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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生物技术革命使人们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的发展对世界
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进程正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正如美国技术评估委员会1987年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作出的评估那样，现代生物技术是一次像当年
的工业革命和今天的计算机革命一样，是可以改变人类生命和未来的科学革命。
操纵遗传物质来满足生命体的特殊需要，将会给人类的现代生活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着手编写《现代生物技术导论》作为高等院校通识教育教材时的丰要指导思想，是要让本书
尽可能地反映田内外现代生物技术的基本技术内涵和最新发展，以及现代牛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法律法规和人们思维观念等方而的影响。
目的是让学生通过阅读本书后不仅能够了解现代生物技术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并且能够学到一些解
决问题的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提高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
　　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篇介绍现代生物技术基本原理与技术范畴，包括堆因工程、细
胞工程、现代发酵工程、酶工程和生物下游加工过程五个章节；第二篇介绍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包括人类疾病的基因治疗、预防性与治疗性疫苗、现代生物技术对社会技术经济
的影响、现代生物技术安全性及其影响和生物技术专利与法规五个章节。
本书的编写力求突出以下三点：一是在内容编写上既考虑到教材的基础性，又考虑到学科发展的先进
性。
作为跨专业通识教育课程，需要给学生提供最基本的知识，又要对学科的最新进展进行追踪。
本书编写时选取现代生物技术基本理论与技术进行系统介绍，并对学科的最新发展力求有所反映。
二是在内容设置上既考虑到教材的理论性和学科的系统性，又考虑到教材的适用性。
对一些必要的和关基础知识进行了简要的铺垫，使学生便于自学。
三是既考虑到现代生物技术的科学性，又考虑到其社会性。
从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典型实例介绍其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综合素质得到一
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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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推动着科学的进步，促进着经济的发展，改变
着人类的生活与思维，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它也是21世纪高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具
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现实的与潜在的生产力。
《现代生物技术导论》主要介绍了现代生物技术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伦理道德、法律法规、思维观念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
《现代生物技术导论》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流畅、可读性较强，内容涉及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
工程、酶工程、生物下游加工过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基本理论与技术范畴。
全书共分为11章，每章后面附有内容摘要和复习思考题供学生学习之用。
　　《现代生物技术导论》可作为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医学院校、农学院校等本科公共通识教育
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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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1 转基因动物和克隆动物　　2.2.1.1 克隆动物　　1997年2月27日，英囤胚胎学家Ian wilmut等科
学家在《Nature》杂志报道了体细胞克隆羊“Dolly”的诞生让全世界大为震惊，有人为之欢呼，有人
为之恐慌。
组成包括人体在内的高等动物机体的亿万个细胞，都是由一个受精卵发育而来的；像胚胎干细胞一样
，分化了的体细胞仍然具有一整套完整的遗传信息。
过去人们认为，细胞的分化程度越高，它指导早期胚胎发育成新个体的能力就越低，高度分化的体细
胞甚至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Ian wilmut的研究证明了哺乳动物高度分化的细胞核在卵母细胞质支持下也
能够恢复全能性，也翻开了人类以体细胞核克隆哺乳动物的新篇章。
此后的几年内，体细胞动物克隆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克隆”（clone）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原意是用于扦插的枝条，也就是指无性繁殖的后代群体。
克隆在植物界的应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理论上的突破则是20世纪的事。
德围植物学家Haberlandt（1902）指出，植物的体细胞具有母体全部的遗传信息，并具有发育成为完整
个体的潜能，因而每个植物细胞都可像胚胎细胞那样，经离体培养再生成为完整植株。
这就是所谓的细胞全能性。
许多科学家为证实植物细胞的全能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植物细胞全能性获得了充分的论证。
　　与植物细胞不同，在动物发育过程中分化了的细胞不能再产生完整的动物个体。
然而，动物胚胎的生长、分化和发育是否造成体细胞基因组的不可逆性修饰，即在发育过程中分化了
的细胞是否具有与受精卵相同的核等价性（nuclear equivalency）或基因组连续性，也就是说分化细胞
具有与受精卵相同的遗传信息，一直是发育生物学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胚胎学家Spemann就提出了“分化了的细胞核移入去核卵子中构建新胚胎
”这样的设想。
用两栖类动物进行的一些克隆实验表明，早期胚胎细胞核经移植可产生成熟的动物个体，而从蝌蚪及
成体动物细胞中取出的细胞核经移植生成的克隆动物最晚只能发育至蝌蚪期。
随后胚胎分割及胚胎细胞核移植克隆动物在许多物种中获得了成功，以及体细胞克隆绵羊、小鼠、牛
及山羊的成功，再次证明高度分化的细胞核仍具有全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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