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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成生物学的兴起是21世纪生命科学领域的大事件。
合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为其他学科注入了新的研究理念，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分子酶学工程与合成生物学的交叉和整合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合成酶学。
　　《生命科学前沿：合成生物学与合成酶学》共分7章。
第1章合成生物学概述，使读者对合成生物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2章分子酶学工程概要，使读者对
分子酶学工程与合成生物学的关系有基本的了解；第3章、第4章和第5章详细介绍了合成生物元件、装
置、基因网路和系统；第6章介绍合成代谢途径；第7章介绍合成酶学。
　　《生命科学前沿：合成生物学与合成酶学》可供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与教学的人员参考，也可用作
生命科学学科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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