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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植物细胞工程领域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及应用成就进行了全面论述，特别针对各
种实验设计原理、技术关键和操作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论述。
全书共分二十二章，分别论述了植物细胞工程实验室的设备和基本操作、培养基的组成及制备、细胞
培养、原生质体培养和体细胞杂交、愈伤组织的诱导及植株再生、植物器官的克隆、胚培养和胚乳培
养、离体受精和合子培养、单倍体植物的诱导、花药和离体小孢子培养、体细胞无性系变异与植物改
良、人工种子、植物脱毒与微体快速繁殖、以离体培养为基础的快速育种、植物细胞生产有用次生代
谢产物的调控技术和大规模培养、植物种质的离体储存、微藻细胞培养、植物插入突变体库技术、农
杆菌介导的基因转移、外源基因的直接转移、转基因植物的鉴定技术、植物组织培养物的细胞学检查
，各章皆介绍了相关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并在书后附录了常用培养基的配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各高校植物、园艺、生物技术等专业教师、学生教学用书，也适合相关领域研究、技
术人员和实验室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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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数目　　四、操作实例　　五、胚乳培养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第八章　离体受精和合子培养　
第一节　卵细胞和精子的分离及体外培养　　一、卵细胞的分离　　二、精细胞的分离　　三、细胞
花粉精细胞分离的两种主要方法　　四、细胞花粉精细胞分离的方法　　五、卵细胞的培养　第二节
　离体受精　第三节　合子培养　参考文献第九章　单倍体植物的诱导　第一节　单倍体植物的特点
及用途　第二节　自然界单倍体植物的起源　第三节　人工传粉及理化因素诱导孤雌生殖　　一、异
种、属花粉授粉　　二、延迟授粉　　三、射线照射　　四、化学药剂处理　第四节　染色体消除产
生单倍体　　一、球茎大麦法　　二、玉米法　　三、其他染色体消除型种间杂交　第五节　雄核发
育和半配合生殖产生单倍体　　一、雄核发育　　二、半配合生殖　第六节　未授粉子房和胚珠培养
产生单倍体　　一、离体子房和胚珠单倍体来源和发育途径　　二、未授粉子房和胚珠培养应注意的
问题　　三、操作实例　参考文献第十章　花药和游离小孢子培养　第一节　花药和花粉培养在育种
上的作用　　一、利用单倍体植物控制杂种分离，加快常规育种速度　　二、提高常规育种的选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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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体库的建立　　四、获得外源片段插入位点侧翼序列的方法　　五、插入突变技术的改进　第二
节　拟南芥和水稻插入突变体库研究进展　　一、拟南芥插入突变体库研究进展　　二、水稻插入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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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拟南芥整体植株　　二、从T-DNA标签突变体中克隆基因　第四节　水稻插入突变库技术操作实例
　　一、转化实验用材料和培养基　　二、水稻的遗传转化　　三、转基因植株的分子检测　　四、
增强子捕获及插入失活突变体筛选　　五、T-DNA插入位点侧翼序列的扩增、测序和分析　参考文献
第十九章　农杆菌介导的基因转移　第一节　农杆菌介导基因转移的基本原理　　一、天然野生型Ti
质粒的结构与功能　　二、T-DNA的转移机理　第二节　Ti质粒的改造和载体系统的构建　　一、Ti
质粒的改造　　二、Ti质粒衍生的载体系统　第三节　影响农杆菌介导基因转移的因素　　一、农杆
菌菌株　　二、受体植物　　三、共培养条件　　四、转化体的选择　第四节　农杆菌介导基因转移
操作实例　　一、共培养法　　二、叶盘法　　三、整体植株转化法　参考文献第二十章　外源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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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转移　第一节　PEG法　　一、PEG法的技术要点及注意事项　　二、PEG法的操作实例　第
二节　电激法　　一、电激法的基本原理　　二、电激法的技术要点及注意事项　　三、电激法的操
作实例　第三节　基因枪法　　一、基因枪的主要类型　　二、基因枪法的特点　　三、基因枪法的
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　　四、基因枪法的操作实例　第四节　花粉管通道法　　一、花粉管通道法的
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　　二、花粉管通道法操作实例　参考文献第二十一章　转基因植物的鉴定技术
　第一节　概述　　一、标记基因　　二、转基因植物的分子鉴定　　三、转基因植物的免疫鉴定　
第二节　标记基因的应用　第三节　转基因植物分子鉴定的操作程序　　一、PCR检测　　二
、Southern杂交　　三、Northern杂交　　四、Western印迹分析　第四节　转基因植物的免疫鉴定　
　一、ELISA分析　　二、免疫荧光技术　参考文献第二十二章　植物组织培养物的细胞学检查　第
一节　整体染色及透明技术　　一、整体染色法　　二、整体透明法　第二节　染色体制片技术　　
一、取材　　二、材料的预处理　　三、固定　　四、离析　　五、染色　　六、压片　　七、永久
封片　　八、几种常用压片法的操作步骤　第三节　植物染色体分带　　一、植物染色体分带概述　
　二、植物染色体分带的主要步骤和注意事项　　三、植物染色体分带方法　第四节　植物染色体原
位杂交　　一、植物染色体原位杂交基本原理　　二、染色体原位杂交技术主要步骤　　三、植物染
色体原位杂交实例附录　　一、实验用品及药品　　二、原位杂交试剂配制方法　第五节　植物RNA
原位杂交实用技术　　一、原位杂交的原理及用途　　二、原位杂交的标记物　　三、原位杂交的探
针　　四、原位杂交的操作流程　　五、植物组织原位杂交举例　参考文献附录1　常用培养基附录2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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