞等。
动物细胞的严格分类和分化是动物细胞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
为了保证动物的快速反应，出现了中枢神经系统等快速信号转导机制，逐渐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细胞
社会。
植物的细胞社会机制与动物明显不同，尤其是出现神经系统后的动物差别更大。
植物没有拒捕和逃避能力，往往被动物吃掉或损伤部分植株，在进化过程中以构件生物的形式，凭借
旺盛的组织再生能力延续物种的生存和繁衍。
所以植物的细胞社会不是中央集权式的，植物组织有很强的自主性，所以能够用一块植物组织在烧瓶
里培育出一颗植株，即凭借植物细胞的基因组和植物组织培养基和培养箱提供的生态环境就能生长发
育成完整的植株；有些植物通过部分组织（插枝、块根）即能在适宜的土地中长成植株。
20世纪的细胞社会学研究以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为主，因为便于实验研究。
G?M?Edelman（1988）提出了“拓扑生物学”的概念，注意到（拓扑）空间位置在胚胎发育中的重要
性。
仔细考察细胞表面抗原分布的规律和细胞的不对称性，应该承认细胞的（拓扑）空间位置在细胞社会
的组成和行为中起作用，如干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是细胞分化的基础；人体解剖位置的不对称性对行为
的影响（如“左利”）等。
畸胎瘤、错构瘤是否与细胞的（拓扑）空间位置异常有关有待深入研究。
人体由天文数字数量级的细胞组成，其细胞数远远大于地球上的人口数。
细胞组成组织和器官，其结构和功能受控于与机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密切相关的法规——人类基因
组，以及按照实时的环境状况，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表达。
人类基因组是人体细胞社会的宪法，由表观遗传学机制根据实时环境情况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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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肿瘤微环境与细胞生态学导论》是现代生物技术前沿丛书之一《细胞通讯与疾病》的后续与拓展。
《肿瘤微环境与细胞生态学导论》的编者均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实验血液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相关专业的专家。
《肿瘤微环境与细胞生态学导论》是近期正在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对相关课题研究现况的综合，加上
编者的工作经验、体会和看法，收集了至2008年初的微环境和干细胞研究的相关资料，包括微小RNA
、细胞膜纳米管道和诱导性胚胎干细胞等最近期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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