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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子营养学是营养学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门科学。
本书是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唯一一本有关分子营养领域研究进展的中文译著。
书中对国际一流专家发表的有关分子营养方面的最新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全书共分24章，详细叙述了分子营养学的研究方法、细胞内营养物质的动态平衡、细胞增殖和细胞凋
亡、信号转导、基因表达和蛋白水解、核酸和分子水平事件的生理作用以及遗传修饰食物和食物过敏
的分子机理等。
    本书忠实原文，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原书的风格与韵味。
可作为营养学、动物营养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及医药学专业等的教学、科研人员及研究生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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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基因组与后基因组　Ji Zhang　　（1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病理与微生物系；2 穆若一迈尔研
究所人类分子遗传中心，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奥马哈，内布拉斯加，美国）　　引言　　近年
来，基因组研究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推动了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分子机制的精确测定，为增进健康、降
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及预防疾病提供了巨大潜力。
了解健康成年人对营养摄入的不同反应的分子机制将大大推动营养学的发展，因此，营养学家获取基
因组研究的必要技术和资源的知识是相当重要的。
最初，基因组学指的是对生物体基因组，即一整套基因和染色体进行作图、测序和分析的科学规则。
目前，基因组学的研究重点已由基因组的结构分析（结构基因组学）向基因组的功能分析（功能基因
组学）转移。
结构基因组学的目的是构建生物体的高分辨遗传、物理和转录图谱，并最终测定其全部DNA序列。
然而，功能基因组学代表着基因组研究的新阶段，是指在大量结构基因组学信息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性
技术。
本章的第一部分将着重介绍结构基因组学中所使用的工具和试剂；第二部分将着重介绍DNA微阵列技
术，即当今的功能基因组学的代表。
　　结构基因组学　　基因组、遗传绘图与物理绘图　　人类基因组含有近30亿核苷酸碱基对，携带
着30000～100000个基因的遗传密码。
二倍体基因组DNA构成22对常染色体和两条性染色体。
每条染色体含有一条线性DNA分子，该分子的特点是含有3个功能元件，这些元件是细胞分裂时染色
体成功复制所必需的：①自我复制序列；②着丝粒，即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时纺锤体的连接点；③端
粒，它能确保末端染色单体的完整复制。
基因组图谱的定义是DNA分子中不同基因座（基因、调节序列、多态性标记序列等）的相对位置。
有两种不同的绘制基因组基因座图谱的方法，即遗传绘图法（genetic mapping）与物理绘图法
（physical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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