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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胞是组成生命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细胞融合技术正日益成为生物医药研究开发中的一项重
要技术，利用它创建了一系列兼具亲本优良性状的生物和生物制品，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促进
了生物医药的产业化。
本书在全面综述各种细胞融合技术的基础上，对细胞电融合技术做了较深入的理论和实验研究，这对
发展新型细胞融合技术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指导，特别是对发展以MEMS（微机电系统）技术为基础的
新型细胞融合技术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本书可为本领域的科研技术人员提供依据。
同时本书全面介绍了细胞融合技术，也可供生物工程领域的科研技术人员参考。
　　全书共分为5章，在系统全面介绍各种细胞融合技术的发展背景、现状及应用前景的基础上，通
过分析细胞电融合的过程，详细讨论了细胞电融合的排队过程，随后对细胞电融合的过程进行了理论
建模及分析。
在细胞电融合的理论建模部分，首先根据霍奇金．赫克利斯（Alan Hodgkin-Andrew Huxley）模型利用
类比分析法构建起悬浮液细胞的物理模型，从电介质物理Maxwell-Wagner的界面极化理论出发，构建
了“悬浮液细胞的电偶极子模型”，并进一步构建了细胞悬浮液中细胞的介电模型、单细胞电介质电
泳效应模型和多细胞电介质电泳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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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细胞电融合技术》在全面系统介绍各种细胞融合技术的发展背景、现状及应用前景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细胞电融合的过程，详细讨论了细胞电融合的排队过程，随后对细胞电融合的过程进行了理
论建模及分析。
这些研究对发展新型细胞融合技术提供了一定的指导，特别是对发展以MEMS（微机电系统）技术为
基础的新型细胞融合技术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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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2.2 悬浮液细胞的电偶极子模型　　根据电介质物理Maxwell-wagner界面极化理论，细胞可以看
作为电介质粒子。
对于本研究中的细胞电介质粒子本身而言，细胞膜上正、负电荷束缚得很紧，可以自由移动的电子极
少，因而导电能力很差。
由脂质体和蛋白质为主体构成的细胞膜具有近乎绝缘的电性质，细胞悬浮液中的整个细胞可以看作电
介质粒子，在外加交变电场的作用下，细胞质中的电荷移至并储存在细胞膜和电解质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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