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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真菌在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都有重要的作用。
虽然人类对真菌的应用历史悠久，但直到最近人们才认识到真菌是重要的生物资源，在医药、轻工、
环保、食品、农业等领域应用广泛，开发前景非常广阔。
真菌是真核生物，具有结构简单、生活史短、易于培养的特点，使真菌成为研究真核生物的重要研究
模式。
近年来，以真菌为研究对象，以克隆和分析基因功能为目的的研究进展非常迅速，极大地促进了真菌
分子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在阐明细胞周期的调控、顶端生长机制、细胞分化调节及真菌致病机制等生
物学基本机制方面提供了很有意义的信息。
　　虽然许多真菌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和原理与其他生物的分子生物学原理基本相同，但是，许多在动
物和植物等其他真核生物上应用的方法技术，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整才能在真菌生物学研究中顺利应用
。
因此，真菌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还是面临许多挑战。
于是编者在几年前便有了对应用于真菌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与原理进行汇集整理的想法，为高校开展
真菌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教材，同时也为从事真菌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提供技术参考。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资助下，本书得以顺
利完成。
编者在此表示感谢！
同时，对关心、帮助过此书编写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将丝状真菌研究领域中的分子细胞学研究技术进行了总结，根据不同研究目的提供了可能的
研究方案。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材，也可以为环境、医药、生物资源、植物病理、微生物等领
域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及相关研究人员提供理论和实验技术指导。
由于编者水平和条件的限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多提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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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真菌是真核生物的重要研究模式，广泛应用于真核细胞生命活动机制的基础研究中。
真菌也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重要的生物资源，在医药、轻工、环保、食品、农业等领
域应用广泛，开发前景广阔。
本书在总结近年来真菌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基础上，着重介绍真菌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中
的常用技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真菌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的技术原理和方案。
全书分为14章，主要内容包括：真菌基因型的鉴定与特征分析、核酸的分析、真菌遗传转化、功能基
因组学、生化与免疫方法、分子系统学及生物信息学常用软件等。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真菌学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真菌研究者在分子细
胞生物学研究方面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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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组氨酸激酶的结构与丝氨酸／苏氨酸激酶或酪氨酸激酶的相关性不大。
组氨酸激酶运用一个磷酸基依赖系统将磷酸残基从一个组氨酸磷酸化介体转移到靶基质是一个天冬氨
酸残基的氨基酸残基上，因此，组氨酸激酶也称为双组分系统。
尽管双组分信号系统是细菌对外界刺激发生反应的主要机制，在真菌中这类激酶家族并不是广泛应用
的信号途径，虽然一般认为这个系统在调节渗透压的过程中起作用。
这样，在真菌中，信号传导途径主要通过丝氨酸／苏氨酸激酶介导。
　　根据稳定的和保守的蛋白残基的特征，所有蛋白激酶的催化结构域可以分为12个亚结构域。
而且，丝氨酸／苏氨酸和酪氨酸激酶在其激酶结构域中含有特异性的不同保守残基。
因此，一个不明的蛋白激酶根据其与已知蛋白酶的相似性，可以很确实的预测是丝氨酸／苏氨酸蛋白
激酶还是酪氨酸蛋白激酶。
在结构拓扑学、调节及基物特异性方面，蛋白激酶催化结构域的相似性已经证明是很好的相似性指标
。
这样，对数据库中已知蛋白激酶的快速的序列相似性检索是一个界定真菌新蛋白激酶的很好的研究开
端。
真菌信号传导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蛋白激酶的调节功能。
本章节主要描述应用于丝状真菌蛋白激酶的实验方法。
　　2 蛋白抽提　　蛋白激酶通过调节激酶的磷酸化状态，进而调控细胞的生理功能，在细胞信号传
导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蛋白激酶的磷酸化可以使蛋白处于活化或抑制状态。
因此，激酶抽提过程中需要保持蛋白的磷酸化状态，提取使用的缓冲液应该包含有蛋白磷酸酶抑制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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