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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本书出版以来，弹指间四年已逝去。
在2007年底本教材成功地入围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开始修订再版，历时两年始
告完工。
近年来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完成，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以系统生物学和各种组学为
代表的研究领域突飞猛进，而这些领域的发展又大大地促进了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进展。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学科和医学生们的主修必修课程，现正随科学与技术
的进步而同步发展。
为此，全体编者（特别包括年轻的新编者）协力同心，在原有初版教材基础上作了较大修订，一是更
加注意系统性，作为研究生或七、八年制学生教材，在本科五年制教材基础上延伸，全书仍分为基础
、临床和专题3篇，以供选用。
硕士研究生及七、八年制学生宜选用基础、临床两篇中内容讲述，临床研究生或临床医师进修班可选
用临床篇为主，专题篇则可作为博士生专题讲座或硕士研究生参考教材使用。
二是突出创新性，教材对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糖组学均有专门章节介绍，特别对糖的
部分结合我们的体会较为深入。
整篇编写中并注意先讲基础，再逐步深入，最后结合医学以体现本书特色，希望以新颖的知识激发学
子们的创新思维。
总之，本教材在修订再版过程中力求改进并创新，以适应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发展，符合医药
类研究生培养目标。
整个编写得到本教材主审、原上海医科大学卫生部糖复合物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惠黎教授的关心与指导
，也得到科学出版社、苏州大学研究生部、教务处及医学部领导的支持帮助，同时还有很多为本教材
编写工作作出贡献的人士，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教材在再版的编写工作中，一批年轻的博士、硕士生参与了大量的工作，他（她）们是：丁向明、
周嘉梁、沈宏杰、孙其昌、潘浩、刘可人、吴艳、朱俐燕、秦芳、闰石、高媛、马珍妮、沈力、杨玲
焰、王建浩、刘春亮、李炜、徐正荣、周进伟等，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的学术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与不当之处，期盼同行专家及使用本教材的师生与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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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30章，分属基础、临床和专题3篇，主要包括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基因克隆、表达调控及与疾病
的关系，信号转导与疾病，肿瘤转移与肝纤维化的生化机制等内容。
本书内容新颖，对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糖组学与代谢组学基础知识均有介绍，而与临床医学相关
的肝胆生化和血液生化等亦有涉及，实用性强。
    本书主要面向生物医药研究生和医学七、八年制学生，也可用作医学院校教师和临床医师进修班的
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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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基础篇   第1章 绪论：从基因、基因组学到基因组医学   第2章 蛋白质的结构、功能及其分离纯化
  第3章 核酸、基因和基因组   第4章 酶与酶分子工程   第5章 基因组学及基因克隆的常用策略  第6章 蛋
白质组学  第7章 糖蛋白、蛋白聚糖和细胞外基质成分  第8章 糖组学  第9章 代谢组学  第10章 细胞信号
转异  第11章 基因表达调控  第12章 基质金属蛋白酶  第13章 基因的功能研究第2篇 临床篇  第14章 基因
诊断和基因治疗  第15章 肝纤维化的生化机制  第16章 肿瘤转移的分子生物学  第17章 糖蛋白、蛋白聚
糖与疾病  第18章 心血管疾病的分子机制  第19章 血液生物化学  第20章 肝胆生化和肝性脑病  第21章 细
胞周期和细胞凋亡第3篇 专题篇  第22章 分子生物学常用技术的原理及应用  第23章 生物芯片技术  第24
章 肿瘤发生和转移的酶学研究  第25章 遗传性出血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  第26章 放射损伤的生物化学及
分子生物学机制  第27章 天然毒素分子  第28章 脑胶质瘤的侵袭特点及其与临床治疗相关研究进展  
第29章 多糖免疫调控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第30章 糖组学研究进展本书主要参考书目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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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临床疾病的诊断方法大致有四种：临床诊断、血清免疫学诊断、生化学诊断和基因诊断。
前面三种方法是以疾病表型改变为依据的，而很多表型的改变不是特异的，出现的时间往往较晚。
因此，有时它不能为疾病做出早期、明确的诊断。
基因是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基本功能单位，是位于染色体上的一段特定序列。
作为生命的物质基础——基因的改变，会导致各种表型的改变，进而引起疾病的发生。
因此，理想的诊断方法是对患者基因或DNA本身直接进行分析，因为这种分析摆脱了上述各种限制。
机体各种组织的细胞均有全套基因组DNA，都可以作为分析的材料，而不必考虑表达问题。
例如，淋巴细胞、皮肤细胞、绒毛细胞均可用来分析8珠蛋白基因而不一定要采用骨髓细胞；又如苯
酮尿症时缺乏的苯丙氨酸羟化酶只在肝中产生，但任何组织、细胞的DNA均可用作苯丙氨酸羟化酶基
因的检查。
自20世纪中期起，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飞速发展，Watson等（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20世
纪60年代遗传密码被破译；20世纪70年代建立DNA重组和测序技术以及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研究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对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的研究和逆转录病毒载体的开发，
为基因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技术方法。
基因诊断的历史较短，最早进行基因诊断的是．Botstein，他在1980年首先将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
法用于基因诊断分析，从此揭开了基因诊断的序幕。
近年来，随着PCR方法、分子杂交及一系列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基因诊断已经涉及人类的绝大多数。
疾病。
人类的疾病除外伤外，几乎都与基因相关，因此，基因诊断的对象已经由原来局限的遗传病扩大到感
染性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退行性疾病和寄生虫病等领域。
基因诊断就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技术方法，直接检测患者体内基因结构及其表达水
平是否正常，从而对疾病做出诊断或辅助诊断。
基因诊断可以在DNA水平和mRNA的基因转录水平上检测出疾病基因的存在和缺陷。
与传统诊断方法相比，基因诊断有如下特点：①病因诊断：直接瞄准病理基因，不仅对有表型出现的
疾病可做出明确诊断，还能发现潜在的致病因素，如确定有遗传家族史的人或胎儿是否携带致病基因
、个体对疾病的易感性等。
②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分子杂交技术选用特定基因序列作为探针，特异性高。
PCR技术具有放大效应，灵敏度高。
③目的基因是否处于活化状态均可。
④在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中，可检测正在生长的病原体或潜伏病原体，确定现行感染还是以往感染，省
却有些病原体原来需体外培养后方可诊断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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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2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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