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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 （一）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1.细胞的种类及其特点。 非

细胞结构生物主要是病毒等，它们的结构很简单，往往是由

蛋白质和DNA（或RNA）构成。原核细胞，没有成形的细胞

核，只有核区，核区内DNA分子上不含蛋白质成分，所以它

没有染色体结构，没有复杂的细胞器，只有分散的核糖体，

主要有支原体、细菌、蓝藻和放线菌等单细胞生物。真核细

胞种类繁多，它们都有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等基本结构

，有各种复杂的细胞器。 2.细胞膜的结构及功能特点。 细胞

膜主要由脂类和蛋白质组成。还有糖类和膜蛋白或膜脂结合

成糖蛋白或糖脂，分布在膜的外表面，蛋白质和脂类的比例

不是固定不变的，一般来说，功能多而复杂的生物膜，蛋白

质含量比例大。各种蛋白质在膜上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这样

磷脂双分子层构成了膜的连续体，而蛋白质分子不均匀地分

布其间，磷脂和蛋白质都是可运动的，表现出细胞膜的结构

特点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细胞膜作为细胞与外界环境的一道

屏障，当外界物质进入细胞时，不仅大分子物质不能通过细

胞膜，没有被选择的离子或小分子物质也不能通过，因此细

胞膜是一种选择透过性膜。细胞膜的选择性为细胞的生命活

动提供了稳定的内环境。 3.具有独立遗传系统的细胞器线粒

体和叶绿体。 线粒体普遍存在于动植物细胞（哺乳动物成熟

红细胞除外）中，具双层膜，内膜向内腔折叠形成嵴（扩大

内膜面积），嵴上有基粒。线粒体是细胞有氧呼吸的主要场



所，叶绿体主要存在绿色植物的叶肉细胞中，也是双层膜。

叶绿体的内部含有几个到几十个基粒，在基粒这种囊状结构

的薄膜上分布着光合色素，主要进行光反应，在基粒和基粒

之间充满基质，主要进行暗反应。线粒体和叶绿体都含少量

遗传物质，在遗传上有相对的独立性。 4.细胞膜系统。 细胞

通过细胞膜把细胞与外界隔开，通过核膜把细胞核和细胞质

分开，通过内质网膜把各个细胞器分隔开，通过高尔基体膜

把要分泌的物质进行包装运输（指动物细胞，通过液泡膜创

造植物细胞的生活环境，因此整个细胞的膜系统不仅化学组

成大致相同，而且在功能上联系紧密。如分泌蛋白往往是在

附着于内质网上的核糖体中合成，合成后经内质网（加工）

→高尔基体（包装和转运）→细胞膜（分泌）出细胞体。因

此一些科学工作者认为，高尔基体是由内质网转变而来的，

在活细胞中高尔基体膜、内质网膜、细胞膜三者可以相互转

化。 5.核糖体是由核糖体的核糖核酸（rRNA）和蛋白质构成

的椭圆形的粒状小体，其中rRNA和蛋白质的比例为1∶1。蛋

白质分子基本上排列于核糖体的表面上，rRNA分子被包围于

中央。核糖体是细胞内合成蛋白质的场所，现已发现附着于

内质网上的核糖体所合成的主要是专供输送到细胞外面的分

泌物质如抗体，酶或蛋白质类激素等.游离于细胞质基质中的

核糖体所合成的蛋白质不同，多半是分布在细胞质基质中或

供细胞本身生长所需要的蛋白质分子（包括酶分子）。在分

裂活动旺盛的细胞中，游离核糖体的数目就比较多，而且分

布比较均匀，这一点已被用来作为辨认肿瘤细胞的标志之一

。核糖体是细胞不可缺少的基本结构，存在于所有细胞中。

核糖体往往并不是单个独立地执行功能，而是由多个核糖体



串连在一条mRNA分子上高效地进行肽链的合成，这种具有

特殊功能与形态的核糖体与mRNA的聚合体称为多聚核糖体

。(本资料由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二）细胞增殖 1.细胞增殖

的意义和方式。 细胞增殖是生命的重要特征，细胞以分裂的

方式进行增殖。细胞增殖是生物体生长、发育、繁殖和遗传

的基础，真核细胞的分裂方式主要有有丝分裂、无丝分裂、

减数分裂三种，原核细胞的分裂方式一般为二分裂，不属于

无丝分裂。只有个别真核生物体的细胞可进行无丝分裂，如

蛙的红细胞，增殖迅速的肿瘤细胞等。 2.细胞分裂的原因及

细胞增殖周期。 生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当细胞的体积逐步增

加时，表现积和体积的比例就会愈来愈小，使细胞内部和外

界的物质交换适应不了细胞的生命活动需要而引起细胞分裂

，一般地说，一定量的原生质，如果分得愈小，它和外界接

触与交换物质的机会就会越多。由于细胞质中的一切生命功

能都靠细胞核中的遗传信息控制，当细胞质体积增长太大时

，造成核质调控不平衡，这样引起细胞分裂，同时，染色体

的复制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是引起细胞分裂的动力。一个细

胞周期可分为两个阶段，间期和分裂期，间期又分G1（DNA

合成前期）、S（DNA合成期）、G2（DNA合成后期）。分

裂期（M）又分前、中、后、末期。 3.植物细胞有丝分裂各

个时期的特点。 分裂间期是分裂的准备期，主要变化是DNA

的复制和有关蛋白质的合成，结果核内每个染色体都形成两

个完全一样的姐妹染色单体，它们共用一个着丝点，因此只

能算是一条染色体，但含有两个DNA分子。分裂期包括细胞

核的连续变化，染色体和纺锤体的出现，染色体平均分配到

两个子细胞中等一系列复杂变化，前期最主要的特征是“两



消失两出现”核膜、核仁消失，染色体出现，纺锤丝形成的

纺锤体出现.中期染色体的着丝点排列在细胞赤道板上，染色

体数目，形态最清晰，是辨认染色体形态和数目的最佳时期.

后期着丝点一分为二，姐妹染色单体分开，染色体暂时加倍

，末期染色体解旋变成细丝状的染色质、核膜、核仁重现，

子细胞形成。 4.动、植物细胞有丝分裂过程的异同。(本资料

由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相同点 分裂过程基本相同.染色体变化

规律相同.分裂间期染色体复制.分裂期实现染色体平均分配到

两个子细胞中去。不同点 1.形成纺锤体的方式不同.植物细胞

从细胞的两极发出许多纺锤丝形成纺锤体，动物细胞由中心

体发出的星射线形成纺锤体。原来在动物细胞分裂前，细胞

中有两组中心粒。细胞分裂时，一组中心粒不动，另一组中

心粒移向细胞的另一极，在这两组中心粒之间发出无数条放

射状的星射线，形成了纺锤体。2.末期形成两个子细胞的方

式不同。植物细胞在原来赤道板的位置出现细胞板，动物细

胞的细胞膜从中部内陷，细胞质分裂成两部分。 5.无丝分裂

。 无丝分裂是最简单的分裂方式，因在整个分裂过程中不经

历纺锤丝和染色体的变化而得名。一般核先分裂，细胞核首

先伸长。核仁向核的两端移动，同时在核的中部，从一侧或

两侧向内凹陷横缢，使核成肾形或“8”字形。然后从细胞中

部收缩成两个相似的子细胞。无丝分裂通常是单细胞生物的

分裂方式，也可以说是它们的生殖方式。在高等生物中也比

较普遍地存在，而且应该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细胞分裂方式。 

（三）细胞的分化、癌变和衰老 1.细胞分化。 细胞分化是生

物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命现象。一般多细胞生物体的发育

起点是受精卵，受精卵经过有丝分裂只能产生许多相同的细



胞，只有在功能上分化才能形成不同类型的细胞，分化的细

胞所呈现出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多源于细胞内化学物质

的变化。当细胞开始分化时，不同的细胞的不同基因会在不

同时间内被激活，活化一段时间后，一批基因的活动可能停

止而另一批基因还在活动，从而产生了特定的蛋白质，进而

产生了不同的组织。因此细胞的分化是生物体发育的基础。

2.细胞的全能性。 细胞的全能性是指已经分化的细胞，仍然

具有发育的潜能。由于体细胞一般是通过有丝分裂繁殖而来

的，一般已分化的细胞都有一整套的受精卵相同的染色体，

携带有本物种相同的基因，因此分化的细胞具有发育成完整

新个体的潜能。在合适的条件下，有些分化的细胞恢复分裂

，如高度分化的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动物细胞随着胚胎的

发育，有些细胞有分化出多种组织的潜能，但却失去了发育

成完整个体的能力，但是它的细胞核仍然保持着全能性，这

是因为细胞核内含有保持物种遗传性所需要的全套遗传物质

。(本资料由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3.细胞的癌变。含义:在个体

发育中，有的细胞由于受到致癌因子的作用，不能正常地完

成细胞分化，而变成了不受有机体控制的，连续进行分裂的

恶性增殖细胞。特征:能够无限增殖.癌细胞的形态结构发生了

变化.癌细胞的表面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细胞膜上糖脂、糖蛋

白等物质减少，细胞失去接触抑制，因此可以“转移”.癌细

胞的分裂常有“多极分裂”的现象.癌细胞对不良的环境，一

般都有较强的抵抗力。引起癌变的因子主要有外界因素和内

部因素两方面，外界因素包括物理致癌因子（如辐射致癌）

，化学致癌因子（如砷、苯、煤焦油等）和病毒致癌因子。

内部因素是由于致癌基因激活，细胞发生转化引起的。 4.细



胞的衰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生物体内的绝大多数细胞，都

要经过未分化、分化、衰老、死亡这几个阶段。细胞衰老的

过程是细胞内生理和生化复杂变化的过程，最终反映在细胞

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 1）在衰老

的细胞内水分减少，结果使细胞萎缩，体积变小，细胞新陈

代谢的速度减慢. 2）衰老的细胞内，有些酶的活性降低. 3）

细胞内的色素会随着细胞衰老而逐渐积累. 4）衰老的细胞内

呼吸速度减慢，细胞核体积增大，染色质固缩染色加深. 5）

细胞膜通透性功能改变，使物质运输功能降低。细胞衰老的

因素非常复杂，一方面是衰老因子的积累引起细胞衰老。另

一方面来自于细胞内“衰老钟”的程序表达。衰老是发育的

一个正常阶段。 5.细胞工程。 细胞工程是指应用细胞生物学

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通过类似于工程学的步骤，在细胞整

体水平或细胞器水平上，按照人们的意愿来改变细胞内的遗

传物质以获得新型生物或一定细胞产品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技

术，主要包括细胞培养技术、细胞融合技术、细胞核移植技

术、胚胎移植技术等方面。细胞培养就是把生物体内的某一

组织（或分散成单个细胞），接种在人工配制的适于细胞生

长的培养基上，然后在适当的生长条件下进行培养，使细胞

在体外继续生长和增殖。动物细胞的培养主要是从动物胚胎

或出生后不久的幼龄动物的脏器，如肾、肺、肌肉等组织细

胞，经原代培养和传代培养获得细胞系。植物细胞具有“全

能性”不同植物细胞或一种植物从不同部位培养的细胞发育

成植株的能力是不同的。常用的植物细胞培养有花粉培养和

原生质培养。细胞融合技术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将两个或

多个细胞（可以是同种细胞，也可以是异种细胞）在促融因



子（如聚乙二醇或灭活的仙台病毒）的作用下，融合成一个

杂种细胞。细胞融合又称细胞杂交。细胞核移植技术是将生

物体细胞的细胞核和细胞质拆开，然后再把分离和细胞核和

细胞质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细胞。同时把从细胞中分离出来的

染色体或基因转入另一个细胞，以及把具有经过修复的染色

体的细胞核重新放回，赋予重建的细胞以某种新的功能的技

术。胚胎移植是在高等脊椎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的细胞，

目前不能人工在体外培养成一个个体。只能在体外把受精卵

（或具有分裂能力的细胞）培养成早期胚胎后再移植到母体

子宫，生长发育成子代的过程，如试管婴儿。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