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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2版《分子影像学》的书稿已交付出版社，编辑们正紧张地工作准备出版发行。
本该是轻松的时刻，却因要为再版撰写前言而变得紧张起来了。
由于想说的东西很多，且心中更有诸多感慨，故而一时间茫茫然，不知说些什么或从何说起。
眼见已到期限，却仍无片语落于纸上，几分忧虑，几分急迫。
从2003年编写第1版《分子影像学》到今天第2版正式交付，前后共历经了7年多的时间。
暂且不说这期问编者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克服了多少困难，表现出怎样的智慧、勇气和耐力，
仅凭贡献出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这段时光，我想就足以让人感动了吧。
初拟《分子影像学》时，这门学科刚刚形成，很多东西都处在探索阶段，可供指导、参考的材料很少
；另外大多数编者对该学科的了解和研究都很局限，故而第1版《分子影像学》从诞生之日就注定了
有先天不足，这是我们急于再版的重要原因；再者分子影像学发展速度超乎想象，最新的概念、理论
、方法和应用成果不断出现、更新，这又是再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分子影像学
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一大批包括影像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专家及研究人员都加入到了这
一行列，其中不乏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所以非常有必要出版一部科学、全面、系统的专业著作，让
更多的人能够深入地了解和学习分子影像学，这也是我们急于修订再版的另一个重要考量。
第2版《分子影像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调整和改动。
编著者增加了多人，他们来自材料学、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多个专业；为了使内容更加
紧凑合理，能包含更多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对全书进行了重新的整体谋篇、方向定位；除文字上
精雕细琢外，对图片的甄别和选定也是慎之又慎，大部分图片皆出自于编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
特增加英文摘要与小结，一方面使其更加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更便于国内读者掌握英文对应的准确表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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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子影像学（第2版）》在第1版的基础上，对内容及编排形式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更新，详
细介绍了分子影像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编入了本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对其临床前和
临床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重点突出了内容的实用性和研究成果的时效性。
　　全书共分为两篇：基础篇和应用篇。
　　基础篇共分10章，主要介绍了分子影像学的发展简史，分子成像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
术和设备等，内容较第1版更为精准、完善，覆盖面更加宽泛。
着重针对探针合成这一当前分子成像研究的技术瓶颈，纳入了材料学、生物学和化学等相关技术内容
。
　　应用篇共分7章，着重介绍了分子影像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和应用情况，并详细介绍了分子成像在
肿瘤、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病诊断中的应用情况，重点阐述了分子成像在监测基因治疗、活
体细胞示踪以及新药研发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就分子影像学向临床转化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
入剖析。
　　《分子影像学（第2版）》内容系统翔实，文字浅显易懂，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可供医学影像学专业、临床专业学生使用，并可为临床各学科研究生、临床医师及其他相关生命科学
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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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宝忠，男，1961年出生，汉族。
1984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龙江学者特聘教授。
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黑龙江省分院副院长，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兼影像中心主任，美国
分子影像学会会员等职，并担任《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华肿瘤杂志》等十余家杂志编委，并任《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杂志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综合影像诊断及入人治疗。
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分子成像，尤其在肿瘤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主编及参编著作共计13部，发表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100余篇，承担国际重大合作项目、国家自然基金
及省、部、市、厅、局级课题共计21项。
获省、省高校及市厅级科学技术和卫生技术奖励共计29项，荣获“中国医师奖”、“全国医药卫生系
统先进个人”、“黑龙江省第十届劳动模范”等各类荣誉称号1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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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基础篇第一章 分子影像学概述第一节 概念和应用范围一、概念二、应用范同第二节 发展简史
一、产生背景二、发展历程三、发展现状四、前景展望第三节 基本成像原理一、直接成像二、问接成
像三、替代物成像第四节 基本成像技术一、放射性核素成像技术二、磁共振成像技术三、光学成像技
术四、超声成像技术五、CT成像技术六、多模式成像技术第五节 常见成像类型一、受体成像二、免
疫成像三、其他蛋白质分子成像四、基因表达成像第二章 分子成像靶点第一节 靶点的选择一、成像
靶点需具备的条件二、信号转导、基因表达与靶点选择三、靶点的分子结构域第二节 细胞外靶点一、
神经递质二、激素三、活性多肽四、核苷和核苷酸五、细胞调节因子六、糖类第三节 细胞膜靶点一、
受体二、酶和蛋白质三、离子通道四、糖缀化合物第四节 细胞内靶点一、核酸二、酶和蛋白质三、受
体四、第二信使第五节 靶点的筛选技术一、cDNA文库的构建二、差异基因的表达三、转基因和基因
打靶技术四、反义技术五、RNA干扰技术六、Micr0RNA技术七、系统生物学第三章 分子成像探针第
一节 概述一、概念二、常见类型三、基本结构四、一般设计要求五、分子探针穿透生物屏障的常见机
制第二节 分子探针与成像靶点结合的基础一、受体与配体的分子识别二、抗原-抗体特异性分子识别
三、酶与底物的分子识别四、特异蛋白之间的分子识别五、核苷酸链之间的分子识别六、蛋白质与核
酸分子的分子识别第三节 亲和组件的高通量筛选一、高通量筛选技术二、噬菌体展示技术三、SELEX
技术第四节 常见的分子成像探针一、放射性核素分子成像探针二、光学分子成像探针三、磁共振分子
成像探针第四章 化学和生物信号放大第一节 放射性核素分子成像的信号放大策略一、基因转移成像
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成像三、反义基因成像第二节 光学分子成像的信号放大策略一、大分子
蛋白酶敏感型探针二、小分子蛋白酶敏感型探针二、寡核苷酸敏感性探针四、基于纳米技术的探针五
、其他信号放大策略第三节 MR分子成像的信号放大策略一、环境依赖型可激活探针二、酶敏感性探
针三、生物素，链霉亲和素．生物素放大系统第五章 光学分子成像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基本原理和设
备一、基本原理二、基本设备三、应用概况四、成像特点第三节 光学分子成像探针一、概述二、内源
性探针三、外源性探针第四节 荧光分子成像一、绿色荧光蛋白成像二、近红外线荧光成像第五节 生
物发光成像一、荧光素酶二、荧光素酶催化底物产：生荧光的原理三、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成像原理四
、生物发光成像设备五、生物发光成像过程六、生物发光成像的应用概况七、活体生物发光成像的主
要影响因素第六章 磁共振分子成像第一节 概述一、MRI的定义及发展简史二、MR分子成像的发展简
史第二节 MRI基本原理、设备和技术一、基本原理二、成像设备三、成像技术第三节 MR分子成像探
针一、概述二、MR对比剂的弛豫机制三、临床常用的MR对比剂四、常用的MR分子成像探针第四节
MR报告基因成像一、酪氨酸激酶报告基因系统二、β-半乳糖苷酶报告基因系统三、转铁蛋白受体报
告基因系统四、肌酸激酶报告基因系统五、铁蛋白报告基因系统第五节 MR分子成像的应用概况一、
基因分析及基因治疗二、肿瘤的早期诊断三、监测新生血管生成四、监测细胞凋亡⋯⋯第二篇 应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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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医学影像学发展始终紧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型设备和特异性探针的研发使得医学影像学在众多
科研领域中站稳了脚跟，如在生物学，基因工程学，化学等领域。
重要的是，医学影像学开创了分子和功能成像的新时代。
在癌症研究领域，医学影像学在传统的定位诊断基础上，不但将肿瘤细胞发生、发展过程进行直观、
实时、动态地成像，还可满足科研人员对肿瘤进行定性、定量的研究需求，使得人们对肿瘤的认识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将以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为基础，紧密围绕分子影像学在肿瘤基础研究领域的应用
展开论述。
一、肿瘤的发生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最基本的生物学特征是瘤组织的无限增殖和瘤细胞的分化异
常。
由于恶性肿瘤细胞在形态、功能和代谢等方面与其起源的组织细胞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称
为异型性（atypia），或称恶性表型（malignant phenotype）。
以下先就肿瘤细胞的形态特点、肿瘤的生长和细胞动力学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肿瘤细胞的形态学特征1.肿瘤细胞光镜水平的改变在光镜下主要能看到以下三个特征：（1）肿
瘤细胞的多型性：瘤细胞大小和形态不一，通常较其起源细胞为大，可有单核或多核瘤巨细胞出现；
（2）核的异型性：表现为瘤细胞核的大小、形状及染色不一致，细胞核的体积增大，胞核与胞浆的
比例增大；（3）胞质的改变：正常细胞质通常呈嗜酸性，瘤细胞的胞质因核蛋白体增多而呈嗜碱性
或嗜双色性。
2.肿瘤细胞电镜水平的改变肿瘤细胞电镜下所见，即超微结构，比起相应的正常细胞，仅有量的差别
而并无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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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子影像学(第2版)》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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