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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引介这套新版的《植物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前沿》系列丛书需要追溯到前一
套丛书启动时的上个世纪80年代，了解一下当时植物化学的状况。
当时，我们二人（PaulStllmpf和EricConn）牵头组织植物化学领域的顶尖科学工作者撰写了那个系列丛
书。
1980年，我们曾为那套丛书写了一个总序，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到了应该出版一套《植物生物化学
》专辑的时候了。
　　我们在《植物生物化学》总序中这样写道：　　1950年，JamesBonnet在由他主编、Elsevier出版集
团学术出版社（AcademicPress）首版发行的《植物生物化学》一书前言中曾经说过，“植物化学需要
做的事情还很多。
我们对高等植物的基本代谢过程的了解依然是支离破碎的。
尽管此书的重点是放在高等植物，你会注意到我们许多时候不得不引用来自微生物或高等动物的结论
。
毋庸置疑，植物生物化学的很多问题的阐释可以借鉴来自其他生物的知识和技术⋯⋯　　植物化学的
许多研究领域在本书中只字未提，这是因为在高等植物中这一方面的信息确实太少。
　　本书共有30个章节，490页。
里面所引用的许多生物化学方面的例子多是来自于细菌、真菌和动物方面的研究。
尽管本书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它的最大作用是面向年轻一代的植物化学工作者，激励他们进入植物
生物化学领域，“改变高等植物的这一方面的知识匮乏的现状。
”　　1950年以后，生物化学进入爆炸式发展时期。
遗憾的是植物化学研究在生物化学领域中的接受程度还是很不一致。
除了光合作用以外，生物化学家们似乎总在躲避与植物组织相关的即使是最有趣的问题。
某些顶尖的生物化学杂志时常把一些非常好的稿子拒掉，理由是既然一个化学过程已经在大肠杆菌或
肝脏组织中阐述得很清楚了，就没有理由将豌豆萌发种子中所做的研究结果再报道一遍。
即使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最大的疾病是饥饿，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外，美国联邦资助机构还是不
情愿支持那些以植物为主要实验材料的研究工作。
　　第二版由J?Bonner和J?Varner共同编辑、多位作者参与撰写的979页《植物生物化学》于工965年以
全新版式问世；改头换面后的第三版共908页于1976年再次上市。
此间几本不是太厚的植物生物化学教科书也相继出版。
此外，两个分别由欧洲和北美主办的植物化学研讨会也每年出版论文集，为广大的生物学工作者提供
了许多植物化学方面非常专业的论文。
植物化学的研究水平在明显提高。
　　尽管这些书籍和文章都非常有用，可是没有一套完整的系列丛书能够为那些置身不同领域的植物
化学工作者提供权威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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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含的13个章节呈现了目前代谢工程研究的诸多领域和最新进展，既有利用模式植物的突变体或
转基因植物对代谢途径进行分子解析和遗传操作，也包括了与药物生产相关的次生代谢途径的遗传改
造。
还涵盖了包括光合作用、脂肪酸合成、储藏物质累积、氨基酸代谢、纤维素合成等主代谢途径的遗传
工程。
    本书由多位植物代谢工程的专家参与撰写，是目前代谢工程领域的一本最新专著，可以作为植物化
学和代谢工程研究领域科研工作者的日常参考书，亦可作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硕博研究生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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