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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英文版经过修订补充，已经更新到第三版。
第三版包括了信号转导和调控方面的最新数据和参考文献，由国内从事信号转导研究多年的专家翻译
成中文。
　　作者力图汇集信号转导和调控的研究资料，并紧跟这个领域的最新进展，着重阐述动物系统和人
体的信号转导与调控，目的在于诠释信号转导分子的结构和生化特性及其调控，在各种水平上信号转
导蛋白的相互作用以及细胞通讯的基本原理。
另外，在研究结果具有非常显著的特征时，引用来自低等真核生物和原核生物的研究数据。
　　本书提纲挈领，图文并茂，可以作为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和药学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也可供这些领域的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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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为了紧跟信号转导与调控研究的最新进展，本书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作者运用了高超的讲解技艺详细地论述了基于生化理论的生物现象。
　　本书阐述了信号转导、基因表达调控、细胞周期、肿瘤病因学和调控的分子基础等内容，适用于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研究者阅读学习。
　　“提供了有关细胞信号传递和信号转导的全面论述，而且尽可能地在分子水平上解释这些过程。
”——Angewandte Chemie　　“清晰的条理与详尽的论述，使其成为学生和不熟悉细胞调控整体情况
的研究者的良师益友。
”——Biochemistry　　“实际上，本书相当于两本书：调节和信号转导。
”——Dru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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