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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医学类系列教材：生理学（第2版）》是高等医学院校新世纪教材《生理学
》的修订版。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医学类系列教材：生理学（第2版）》遵循教育部和卫生部关于教材建设的指导
思想，全面地介绍了生理学的基本内容。
全书每章都有英文摘要，便于双语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取舍上直接面向教学需求，并反映了学科的发
展动态，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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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细胞信号转导的组分1.信号分子多细胞生物体中约有几百种不同的信号分子。
所谓信号分子是指生物体内的某些化学分子，如雌激素、神经递质、生长因子、细胞因子等。
它们既非营养物，又非能源物质和结构物质，也不是酶。
它们的惟一功能是与细胞受体结合并传递信息。
这些信号分子中有的是蛋白质、多肽、氨基酸衍生物、胆固醇衍生物、氨基酸、核苷酸及可溶性的气
体分子（如NO、CO和H2S）等。
根据溶解度，信号分子可分为：①亲脂性信号分子：如类固醇类激素、性激素和甲状腺素等，它们不
溶于水，但容易穿过靶细胞的质膜进入细胞内，与胞质或细胞核中相应的受体结合形成配体受体复合
物，再与DNA的特定控制区结合，启动基因转录，从而影响细胞的生长和分化。
②亲水性信号分子：主要包括神经递质、生长因子、大多数肽类激素、局部化学递质等，它们不能穿
过靶细胞膜，只能经膜上的信号转换机制实现信号传递，所以这类信号分子称为第一信使（primary
messenger）或称配体（1igand）。
根据传递信息的方式不同，化学信号分子的分泌又分为下列几种：①旁分泌：细胞分泌的化学物质通
过组织液作用到邻近的细胞。
②自分泌：细胞分泌的化学物质作用于分泌细胞自身[图2-10（b）]，从而影响该细胞的分泌活动。
③远距离分泌：化学信号（激素）由内分泌腺或内分泌细胞分泌后，进入血液，并通过血液循环运送
到全身，选择性地作用于靶细胞的相应受体[图2-10（c）]。
④神经分泌：电信号传导至神经末梢，在该处电信号转变为化学信号，由神经末梢释放出神经递质
（neurotransmitter）或神经激素，并扩散通过突触间隙作用于靶细胞上的受体，或与激素一样，释放
进入血液循环，运送到全身发挥作用。
近年，化学性信息传递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是细胞因子（cytokine）。
最初对细胞因子的研究只涉及调制免疫反应的一些蛋白质，如T淋巴细胞分泌的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和干扰素（interieron）等。
但是近年来细胞因子的概念已被扩展到包括多种调节肽因子。
不仅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可以分泌细胞因子，而且血管内皮细胞、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及其他细胞
都可产生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主要调控细胞的发育、分化以及免疫反应。
在细胞发育和分化中，细胞因子作为自分泌和旁分泌因素起局部作用；在紧张和炎症反应时，细胞因
子可通过血液循环作用到远距离的靶细胞上发挥作用。
因此，细胞因子既可作为局部信号，也作为长距离信号发挥作用。
细胞因子与激素不同，它们不是由专门的腺体所产生，而且通常对很大范围的细胞起作用。
此外，细胞因子是根据机体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大多数肽类激素是预先合成的，并贮存在内分泌细胞
中，需要时才释放出来。
但细胞因子和激素之间往往又难以区分，如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是调控红细胞生成的化学
因素，一般被认为是激素，但它又可以作为细胞因子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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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医学类系列教材:生理学(第2版)》是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医学类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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