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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50年代初，watson和Crick共同发表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著名论文，宣告人类在揭示生
命的遗传奥秘方面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
60年代科学家又破译了遗传密码，建立了中心法则，使分子生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
论体系。
70年代，在smith等首先发现了限制性核酸内切酶HindⅡ，Meselson等提纯了限制性核酸内切酶EcoR I
，以及发现DNA连接酶和载体质粒的基础上，基因工程应运而生，标志着分子生物学进入初步认识生
命并开始改造生命的深入发展阶段。
80年代，Mullis发明了基因的体外扩增法——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由于该技术快速敏感、简便易
行，被广泛应用在生命科学各个领域，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如火如荼展开，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其中1％的测序任务
。
2000年6月26日，美、英、日、德、法、中六国政府和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绘制成功
。
分子生物学已成为生命科学最具有活力的前沿学科之一。
　　分子生物学理论、技术和方法不断地与生物医药、农林牧渔、食品化工等学科领域交叉渗透，产
生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前沿学科方向。
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技术和方法广泛地被应用于疾病的预防、预测、诊断，疗效的评价，
机理的研究等诸方面，从而诞生了分子医学。
分子医学的迅速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极大地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转化医学的时代已初露端倪。
鉴于分子生物学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引领地位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的普及性，分子生物学课程也已
作为生命科学领域各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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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子生物学》以“组学”为主线，以新技术发展为驱动力，分专题介绍分子生物学原理与技术
及其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介绍基因、基因组和基因组学以及蛋白质组学理论、进展和应用
，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介绍基因工程、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等分子生物学的应用内容，第七章至第九
章介绍生物分子的分离纯化、核酸分子杂交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等分子生物学基本技术及其应
用，第十章则追踪该领域的最新进展，介绍分子生物学新技术及应用。
　　《分子生物学》结构新颖、逻辑清晰、启发性和引导性较强，可作为生物、医学类专业研究生及
高年级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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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③杂交的温度和时间。
高温不利于保存组织形态完整和保持组织切片黏附在载玻片上。
可用调低盐浓度的办法来调低Tm。
DNA探针或细胞内靶核苷酸序列为DNA的，则必须在80～95℃加热使其变性5～15min，然后再冰
浴lmin冷却，以防复性。
一般认为，核苷酸杂交的有效反应时间在3h左右。
　　（5）杂交后处理　　杂交后处理的漂洗也是原位杂交的重要步骤。
因为大多数的原位杂交实验是在低严格度条件下进行的，非特异性的探针片段黏附在组织切片上，从
而增强了背景染色。
洗涤的主要条件包括盐溶液的浓度、温度、时间。
一般遵循的原则是盐溶液浓度由高到低而温度由低到高。
应特别注意的是在漂洗的过程中，切勿使切片干燥，否则反而会增强背景染色。
　　（6）结果检测　　根据核酸探针标记物的种类应选择相应的检测系统。
细胞或组织的原位杂交切片在显示后均可进行半定量的测定，如放射自显影可利用人工或计算机辅助
的图像分析检测仪检测银粒的数量和分布的差异。
非放射性核酸探针杂交的细胞或组织可利用相应的荧光、共聚焦、电子显微镜等仪器检测信号，然后
利用图像分析仪对不同类型和数量的核酸显色强度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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