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生物学的形成与发展　�
	第二节　生物科学与医学的关系　�
	    一、生长、发育　�
	    二、分化　�
	    三、干细胞与医学　�
	    四、克隆技术　�
	    五、基因组医学　�
	    六、生殖医学　�
	第三节　学习《医学生物学》的目的和要求　�
	    第一篇　生命过程的一般原理�
	第一章　生命的特征与起源�
	第一节　生命的基本特征　�
	    一、生命——以核酸、蛋白质为主导的自然物质体系　�
	    二、生命——以细胞为基本单位的功能结构体系　�
	    三、生命——以新陈代谢为基本运动形式的自我更新体系　�
	    四、生命——自主性的信息传递、转换与调节体系　�
	    五、生命——以生长发育为表现形式的“质”、“量”转换体系　�
	    六、生命——通过生殖繁衍实现的物质能量运动守恒体系　�
	    七、生命——以遗传变异规律为枢纽的综合决定体系　�
	    八、生命——具有高度时空顺序性的物质运动演化体系　�
	    九、生命——与自然环境的协同共存体系　�
	第二节　生命的起源　�
	    一、原始生命的化学演化　�
	    二、原始细胞的产生　�
	    三、自养生物的出现　�
	    四、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　�
	第二章　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
	第一节　细胞发现与细胞学说的建立　�
	    一、细胞的发现　�
	    二、细胞学说的建立　�
	第二节　细胞的基本特征　�
	    一、细胞的基本定义　�
	    二、细胞的大小、形态和数量　�
	    三、细胞的主要共性　�
	    四、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　�
	第三节　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　�
	    一、膜的化学组成　�
	    二、膜的分子结构模型　�
	    三、膜功能　�
	第四节　真核细胞的细胞器　�
	    一、蛋白质合成细胞器　�
	    二、内膜结构系统细胞器　�
	    三、能量转换的细胞器　�
	    四、细胞骨架　�
	    五、细胞表面与细胞外基质　�
	第五节　细胞与医学　�
	    一、细胞诊断　�
	    二、细胞治疗　�
	第三章　生命的延续�
	第一节　无性生殖与有性生殖　�
	第二节　配子发生　�
	    一、精子发生　�
	    二、卵子发生　�
	第三节　减数分裂　�
	    一、第一次减数分裂　�
	    二、第二次减数分裂　�
	第四节　受精　�
	    一、配子的成熟与运行　�
	    二、受精　�
	第五节　卵裂及胚泡形成　�
	第四章　生命的遗传与变异�
	第一节　遗传的分子基础　�
	    一、DNA结构特征及其生物学意义　�
	    二、人类基因组　�
	    三、断裂基因的基本结构　�
	    四、DNA复制　�
	    五、基因的表达与调控　�
	    六、基因突变与修复　�
	第二节　遗传的细胞基础　�
	    一、染色质　�
	    二、染色体　�
	    三、人类的正常核型　�
	    四、染色体的多态性　�
	第三节　遗传的基本规律　�
	    一、分离律　�
	    二、自由组合律　�
	    三、连锁与交换律　�
	第四节  遗传与人类疾病　�
	    一、染色体异常与疾病　�
	    二、单基因遗传病　�
	    三、线粒体遗传病　�
	    四、多基因遗传病　�
	第五章　生命的个体发育�
	第一节　胚胎发育过程概述　�
	    一、卵裂　�
	    二、囊胚期　�
	    三、原肠胚期　�
	    四、神经轴胚期　�
	    五、器官发生　�
	第二节　胚胎发育机制　�
	    一、遗传与发育　�
	    二、胚胎细胞分化与决定　�
	    三、胚胎发育中细胞间的相互作用　�
	    四、形态发生　�
	第三节　胚后发育　�
	    一、生长　�
	    二、再生　�
	    三、衰老　�
	    四、死亡与寿命　�
	第四节　发育异常　�
	    一、发育异常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
	    二、发育异常易感期　�
	    三、发育异常的产前诊断　�
	    第二篇　生命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分类系统�
	第六章　生命多样性及其形成机制�
	第一节　生命的多样性　�
	    一、生命多样性的主要表现　�
	    二、生命多样性的价值　�
	    三、生命多样性的保护　�
	第二节　生命多样性形成的机制　�
	    一、生命的多样性形成于生命的历史过程　�
	    二、遗传变异是生命多样性形成的基本动力　�
	    三、地理隔离分化是生命多样性形成的主要途径　�
	第七章　生物分类的方法与分类系统�
	第一节　种的概念和命名方法　�
	    一、种的概念　�
	    二、种的命名方法　�
	第二节　生物分类　�
	    一、生物分类的意义　�
	    二、生物分类的等级　�
	第三节　生物的分类系统　�
	    一、病毒界　�
	    二、原核生物界　�
	    三、原生生物界　�
	    四、真菌界　�
	    五、植物界　�
	    六、动物界　�
	第四节　动物界的主要门类　�
	    一、原生动物门　�
	    二、海绵动物门　�
	    三、腔肠动物门　�
	    四、扁形动物门　�
	    五、线形动物门　�
	    六、环节动物门　�
	    七、软体动物门　�
	    八、节肢动物门　�
	    九、棘皮动物门　�
	    十、半索动物门　�
	    十一、脊索动物门　�
	第八章　生物的进化�
	第一节　动物界进化的主要阶段　�
	    一、单细胞动物的起源与发展　�
	    二、多细胞动物的组织分化　�
	    三、多细胞动物的器官系统形成　�
	    四、脊索或脊椎的出现　�
	第二节　动物的进化系统树　�
	第三节　进化的机制　�
	    一、拉马克的进化学说　�
	    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　�
	    三、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化学说　�
	    四、中性突变进化学说　�
	    五、间断平衡论　�
	    六、新灾变论　�
	第四节　分子进化研究与分子进化工程　�
	    一、分子进化　�
	    二、分子进化工程　�
	第五节　进化科学的历史进程　�
	第九章　生物与环境�
	第一节　环境分析　�
	    一、环境组成　�
	    二、环境因子间的相互关系　�
	第二节　种群和环境　�
	    一、种群的概念及其基本属性　�
	    二、种群数量变动及种群调节　�
	第三节　群落与环境　�
	    一、群落及其基本特征　�
	    二、生态系统　�
	    第三篇　现代生物学与现代医学�
	第十章　疾病的生物学机制�
	第一节　疾病的概念　�
	第二节　疾病的发生原因　�
	    一、内在致病因素　�
	    二、外在致病因素　�
	第三节　疾病发生的条件　�
	    一、影响疾病发生的生理条件　�
	    二、影响疾病发生的心理条件　�
	    三、影响疾病发生的社会、文化条件　�
	第四节　疾病发生的规律　�
	    一、内在因素是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条件　�
	    二、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
	    三、疾病是细胞对机体的保护措施　�
	第十一章　克隆与医学�
	第一节　克隆及治疗性克隆的概念　�
	    一、克隆的一般概念　�
	    二、生殖性克隆及治疗性克隆　�
	第二节  动物克隆及治疗性克隆技术的基本方法　�
	    一、动物克隆技术的基本方法　�
	    二、治疗性克隆技术　�
	第三节　动物克隆技术的应用前景　�
	    一、动物克隆技术与医学　�
	    二、动物克隆技术与遗传育种　�
	    三、克隆技术存在的问题　�
	第十二章　人类基因组计划�
	第一节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
	    一、遗传图　�
	    二、物理图　�
	    三、序列图　�
	    四、基因图　�
	第二节　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　�
	    一、中国HGP的第一阶段　�
	    二、中国HGP的第二阶段　�
	第三节　功能基因组学　�
	    一、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　�
	    二、比较基因组学　�
	    三、环境基因组学　�
	    四、疾病基因组学　�
	    五、药物基因组学　�
	    六、蛋白质组学　�
	第四节　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
	第十三章　神经医学�
	第一节　神经医学的结构基础　�
	    一、神经元及其所处的环境　�
	    二、中枢神经系统的构筑　�
	第二节　神经、行为的功能基础　�
	第三节　神经医学简述　�
	    一、人类朊蛋白疾病　�
	    二、痴呆　�
	    三、脑缺血、缺氧　�
	    四、神经损伤的修复　�
	第十四章　生殖医学�
	第一节　人类生殖能力　�
	    一、生殖器官的发生　�
	    二、性决定与性分化　�
	    三、性成熟　�
	    四、性衰老　�
	第二节　人类生育控制　�
	    一、抗排卵　�
	    二、抗生精　�
	    三、抗受精　�
	    四、抗着床　�
	    五、抗早孕　�
	    六、抗发育　�
	第三节　人类生育障碍　�
	    一、女性不孕　�
	    二、男性不育　�
	第四节　人类辅助生殖　�
	    一、人工授精　�
	    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
	    三、人类辅助生殖相关技术　�
	第五节　人类生殖伦理　�
	    一、社会伦理问题　�
	    二、家庭伦理问题　�
	    三、性伦理问题　�
	    四、正确面对生殖伦理问题　�
	第十五章　预测医学�
	第一节　分子诊断的发展历程　�
	第二节　生物芯片　�
	第三节　分子诊断的应用　�
	    一、染色体疾病的诊断和产前筛查　�
	    二、单基因疾病的分子诊断和产前诊断　�
	    三、常见病的分子诊断　�
	    四、感染性疾病的分子诊断　�
	    五、恶性肿瘤的分子诊断　�
	    六、分子诊断的展望　�
	第四节　预测医学的道德与伦理　�
	    一、预测医学所面临的道德与伦理　�
	    二、预测医学的道德原则　�
	第十六章　干细胞与医学�
	第一节　干细胞的一般概念　�
	第二节　干细胞的研究策略　�
	    一、干细胞的生物学特征　�
	    二、干细胞的分离与鉴定　�
	    三、干细胞的临床应用　�
	第三节　胚胎性干细胞　�
	    一、胚胎干细胞的形态生化特征　�
	    二、胚胎性干细胞的增殖　�
	    三、胚胎性干细胞的定向分化　�
	第四节　成体干细胞　�
	    一、成体干细胞的形态生化特征　�
	    二、成体干细胞的增殖　�
	    三、成体干细胞的定向分化　�
	第五节　干细胞研究的应用前景及面临的问题　�
	一、干细胞研究的基础应用　�
	二、干细胞的临床应用　�
	三、干细胞研究面临的问题　�
	中英文名词索引�
	英中文名词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