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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生物化学技术原理及应用》第三版从2002年7月出版以来，至今6年共印刷7次，受到很多读者的
赞同与认可，国内有些高校也选其作为教材或参考书，但是，相对于国内外优秀的同类书，它与读者
要求的内容丰富翔实、表述通俗精练、知识融会贯通、技术与时俱进等还有相当差距，还需狠下工夫
。
如今，值第四版修订之机，期待能以适应生化技术快速发展趋势的眼光，能从人们选择与评价专业书
籍刊物的角度，对前一版中的原理要点、名词概念，以及文理图表等环节进行认真核查补正、遣词推
敲，争取编撰出一本更符合读者心意、更能满足读者需求的教科书。
第四版的编排与第三版基本相同，其修订的重点主要包括：精心完善经典方法，着力推荐现代技术，
紧密联系理论与实际，尽量删除过时资料，消除矛盾、重复与罅漏。
新版教材会比前一版让读者更易学、易懂、易行。
全书仍为二十章，各章基本是由第三版原班撰稿人（见第三版前言）承担，唯第十四章的编者黄燕属
新加盟。
为方便工作，本次再版邀黄健博士任副主编。
另外，何其敏博士为第七章提供了部分素材。
全书由赵永芳审查、统编和定稿。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编人员都尽心竭力、几易其稿。
但限于学术水平、编写能力以及学科特点等原因，书中难免有不足、欠妥和错漏之处。
编者恳请读者指正。
编者对多年来一直关注本书并提出宝贵意见、建议的读者、老师和同学表示谢意，同时感谢科学出版
社及单冉东编辑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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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第三版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学科进展修订而成。
全书共分三编、二十章：第一编概述蛋白质、核酸等生命大分子物质的制备程序及基本要点；第二编
讲解从动、植物和微生物材料中分离上述物质的常见方法，如疏水层析、离子交换层析、凝胶过滤、
亲和层析、聚焦层析、反相高效液相色谱等；第三编介绍鉴定生命大分子物质所涉及的相关方法，如
同位素标记（包括DNA、RNA和蛋白质的标记）、基因重组、DNA测序、生物芯片、细胞凋亡检测
、生物传感器、各种电泳（包括凝胶电泳、聚焦电泳、琼脂电泳、转移电泳、毛细管电泳，以及多种
大分子物质电泳后所用染色液的配制等）、免疫分析（包括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免疫扩散、各种免疫
电泳、微球测定、固相免疫测定等）、薄层与薄膜层析和气相色谱等。
书中在阐明各类方法基本原理的同时，还讲述了主要操作和应用实例，在每章末尾附有思考题和参考
文献，全书共有图、表370余幅。

　　本书适合综合性大学及医、农、师范院校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供从事生物科学
工作的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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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永芳，女，1940年生，教授、硕士生导师，196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与微生物专业
，2002年前就职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先后担任生物化学教研室的实验室主任、教研室副主任并兼
任湖北药学会生化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主讲过生物化学技术、免疫学、酶学、生物化学、仪器分析和相关的部分实验等课程。
2006年3月应聘到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工作，担任生物学教研室主任，从事生物化学技术的理论课和生物
化学实验课的教学工作。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应用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持并完成了多项研究工作，其中“生物活性物质PQQ科研”课题获得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一项
发明专利（名称：吡咯喹啉醌的提取方法，专利号：ZL00114639.4，证书号：第144125号）。
多年来，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生物化学技术原理及应用”（第四版2008年6月由科学出版社（
北京）出版）和醌酶原理导论等著作五部，其中高级生化实验选编曾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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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生命大分子物质的制备生命大分子物质通常是指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在进行生长发育、
新陈代谢时，所形成的蛋白质（包括酶）和核酸等有机化合物的总称。
它不仅是一些生物科学工作者研究、探索的主要对象，而且与广大从事化工、医学和食品等学科的人
员也密切相关。
在这些方面，特别是科研方面，随着人类基因组的30亿碱基对测序工作的完成，生命科学研究已进入
后基因组时代（研究的焦点将从基因的序列转移到功能方面）。
为鉴定大量未知蛋白质（酶）的结构和功能，蛋白质研究也将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因此分离纯
化和测试分析蛋白质技术显得十分重要。
首先，蛋白质与核酸（包括DNA、rRNA、mRNA和tRNA等）相比，蛋白质的结构（包括一级结构和
空间结构）更具有奇妙独特的复杂性和艺术性。
它是由20多个不同性质（或极性）的氨基酸交互排列而成，不仅潜在的数量多（约lOO亿个），而且
相互间差异大。
而核酸的结构，虽然也有异乎寻常的多样性，但是，它是由结构相似、理化性质接近的4个碱基交互
排列，且有一定规律可循。
相对而言，蛋白质的分离、纯化和鉴定有较大的难度和特殊性。
而核酸的分离、制备和鉴定则比较容易，有捷径可走。
其次，蛋白质和核酸类物质通常是与自然界存在的诸多不同化合物结合在一起，或者是不同蛋白质、
不同核酸自身相互组合在_起出现的，加玄它们稳定性较差（如离体后的多数酶）、含量相对偏低，
这使提取分离过程变得更加困难、艰巨。
第三，提取生命物质的材料五花八门、千变万化，所用的方法通用性较差，尤其是提取分离蛋白质的
方法更是如此，这也给制备工作带来了麻烦和困惑。
尽管如此错综复杂，却也不是无轨迹可寻。
另外，在实践中，确实非常需要一定纯度或较高纯度的生命大分子物质；所以人们在细心观察、认真
归纳制备这些物质的程序时，也发现了不少类似操作和共同点，对制备生命大分子物质很有裨益。
因此，本章将以蛋白质和核酸为主线讨论其制备的共有特质和一般过程，其中包括材料的选择与处理
、测定方法的确立、有效成分的抽提、粗品的纯化和纯品的鉴定（这部分移至后面的章节介绍）等相
关步骤。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化学技术原理及应用>>

编辑推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化学技术原理及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