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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子生物学教程(第三版)》从分子生物学的定义出发，以DNA和RNA
这两类生物大分子为主线，由浅入深地讲述了这些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及其基因的复制、转录、转最
后加工、翻译、原核基因与真核基因的表达调控等过程。
本书共分12章，以较简明的形式概括了分子生物学的核心内容，既全面地阐述了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
论，又突出介绍了学科发展的前沿研究。
在本课程重要的知识点后都附有小结，每章末尾也做了重点归纳，以便读者能够快速搜索查找到相关
的重点内容，使教师在教学中能掌握要点，学生在复习考试中能抓住重点。

　　
《分子生物学教程(第三版)》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医科大学、师范院校和农林学科院校生命科学本科
生、研究生的分子生物学的教材，也可作为生命科学类的研究人员、教师等的参考书。
本书由赵亚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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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蛋白质组研究中，由于蛋白质组是随着生物个体发育阶段和所处的内外环境而变化的，mRNA
丰度与蛋白质的丰度非显著相关，以及需要经历翻译后的加工修饰等，因而对蛋白质的生物信息学研
究，在内容上有许多特殊之处。
当前通用软件所建立的数据，主要有蛋白质分子质量、序列信息、结构域、二维电泳、三维结构、特
殊性质、模拟酶解、翻译后修饰、代谢及蛋白质分子相互作用，等等。
　　利用生物信息学资源研究基因产物——蛋白质的性质与功能已成为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基因组分析是得到连续的DNA序列信息，而蛋白质组连续系则是基于多重分子质量、等电点范
围、空间结构和分子构象等参数，构建活细胞内全部蛋白质表达的图谱，使人们在研究不同条件下细
胞和组织乃至整个生命体的活动成为可能。
以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及代谢组学等不同信息资源层次的“组学”研究为基础的系统生
物学，人类已经能够研究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的变化规律及在特定遗传或环境条件下相互关系。
　　分子生物学已经渗透到生物学科的各个领域之中，并正在产生一系列新的分子科学，改变了或正
在改变着整个生物学的面貌，其研究成果已在工业、农业、医学以及生物制药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
对分子生物学的深入研究将使整个生物学在分子水平上统一起来，即统一的生物学，愈来愈多的研究
成果说明生命的本质具有高度的有序性和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生长、发育与进化的统一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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