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动物细胞工程制药 

3.2 动物细胞 

一、课程目标 

1）知识学习目标 

掌握生产用动物细胞的获得和常用生产动物细胞的特性 

2）思政育人 

通过内膜系统的知识体系的讲解，引导学生形成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生命观念，帮助

学生建立生命观念和系统意识，促进他们形成客观理性的科学自然观。从专业知识角度切

入，巧妙地体现出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在帮助学生解析弄清内膜系统成

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可引导他们体会出个人贡献推动社会发展的道理。 

二、思政案例 

1)课程思政教学实例一：系统思维 

内膜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现出细胞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组织性等特性，内膜系统的成员

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和其环境又组成一个大系统。生命系统由不同层次的结构组成，

这些结构不是孤立的，是动态相联的，这体现了生命的系统观和结构功能统一观。教师在

此可以内膜系统为案例，分析其成员内质网、高尔基体、膜泡等是如何相互联系，为细胞

蛋白质合成与分选等活动作出贡献，体现出各部分成员对细胞整体的贡献。同时提出：结

构与功能存在何种联系?内质网为何与细胞核外膜融合?高尔基体分布为何在核周围或者植

物细胞膜内侧。引导学生形成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生命观念，帮助学生建立生命观念和系

统意识，促进他们形成客观理性的科学自然观。 

2)课程思政教学实例二：个人贡献推动社会进步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价值观是大家熟知的价值观念，但往往由于拔得太

高，学生无法真正体会其中的蕴意。细胞内膜系统这章节的内容，从专业知识角度切入，

巧妙地体现出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在帮助学生解析弄清内膜系统成员之

间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可引导他们体会出个人贡献推动社会发展的道理。例如，在蛋白合

成过程中，重要监控机制分子伴侣的“错误”可导致整个蛋白合成的失败。作为对比，教

师可以帮助学生感悟出整体社会需要不同的分工，每个职能部门都是重要的环节，缺一不

可，从而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三、课程组织 

导入：同学们大家好，动物细胞工程制药的核心就是动物细胞的培养，只有我们能够顺利进

行离体细胞培养之后才能完成动物细胞工程制药。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本章的第二节动

物细胞。 

知识点 1 讲解：动物细胞的形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动物细胞的形态。动物细胞属于真核细胞，结构复杂，分化精确，不

同细胞执行不同的功能，例如神经细胞具有很长的分支，很多的纤维，以便接受和传递刺激，

红细胞呈扁圆盘状，增大其接触面。但细胞在离体培养时形态会发生变化，根据不同的需要

将离体培养的细胞分为两类：贴壁依赖型和贴壁非依赖型，或贴壁细胞和悬浮细胞。下面

我们介绍一下贴壁细胞。贴壁细胞生长时必须要有给以贴附的支持物表面，细胞依靠自身分

泌的或培养基中提供的贴附因子才能在该表面上生长和繁殖，细胞在表面上生长时有两种形

态，成纤维样细胞型和上皮样细胞型。在培养过程中，随着培养条件的变化细胞形态也会

发生改变。这两幅图是不同贴壁细胞的形态。左边是上皮样细胞，右边是成纤维样细胞。然

后是悬浮细胞。就是生长不依赖支持物表面，在培养液中悬浮生长，如淋巴细胞等。兼性贴

壁细胞。根据生长条件的不同可贴壁也可悬浮生长，比如中国地鼠卵巢细胞。 

知识点 2 讲解：动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动物细胞结构复杂，它具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细胞质内还有各种膜围绕的，形

状不同的，并有特殊功能结构的细胞器。如内质网、线粒体、高尔基体、核糖体和溶酶体。

内质网是细胞一个精致的膜系统，是通过用膜连接而成的网状结构，外连着细胞膜内连着核

膜，它增大细胞内的膜面积，为各种生化反应提供有利条件，同时是蛋白质等大分子的运输

通道，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加工以及脂质的合成车间。线粒体是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 

具有双层膜结构， 里面有 DNA、RNA 等遗传物质， 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氧化磷酸化作用合

成 ATP， 为细胞各种生命活动提供能量。高尔基体是真核细胞内膜的组成部分，与细胞的

分泌物形成有关，参与形成溶酶体，在蛋白质等大分子的输送中，它将内质网合成的蛋白质

进行加工、分类与包装，然后在输送到细胞特定部位或者分泌到细胞外面。核糖体由

RNA(rRNA) 和蛋白质组成， 是细胞内一种核糖核蛋白颗粒， 主要功能是按照 mRNA 的指令

将氨基酸合成蛋白质多肽， 核糖体是蛋白质合成的场所。 

思考题：在这部分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动物细胞的结构和特征。那么请同学们课下自己

要回忆一下，植物细胞具有什么特征?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主要区别又在哪里?希望同学们



自己回忆思考。 

思政融入：通过内膜系统的知识体系的讲解，引导学生形成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生命观念，

帮助学生建立生命观念和系统意识，促进他们形成客观理性的科学自然观。从专业知识角度

切入，巧妙地体现出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在帮助学生解析弄清内膜系统成

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可引导他们体会出个人贡献推动社会发展的道理。 

知识点 3 讲解：动物细胞的化学组成和代谢 

先看一下动物细胞的化学组成。无机成分包括水和无机盐；有机成分包括蛋白质、糖类、

脂类和核酸。然后是动物细胞的代谢。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分为三个降解阶段。简单来

说就是大分子降解为小分子，小分子代谢产生三个主要的中间产物，中间产物进入三羧酸循

环。 

知识点 4 讲解：动物细胞的生理特点 

不同于原核细胞，动物细胞的结构要比原核细胞复杂得多，它具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

胞核。细胞质内还有各种膜围绕的，形状不同的，并有特殊功能结构的细胞器。如线粒体、

高尔基体。相应的，动物细胞的生理和生长特点与细菌、酵母和植物细胞有很大的不同，归

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一些特征。而这些特点决定了动物细胞的培养和用动物细胞大量生产生

物制品有它自己的优势和难度。 

第一是细胞的分裂周期长：一般 12-48h。第二是细胞生长需贴附于基质，并有接触抑

制现象，接触抑制现象：指细胞在生长过程中达到相互接触时停止分裂的现象。第三是正常

二倍体细胞的生长寿命是有限的：时间长短决定于细胞来源的种族和年龄。正常二倍体细

胞传代培养大约在 50 代左右，然后细胞就会逐渐死亡，但在培养基中加入表皮生长因子或

经自然和人为的因素转为异倍体后该细胞可转变成无限细胞系，更适合于工业生产。第四是

动物细胞对周围环境十分敏感。如渗透压、酸度、离子浓度、剪切力、微量元素等的变化都

会影响其生长，这是由于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的保护，所以更敏感。第五是动物细胞对培养

基的要求高。原核生物只要有碳源、氮源和无机盐就可以生长；而动物细胞不仅需要 12 种

必需氨基酸，8种以上维生素，多种无机盐和微量元素、葡萄糖外，还需要多种细胞生长因

子和贴壁因子。第六是动物细胞对蛋白质的合成途径和修饰功能与细菌不同。动物细胞蛋

白质的合成在游离和粗面型内质网上都可以进行，内质网上合成的蛋白质多数为糖蛋白，需

要糖基化，而细菌细胞则没有糖基化过程。 

本节主要介绍了动物细胞的形态、结构、功能、组成代谢以及生理特征。使同学们从整体

上了解了动物细胞。总的来说，动物细胞作为宿主细胞生产药物的缺点主要有培养条件要求



高、成本高、产量低；优点是多半可分泌到细胞外，提取纯化方便，蛋白质经糖基化修饰后

与天然产物更一致，适合于临床应用。 

小结：随着对动物细胞培养基和生物反应器的研究开发，特别是治疗性单克隆抗体和疫苗等

大分子蛋白药物的出现，动物细胞表达产品已经逐步占据基因工程制药的主导地位。本节课

我们主要从动物细胞的形态、动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动物细胞的化学组成和代谢、动 

物细胞的生理特点四个方面介绍了动物细胞的相关基础内容，后续我们会继续给大家介绍动

物工程重要的新技术新发现。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咱们下节课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