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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期的遗传学认为基因的转移只能是从亲代向子代的垂直传递，但近年来，研究者们越来越清楚
地认识到水平方向的基因转移也是自然发生的。
微生物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横向的基因转移，这种转移不仅发生在不同的微生物细胞之间，而且也发
生在微生物与高等动植物之间。
基因转移是外源性有功能的遗传信息进入细胞甚至整个生物体内的复杂过程。
基因转移的技术可分为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三大类。
物理法包括：微束激光打孔法、基因枪法、DNA直接注射法、显微注射法、电穿孔法和DNA微粒子轰
击法等。
化学法包括：磷酸钙沉淀法、葡聚糖法、多聚体导人法、脂质体融合法和受体介导法等。
生物法包括：反转录病毒载体系统、慢病毒载体系统、腺病毒载体系统、痘苗病毒载体系统和单纯疱
疹病毒载体系统等。
这些技术都为基因转移的研究和应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7年10月15日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犹他大学Eccles人
类遗传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马里奥·卡佩奇(MarioR．Capecchi)、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会山分校医
学院的教授奥利弗·史密西斯(OliverSmithies)与英国科学家卡迪夫大学卡迪夫生命科学学院的马丁·
埃文斯(MartinJ．Evans)。
他们因基因敲除小鼠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此奖项。
他们发现了胚胎干细胞中染色体能与导入DNA发生同源重组，通过同源重组，有缺陷的靶基因可被导
人的DNA定点修正或改造，从而能产生由改造基因参与的生物模型。
目前，国际上已有大约5000种基因敲除的小鼠，这些模型可进一步用于基因功能和遗传性疾病的系统
而深入的研究。
基因靶向技术也是基因转移技术的一种。
可以预见基因转移技术一定还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惊喜。
　　基因转移技术不但革新了生物学和医学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研究，也推动了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分子
技术发展，并使基因治疗成为可能。
基因治疗是一种以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目的的人类基因转移技术，是以改变人的遗传物质为基础的生物
医学疗法。
虽然目前世界上肿瘤基因治疗是基因治疗研究的热点，但是基因治疗还不能作为一种成熟的治病方法
用于临床。
它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待于基因转移技术，尤其是靶向载体的研制和完善。
尽管如此，基因转移技术已广泛用于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分析、基因表达与调控和转基因动物等的研究
。
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农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中，也逐渐引进了基因转移技术，出
现了高产、优质、抗虫和抗病的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动物品系，如全世界转基因作物已达120多种，在
美国，转基因食品高达4000多种。
这充分表明了基因转移技术在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的深远意义和社会价值。
　　可喜的是基因转移技术在我国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许多方法，尤其是大多数非病毒
技术近年来发展很快，所以通过这本书系统而详尽地介绍这些新技术就显得非常重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因转移>>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目前最为全面而详尽地介绍各种基因转移技术的基础理论、必需的用品器材、具体的操作
步骤及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实验室手册。
本手册从实用角度出发，着重阐述了70多项实验操作，内容包括各类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的特点、
构建、制备和应用以及调控基因表达的高新技术。
手册既注重培养初学者的基本操作技能，又利于提高研究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书中的实验可自行拆分，便于研究者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选择。
    本书可供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功能基因组学、RNA组学、遗传学、基础与临床医学、生物技
术、药学以及农、林、牧等方面的科研、教学、技术人员，以及研究生、临床医生和生物医药公司的
研发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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