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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 细胞器之间的分工合作

Y. K. Fu



•细胞内有哪些主要的细胞器？

•细胞器是如何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细胞的生命活动的？

•什么是生物膜系统？它具有什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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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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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C919飞机是我国研制的新一

代大型客机。研制C919飞机

需要若干部门分工合作，如

整体研发设计、特种材料及

工艺技术、机械系统研发(包

括电缆、导管、发动机、座

椅、座舱设备等)、总装制造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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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1.如果缺少其中的某个部门，C919飞机还能制造成功

吗？

研制大飞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部门合

作与配合，缺少任何一个部门都难以完成研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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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2.细胞中是否也具有多种不同的“部门”？这些“部门”

也存在类似的分工与合作吗？
细胞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细胞内分布着诸多的“部
门”，它们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配合完成生命活
动。例如，分泌蛋白的合成中，细胞核是遗传信息库，
蛋白质的合成要在遗传信息的指导下进行，核糖体是
合成蛋白质的场所，同时内质网、高尔基体等细胞器
也在蛋白质合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说明细胞的生
命活动也是需要多个“部门”和“车间”协调配合完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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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细胞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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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天津卷16题（4），背景：用乳酸菌合成人胰岛素。
!"#$%&'()*+,-./0123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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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核细胞统一性

Q：人胰岛B细胞合成

和运输胰岛素所经历的

细胞结构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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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分离细胞器的方法——差速离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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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质网

高尔基体

线粒体

核糖体

中心体（低等植物）
没有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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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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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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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泡中的花青素

1. 常见花色：姹紫嫣红、万紫千红

2. 秋天枫叶变红：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果蔬变色：黑枸杞、紫甘蓝、紫薯、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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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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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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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叶绿体外膜和内膜上没有光和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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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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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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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呼吸第一阶段场所：细胞质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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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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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Q：为什么线粒体和叶绿体都是双层膜？

A：内共生学说（endosymbiotic theory）认为粒线体源

于好氧细菌，而叶绿体源于蓝细菌。两种细胞器内膜

成分与细胞中其它膜的都不同，而更接近于原核生物

的细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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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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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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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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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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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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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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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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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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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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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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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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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细胞细胞壁 =纤维素+果胶

Q：细胞核是不是细胞器？

A：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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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植物细胞亚显微结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液泡

粗面内质网

附着核糖体

游离核糖体

叶绿体

高尔基体

光面内质网

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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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1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动物细胞亚显微模式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心体

线粒体

粗面内质网
核糖体

高尔基体

光面内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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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显微结构和亚显微结构

显微结构 亚显微结构
光学显微镜下即可见 电子显微镜下才可见



细胞中有许多条“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都需

要若干细胞器的配合。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就是个

例子。

有些蛋白质是在细胞内合成后，分泌到细胞外起作用

的，这类蛋白质叫作分泌蛋白，如消化酶、抗体和一

部分激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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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2细胞器之间的协调配合



用3H标记亮
氨酸

培养豚鼠胰
腺腺泡细胞

观察放射性
标记物先后
出现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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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

实验方法：



3 min 17 min 117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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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

附着有核糖体
的内质网

高尔基体 细胞膜内侧的
囊泡及细胞外

灰点代表未被标记的分泌蛋白，红点代表被标记的分泌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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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

Q1：分泌蛋白是在哪里合成的？

分泌蛋白是在内质网上的核糖体中合成的。

注意！核糖体才是蛋白质合成的直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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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

Q2：分泌蛋白从合成至分泌到细胞外，经过了哪些细

胞器或细胞结构？尝试描述分泌蛋白合成和运输的过

程。20ABCD16EX4^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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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

Q2：分泌蛋白从合成至分泌到细胞外，经过了哪些细

胞器或细胞结构？尝试描述分泌蛋白合成和运输的过

程。20ABCD16EX4^FG

提示：分泌蛋白从合成至分泌到细胞外，经过了核糖

体、内质网、高尔基体和细胞膜等结构。分泌蛋白在

核糖体上合成，在内质网内加工，由囊泡运输到高尔

基体做进一步的加工，再由囊泡运输到细胞膜，与细

胞膜融合，将蛋白质分泌到细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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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

Q3：分泌蛋白合成和分泌的过程中需要能量吗？能量

由哪里提供？

提示：需要能量，如核糖体在将氨基酸连接成肽链的

过程中就需要能量，囊泡与细胞膜融合将蛋白质分泌

到细胞外去的过程也需要能量。这些能量主要是由线

粒体通过有氧呼吸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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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蛋白的合成、加工、运输总结



43

全程需要消耗能量
能量主要来自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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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根据蛋白分泌过程细胞器膜面积变化，判断内
质网、高尔基体、细胞膜分别是哪个？

内质网膜

高尔基体膜

细胞膜
内质网膜

细胞膜

高尔基体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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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亮氨酸，研究分泌蛋白的合成与运输过程

标记CO2，研究暗反应碳的转移途径；地质时钟

标记DNA

标记蛋白质
研究噬菌体的遗传物质

检测放射性

同位素（质子数相同、中子数不同）标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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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H2O、CO2，研究光合产物O2中氧原子的来源。

标记DNA，研究DNA复制方式。

检测密度或相对分子质量



细胞器膜和细胞膜、核膜等结构，共同构成细胞的生

物膜系统。

Q：原核生物有没有生物膜系统？

A：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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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3细胞的生物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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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2.3细胞的生物膜系统



49

CH 3.2.3细胞的生物膜系统



•原理

①叶绿体的观察（直接观察）

叶肉细胞中的叶绿体，散布于细胞质中，呈绿色、扁

平的椭球或球形。可以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形态

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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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



•原理

②细胞质流动的观察（以叶绿体的运动为标志）

活细胞中的细胞质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观察细胞质

的流动，可用细胞质基质中的叶绿体的运动作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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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



•目的要求

①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活细胞中叶绿体的形态和分布。

②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细胞质的流动，理解细胞质的

流动是一种生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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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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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

•制作藓类叶片的临时装片并观察叶绿体的形态和分布

靠近下表皮的叶
为海绵组织，叶
绿体大而排列疏
松，便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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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
•制作黑藻叶片的临时装片并观察细胞质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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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
•制作黑藻叶片的临时装片并观察细胞质的流动

每个细胞中细胞质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其流动方式

为环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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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

1. 叶绿体的形态和分布，与叶绿体的功能有什么关系？

叶绿体的形态和分布有利于接受光照，进行光合作用。例

如，叶绿体大多呈椭球形，在不同光照条件下会改变方向。

在弱光下，叶绿体以其椭球体的正面朝向光源，在强光下，

叶绿体以其椭球体的侧面朝向光源。这使得叶绿体在弱光

下能接受较多的光照，在强光下能避免被灼伤。又如，叶

片栅栏组织（接近上表皮）细胞中的叶绿体较海绵组织

（接近下表皮）的细胞中的多，这使得叶片的叶绿体能够

接受更多的光照进行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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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

1. 叶绿体的形态和分布，与叶绿体的功能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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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

2. 植物细胞的细胞质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这对于活

细胞完成生命活动有什么意义？

提示：细胞质是细胞代谢的主要场所。细胞质中含有

细胞代谢所需要的原料、代谢所需的催化剂酶、细胞

器等物质与结构。细胞质的流动，为细胞内物质运输

创造了条件，从而保障了细胞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1.基于对细胞器的理解，判断下列相关表述是否正确。

（1）细胞质由细胞质基质和细胞器两部分组成。

（2）生物膜系统由具膜结构的细胞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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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基于对动植物细胞结构的比较，可以判断水稻叶肉细

胞和人口腔上皮细胞都有的细胞器是

A.高尔基体

B.叶绿体

C.液泡

D.中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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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在唾液腺细胞中，参与合成并分泌唾液淀粉酶的细胞

器有

A.线粒体、中心体、高尔基体、内质网

B.内质网、核糖体、叶绿体、高尔基体

C.核糖体、内质网、高尔基体、线粒体

D.内质网、核糖体、高尔基体、中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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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在成人体内，心肌细胞中的数量显著多于腹肌细胞中

数量的细胞器是

A.核糖体

B.线粒体

C.内质网

D.高尔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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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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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找出下图中的错误，并在图中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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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上图是动物细胞的亚显微结构图。细胞右下方

的叶绿体应该去掉；图中的内质网与高尔基体标反了，

应该对调；图中标注的染色质应改为核仁。下图为成

熟植物细胞的亚显微结构图。图中标注的核糖体是中

心粒，高等植物细胞中不含有中心粒，应该去掉；图

中标注的核仁应改为叶绿体；标注的叶绿体应该改为

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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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酶体内含有多种水解酶，为什么溶酶体膜不会被这
些水解酶分解？尝试提出一种假说，解释这种现象。
如有可能，通过查阅资料验证你的假说。
溶酶体中含有多种水解酶，但溶酶体膜却不会被水解。
根据这一事实，可以作出多种合理假说。例如，膜的
成分可能被修饰，使得酶不能对其发挥作用；溶酶体
膜可能因为所带电荷或某些特定基团的作用而能使酶
远离自身；可能因膜转运物质使得膜周围的环境（如
pH）不适合酶发挥作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