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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其新理论、新技术正在不断渗透到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
医学分子生物学作为分子生物学的重要分支，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密切结合，从分子水平研究人体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功能、相互作用及其同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
    作为新编研究生教材，除了介绍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之外，更要体现“更高”、“更新”、“更
深”的特点。
不但要深入、系统地介绍分子生物学的前沿领域和最新进展，还要注重分子生物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
应用以及与基础、临床医学的结合。
本书编写在组织上有系统性，在内容上有适用性和启发性，不但便于师生教与学，还力争培养研究生
的科学思维能力和科研工作能力。
    本教材共分三篇15章。
第一篇为分子生物学基本原理，包括基因组与基因组学，RNA、RNA组与RNA组学，蛋白质、蛋白质
组和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基因表达调控和细胞信号传递6章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第二篇为分子
生物学应用基础，包括分子生物学常用技术、基因工程、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和生物信息学在医学分
子生物学中应用4章内容；第三篇为临床分子生物学，包括遗传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肿瘤的分子生
物学、感染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心血管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性代谢病的分子生物学5章。
    本教材主要供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研究生教学使用，也可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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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文丽，女，1964年4月生，第一军医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起
任）；全军生物芯片重点实验室主任，华南基因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广东省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广州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全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近年在分子生物学科领域提出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科学理论，数次做出居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的创新性
成果，在国内率先开展基因芯片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八五”重点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军“十五”重大攻关项目、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际合作项目、广州重点攻关项目，获科研经费5000多万元。
发表论文95篇，主编专著8部。
1995年被评为中国百名杰出青年科学家，获中国青年科技奖；1998年被评为总后勤部“科技新星”
；1999年被评为“全军优秀留学归国人员”；2000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首批优秀骨干教师；2001年获
广东省“三八”红旗手、“九五”科技之星称号；2002年获首届广州市“杰出留学回国青年创业者”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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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分子生物学基本原理  第一章  基因、基因组与基因组学    第一节  基因的结构与功能    　一、基
因概念的发展    　二、基因的现代概念    第二节  基因组的结构与功能    　一、原核生物基因组    　二
、真核生物基因组    　三、病毒基因组    　四、逆转录病毒基因组    第三节  基因组学    　一、基因组
学研究内容    　二、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进展    第四节  基因组的复制    　一、各种基因组复制的共同
机制和不同特点    　二、原核生物基因组DNA复制的特点    　三、真核生物基因组DNA复制的特点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  RNA、RNA组与RNA组学    第一节  RNA的结构与功能    　一
、RNA组与RNA组学    　二、RNA的种类及其功能    　三、mRNA的结构与功能    　四、tRNA的结构
与功能    　五、rRNA的结构与功能    　六、其他小分子RNA    第二节  RNA的生物合成(转录)    　一、
转录的模板和酶    　二、转录过程    第三节  真核生物RNA的转录后加工    　一、真核生物mRNA前体
的转录后加工    　二、真核生物tRNA前体的转录后加工    　三、真核生物rRNA前体的转录后加工    　
四、核酶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三章  蛋白质、蛋白质组与蛋白质组学    第一节  蛋白质的结构
与功能    　一、蛋白质分子的化学组成    　二、蛋白质分子的结构    　三、蛋白质分子结构与功能的
关系    　四、蛋白质的理化性质    　五、蛋白质的分离纯化    　六、蛋白质分子序列及空间结构分析    
第二节  蛋白质组与蛋白质组学    　一、概述    　二、差异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方法及应用    　三、蛋白
质组学的前景    第三节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及其干扰    　一、参与蛋白质生物合成的物质    　二、蛋白
质的生物合成过程    　三、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干扰    第四节  蛋白质合成后加工    　一、蛋白质分子一
级结构的修饰    　二、蛋白质分子的正确折叠    　三、蛋白质分子的化学修饰    　四、蛋白质分子的
靶向输送    　五、蛋白质在细胞内的降解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四章  代谢组与代谢组学    第一
节  代谢组学的概念    　一、历史背景    　二、代谢组学的概念    第二节  系统生物学时代的代谢组学    
　一、代谢组学与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区别    　二、金属组学    第三节  代谢组学的研
究方法和分析技术    　一、代谢组学的研究方法    　二、代谢组学的分析技术    第四节  代谢组学在医
药研究中的应用    　一、在功能基因组研究中的应用    　二、在疾病诊断研究中的应用    　三、在药
物研发中的应用    　四、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五章  基因表达调控    第
一节  基因表达调控的基本原理    　一、基因表达调控的分子基础    　二、基因表达调控的基本方式    
　三、基因表达调控的基本规律    第二节  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调控    　一、细菌操纵子的基因表达调
控    　二、Lambda噬菌体的基因表达调控    　三、翻译水平的基因表达调控    第三节  真核生物的基因
表达调控    　一、染色质水平基因表达调控    　二、转录水平基因表达调控    　三、转录后基因表达
调控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六章  细胞信号传递    第一节  细胞问的信息分子    　一、细胞间联
系的方式    　二、细胞间的信息分子    　三、化学信息分子的性质及其与靶细胞的作用    　四、细胞
信号系统    第二节  受体——细胞识别与结合信息分子的蛋白质    　一、受体的概念及分类    　二、受
体作用的特点    第三节  G蛋白——细胞跨膜信息传递中关键性膜结合蛋白    　一、G蛋白的结构、特
性及分类    　二、G蛋白跨膜传递信息的机制    　三、G蛋白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    　四、G蛋白信号
传递调节蛋白    　五、小分子G蛋白    第四节  细胞内主要信号传递途径及传递的分子机制    　一
、cAMP信号系统    　二、cGMP信号系统    　三、IP，、DG信号系统    　四、Ca2+信号系统    　五、
受体蛋白酪氨酸激酶信号传递    　六、细胞因子受体的信号传递    　七、核受体信号传递    　八
、NF-KB信号传递    　九、整联蛋白介导的细胞信号传递    第五节  细胞信号传递与疾病    　一、G蛋
白异常与疾病    　二、核受体病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第二篇  分子生物学应用基础  第七章  分子
生物学常用技术    第一节  核酸分子杂交    　一、核酸探针的种类    　二、核酸标记物及其选择    　三
、核酸探针的标记    　四、杂交信号的检测    　五、核酸分子杂交的类型    　六、核酸分子杂交实验
因素的优化    第二节  PCR技术    　一、PCR的基本原理    　二、PCR技术的主要特点    　三、PCR的反
应体系    　四、PCR引物设计    　五、PCR的反应过程及条件优化    　六、PCR衍生技术    　七、PCR
技术的主要应用    第三节  DNA序列测定    　一、DNA测序的基本原理    　二、DNA自动测序    第四节
 生物芯片技术    　一、生物芯片的概念    　二、基因芯片技术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三、基因芯片技
术的应用    第五节  基因沉默、RNA干扰与基因剔除技术    　一、基因沉默    　二、RNA干扰技术    　
三、基因剔除技术    第六节  酵母双杂交技术    　一、酵母双杂交系统的原理    　二、酵母双杂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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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程序    　三、酵母双杂交系统的应用    　四、酵母双杂交系统的局限与发展    第七节  免疫印迹
技术    　一、免疫印迹的基本原理    　二、蛋白质印迹的基本方式    　三、抗体探针的标记    　四、免
疫印迹技术的主要用途及发展    第八节  蛋白质双向凝胶电泳技术    　一、双向凝胶电泳的原理    　二
、双向凝胶电泳技术操作的基本过程    　三、双向凝胶电泳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四、双向凝胶
电泳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八章  基因工程    第一节  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  
 　一、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及意义    　二、基因工程技术的基本原理    第二节  基因工程的物质基础    
　一、工具酶    　二、基因载体    第三节  基因克隆的基本过程    　一、目的基因的获取    　二、基因
载体的选择与制备    　三、DNA重组体的构建    　四、重组DNA导入受体细胞    　五、筛选与鉴定    
第四节  克隆基因的表达    　一、克隆基因在原核细胞中的表达    　二、克隆基因在真核细胞中的表达 
  　三、克隆基因在其他表达系统中的表达    　四、表达产物的分离纯化    第五节  基因工程技术与医
学的发展    　一、疾病相关基因的分析    　二、对特定基因进行定点诱变    　三、基因工程医药产品    
　四、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九章  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    第一节  基因诊
断    　一、基因诊断是检测基因结构和表达的异常及病原体基因    　二、经典遗传学理论和疾病的分
子机制是基因诊断的理论依据    　三、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为基因诊断提供了技术平台    　四、依
据检测目的和被测基因性质选择基因诊断方法    　五、基因诊断在遗传病、肿瘤和感染性疾病检测中
的应用    　六、DNA指纹用于法医和亲子鉴定    　七、基因诊断中生物医学信息网络资源的利用    第
二节  基因治疗    　一、基因治疗是在核酸水平上开展疾病治疗    　二、目的基因导入靶细胞表达治疗
疾病    　三、基因干预技术抑制有害基因表达或失控基因过表达治疗疾病    　四、基因治疗用于单基
因遗传病、肿瘤和病毒性疾病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章  生物信息学在医学分子生物学中的
应用    第一节  生物信息学简介    　一、历史背景    　二、研究范围    　三、生物数据库    第二节  生物
序列分析    　一、序列分析    　二、多序列比对    　三、分子系统树    　四、比较基因组    　五、多态
性分析    　六、基因功能注释    第三节  基因表达分析    　一、生物芯片    　二、基因表达谱分析    　
三、EST分析    　四、转录调控研究    　五、RNA剪切    　六、小RNA调控    第四节  蛋白质结构分析    
　一、结构分析与预测    　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    　三、蛋白质相似性与进化    　四、蛋
白质三级结构预测    第五节  生物信息与医药应用    　一、生物靶标    　二、通路与网络    　三、生物
信息综合分析应用    　四、药物开发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第三篇  临床分子生物学  第十一章  遗
传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    第一节  遗传性疾病    　一、遗传性疾病的定义与特征    　二、遗传性疾病与
环境    　三、遗传性疾病的分类    第二节  单基因遗传病    　一、单基因病的遗传方式    　二、地中海
贫血    第三节  多基因遗传病    　一、多基因病的遗传方式    　二、阿尔茨海默病    第四节  染色体病    
　一、染色体数目畸变    　二、染色体结构畸变    　三、几种染色体病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
十二章  肿瘤的分子生物学    第一节  癌基因与抑癌基因    　一、癌基因的发现与概念演变    　二、癌基
因的分类    　三、抑癌基因的发现    　四、抑癌基因的分类    　五、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的功能    　六、
癌基因激活的分子机制    　七、抑癌基因失活的分子机制    第二节  肿瘤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分子生物学 
  　一、肿瘤细胞增殖相关基因    　二、肿瘤细胞凋亡相关基因    　三、肿瘤细胞增殖相关基因与肿瘤
细胞凋亡相关基因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肿瘤细胞侵袭与转移的分子生物学    　一、肿瘤细胞侵袭与转
移的分子机制    　二、肿瘤细胞侵袭与转移的基因调控    　三、肿瘤侵袭与转移的分子免疫学基础    
第四节  肿瘤血管与淋巴管新生的分子生物学    　一、肿瘤血管新生    　二、肿瘤淋巴管新生  　思考
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三章  感染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    第一节  病毒致病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一、
病毒的定义与分类    　二、病毒的基因组    　三、病毒侵入宿主细胞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四、病毒
基因组进入宿主细胞核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五、病毒致瘤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第二节  细菌致病的分
子生物学机制    　一、胞外菌感染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二、胞内菌感染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第三节  
真菌致病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一、宿主上皮细胞或细胞外基质黏附分子    　二、白假丝酵母菌的表
面黏附结构    　三、白假丝酵母菌黏附相关基因    　四、胞外酶    第四节  感染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诊
断技术    　一、细菌DNA(G+C)摩尔分数测定    　二、细菌质粒指纹图谱分析    　三、核酸杂交技术    
　四、PCR技术    　五、生物芯片技术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四章  心血管疾病的分子生物学
   第一节  原发性高血压的分子生物学    　一、血压的调节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二、原发性高血压的
遗传学基础    　三、原发性高血压发生与发展的分子机制    　四、原发性高血压的基因治疗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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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的分子生物学    　一、脂质代谢异常学说    　二、受体缺陷学说    　三、慢性炎症学说    
　四、致突变学说(单克隆学说)    　五、平滑肌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第三节  扩张型心肌病的分
子生物学    　一、分子遗传学机制    　二、自身免疫机制    　三、凋亡机制    　四、分子生物学治疗    
第四节  心力衰竭的分子生物学    　一、心力衰竭的基本概念    　二、心力衰竭的经典信号传导通路    
　三、心力衰竭的心肌细胞内在分子机制    　四、心力衰竭的基因治疗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
十五章  遗传性代谢病的分子生物学    第一节  代谢病的概念    第二节  代谢病的分类    　一、遗传性和
获得性代谢病    　二、小分子代谢病和大分子代谢病    第三节  遗传性代谢病的分子机制    　一、代谢
物转运缺陷    　二、物质代谢中的反应通路缺陷    　三、代谢调节缺陷    第四节  糖尿病    　一、1型糖
尿病的分子机制    　二、2型糖尿病的分子机制    　三、年轻起病成年型糖尿病的分子机制    第五节  溶
酶体贮积症    　一、溶酶体贮积症分类    　二、糖原贮积症Ⅱ型的分子机制    　三、唾液酸贮积症的
分子机制    　四、黏多糖病的分子机制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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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研究生教学用书·医学分子生物学》以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为主线，对DNA、RNA和蛋白质
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遗传信息的传递及调控等经典理论做了深入浅出的详细论述，并重点介
绍了临床常见病如肿瘤、心血管病、遗传病、代谢病、感染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以帮助研究生
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加深对上述疾病发病机制的认识，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实践。
另外，该教材还集中了分子杂交，DNA测序、PCR、RNA干扰、酵母双杂交等分子生物学的常用技术
，强调这些实验技术的原理、用途和应用条件，为研究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更准确地选用相关技术提
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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