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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对细胞生物学名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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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细胞生物学名词是细胞生物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地掌握名词概念对于细胞生物学知识的

全面学习具有深刻的意义。文章就着丝粒和着丝点、细胞质和胞质溶胶、自由扩散和渗透作用、中心粒和中心

体、微体和微粒体等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容易混淆的几对名词加以解析和讨论，希望对大家学习这门课

程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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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of several cell biolog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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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ell biology terms are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all cell biology contents and it is very significant to

master these terms correctly．Here，five pairs of confus cell biology terms are defined and discriminated such as

centromere and kinetochore，cytoplasm and cytosol，free diffusion and osmosis，centriole and centrosome，micro·

body and microsomes．It may be usful for your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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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细胞生物学长期的教学和学习过程中，

发现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名词，各种教材之间对他

们的解释也有所差别，这对教学和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形成了一定的障碍。现就这些名词加以解析和

区分，供大家参考。

1着丝粒(centromere)和着丝点(kinetochore，动

粒或着丝盘)

着丝粒(centromere)是真核生物细胞在进行

有丝分裂(mitosis)和减数分裂(meiosis)时，染色

体分离的一种“装置”，也足姐妹染色单体在分开前

相互联结的位置。由于着丝粒区浅染内缢，所以也

叫主缢痕。着丝粒位于异染色质区内，这里富集了

卫星DNA，也就是短的DNA串联重复序列。主

缢痕两侧是一对三层结构的特化部位，认为是非染

色质性质物质的附加物，称为动粒或着丝点，其直

接与牵动染色体向两极移动的纤丝蛋白即微管蛋

白相连接。长期以来，着丝粒和动粒这两个术语是

作为染色体上纺锤体附着区域的同义语使用的。

广义上说着丝粒也常指着丝点，然而狭义上的着丝

点是将染色体和纺锤丝微管相结合的蛋白质复合

体。遗传学文献中多用着丝粒一词，而细胞学家多

用动粒一词。后来在电镜下研究哺乳类染色体超

微结构时发现，动粒和着丝粒具有密切的关系。动

粒和着丝粒之间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关系，而且在结

构和功能上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故Plata

(1990)和Rattner(1991)将整个哺乳动物细胞染色

体主缢痕区域统称为着丝粒一动粒复合体。Plata

提出的这一模型，将其分为三个结构域：动粒结构

域、中心结构域和配对结构域。动粒结构域位于着

丝粒的表面，呈三层板状结构。动粒与纺锤体的纺

锤丝连接，与染色体移动有关L1J。

着丝粒和动粒的体积较小，蛋白含量极微。已

鉴定出5种动粒蛋白(CENP)，动粒蛋白在进化上

高度保守，由酵母、低等无脊椎动物、植物直到人类

的动粒只不过分子量略有不同。在动粒中也含有

微管蛋白。动粒具有微管组织中心的作用。

2细胞质(cytoplasm)和胞质溶胶(cytos01)

胞质溶胶(cytos01)：细胞匀浆经超速离心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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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细胞器和颗粒后的上清液部分。富含蛋白质，

占细胞内的25～50％；含有多种酶，是细胞代谢活

动的场所；还有各种细胞内含物，如肝糖原、脂肪细

胞的脂肪滴、色素粒等。胞质溶胶属细胞质的可流

动部分，并且是膜结合细胞器外的流动部分，它含

有多种蛋白和酶以及参与生化反应的因子。胞质

溶胶是蛋白质合成的重要场所，同时还参与多种生

化反应。

细胞质(cytoplasm)：细胞质膜以内、细胞核以

外的部分。由均质半透明的胞质溶胶(cytos01)和

细胞器及内含物组成。胞质溶胶约占细胞体积l／

2，含无机离子(如K+、M92+、Ca2+等)、脂类、糖

类、氨基酸、蛋白质(包含酶类及构成细胞骨架的蛋

白)等。骨架蛋白与细胞形态和运动密切相关，被

认为对胞质溶胶中酶反应提供了有利的框架结构。

绝大部分物质中间代谢(如糖酵解作用、氨基酸、脂

肪酸和核苷酸代谢)和一些蛋白的修饰作用(如磷

酸化)在胞质溶胶中进行。悬浮在胞质溶胶中的细

胞器，有具界膜的和无界膜的，它们参与了细胞的

多种代谢途径。内含物则是在细胞生命代谢过程

中形成的产物，如糖原、色素粒、脂肪滴等[2]。

在教学中，对细胞质与胞质溶胶概念的混淆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两者都存在于质膜与核被膜之

间，但是细胞质包含细胞器，而胞质溶胶不包含细

胞器，因此在教学中给以一定的关注是必要的。

3 自由扩散(free diffusion)和渗透作用(osmosis)

细胞质膜具有两个基本的特性：允许小分子物

质通过扩散穿过细胞质膜，也可以让水通过渗透通

过细胞质膜。但是扩散和渗透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扩散是物质从高浓度一侧通过质膜向低浓度

一侧移动的过程，通常把这种过程称作简单扩散。

这种移动方式是单个分子的随机运动，无论开始的

浓度有多高，扩散的结果是两边的浓度达到平衡。

虽然这种移动不需要消耗化学能，主要是依靠扩散

物质自身的能量，但从热力学考虑，它利用的是自

由能。如果改变膜两侧的条件，如加压或加热，就

有可能改变物质的流动方向，其原因就是改变了自

由能。所以，严格说来，扩散是物质从自由能高的

一侧向自由能低的一侧流动。

渗透则是指水分子或其他溶剂分子通过半透

膜的扩散。水的渗透同样是从自由能高的一侧向

自由能低的一侧流动，如果考虑到溶质的话，水是

从溶质浓度低的地方向溶质浓度高的地方流动。

细胞在不同浓度的溶液中会发生膨胀或收缩就是

细胞进行渗透吸水或失水的结果，这种现象取决于

溶液中的溶质和细胞中该物质的浓度。

因此，自由扩散和渗透作用的主要区别是扩散

的主体不同：自由扩散主要是指溶质、渗透作用主

要是指溶剂。

4中心粒(centriole)与中心体(centrosome)

中心体和中心粒常常被认为是同一种细胞器，

实际上他们是在不同的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结构，组

成上也有差别。

中心体于1888年由Von Beneden首次发现。

光学显微镜下，在细胞间期，中心体通常位于细胞

核一侧的细胞质中。细胞分裂期，完成自身复制的

两个中心体，分别向细胞两极。在所有动物细胞

中，中心体是主要微管组织中心，电子显微镜下可

观察到，其主要结构是一对相互垂直的简状的中心

粒。中心粒在细胞分裂时，周围出现一个比较明亮

的区域称中心粒团。在中心粒团的外面还有一圈

染色较深的区域，合起来称为中心球(centro—

sphere)。成对的中心粒及其所附属的中心球统称

中心体(centrosome)。因此，所谓的中心体是由中

心粒和中心粒周围物质共同组成。

动物细胞和低等植物细胞中都有中心体，中心

体能自我复制，与细胞分裂有关，是细胞分裂时内

部运动的中心。

5微体(microbody)和微粒体(microsomes)

1954年，Rhodin在电镜下观察小鼠(Musmus—

culus)肾小管上皮细胞时首先发现了微体(micro—

body)。它是指在电子显微镜观察下，存在于动物

细胞内的一种细胞器，该细胞器由单层膜包被，直

径大约为0．5“m，细胞器内具有不定形或者颗粒状

的内含物，由于个体较小，称为微体。后来在大部分

动、植物细胞中均看到了这种结构。不同生物微体

的外观相似，但所含酶类不同，据此可将微体分为

过氧化物酶体、糖酵解酶体和乙醛酸循环体n]。在

动物细胞中含有过氧化物酶体；在原生动物中含有

糖酵解酶体；而植物细胞中，既有过氧化物酶体，又

有乙醛酸循环体，植物细胞中的过氧化物酶体和乙

醛酸循环体是同一细胞器在不同发育阶段的不同

表现形式。过氧化物酶体的主要功能是利用氧化酶

和过氧化氢酶将有害物质氧化，具有解毒的作用和

对细胞起保护作用。植物细胞内的(下转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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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革试验方法与内容，加强知识贯通

当前大部分《生药学》教材均按照生药的自然

科属进行讲述，这种编排方式易于比较同科同属生

药在形态、成分及药理作用上的差别，但相同入药

部位的药材之间缺少联系，不利于实物对比学习。

因而在实验教学中，根据相同入药部位的药材在性

状和微观上具有共性的特点，在进行药材鉴别实验

时既讲述同科属药材的鉴别要点，同时让学生结合

理论课内容，总结相同入药部位药材的鉴别要

点[5]。如进行毛茛科黄连的鉴别时，可以复习该科

生药(白芍、川乌)的鉴别要点，同时也对根茎类药

材的鉴别要点进行类比，以弥补理论课课时不足，

同时也加强知识间的横向联系，使学生得到全面、

总体的记忆，这样更利于知识掌握的全面和牢固。

另外，在实验考核上，除了平时实验报告成绩外，我

们还增设了未知混合粉末鉴定等内容，以弥补该课

程多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导的不足之处，提高自主性

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的比重，从多方面提升学生的实

践技能和创新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还可适当穿插部分药物新应

用、新动态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让学生一点

一滴地积累药学知识，逐步引导学生进入药学殿

堂，为今后其他学科的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同时，通过联系实际和跨学科联系，激发学生学习

本课程的动机和兴趣，从而增强了教学效果。

总之，《生药学》是一门极其重要的专业课，但

其内容繁琐，在学习和记忆过程中比较枯燥、不容

易掌握、并易混淆。如何能让学生喜欢上这门课、

并牢固掌握，为今后中药事业贡献力量。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不断总结，一定立足于学生对生药学

知识的全面掌握，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来传授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变被动

接受为主动吸收从而显著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

平，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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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49页)乙醛酸循环体参与乙醛酸循环；动

物细胞内的糖酵解酶体主要具有糖酵解和嘌呤再

利用的功能。

微粒体(microsomes)是细胞被匀浆破碎时，内

膜系统的膜结构破裂后自己重新封闭起来的小囊

泡(主要是内质网和高尔基体)，这些小囊泡的直径

大约100 nm左右，是异质性的集合体，将它们称为

微粒体。多数情况下，微粒体是指在细胞匀浆和差

速离心过程中获得的由破碎的内质网自我融合形

成的近似球形的膜囊泡状结构[2]。根据膜囊表面是

否附着有核糖体，可将其分为粗面微粒体和滑面微

粒体。在体外实验中，微粒体具有蛋白质合成、蛋白

质糖基化和脂类合成等内质网的基本功能。微粒体

还含有细胞色素P450(CYP)酵素，与氧化代谢有

关。内质网在离心过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

其基本特征仍未消失，因此是研究内质网(尤其是

粗面微粒体)化学结构和功能的极好材料n]。

由上所知，微体是属于内膜系统的细胞器，微

粒体不是细胞内固有的细胞器，与内膜系统的细胞

器一内质网有关，是人工制造产物。由于二者名称

相近，非常容易混淆，应注意区分。

以上简要阐述并区分了这几对细胞学名词的

概念，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在细胞生物学讲解过

程中，应对这些名词加以强调。细胞生物学是生命

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学好细胞生物学对其他基础

医学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概念的正确

把握则是学好细胞学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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