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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感觉到的最大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农业的变化，特别是园艺产业的变化对
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睹近十几年来琳琅满目的园艺产品大市场的巨大变化，分析园艺产业发展的动力和科技问题，不难
发现，生物技术的应用对园艺产业发展的贡献。
例如，组织培养技术带动了兰花产业的发展，无病毒苗木快繁技术改变了以前香蕉、草莓以及许多花
卉的繁殖方式。
生物技术的发展减少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程度。
有人认为，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生物技术是目前生命科学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由于它侧重在技术，必然与产业联系紧密。
作为园艺学专业方面的学生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应该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为满足各院校开设生物技术课程的要求，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考虑了两个协调与统一：一是内容上考虑了技术的成熟性与前瞻性的统一，二是基
础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统一。
在章节取舍时，考虑了目前生物技术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为绪论，对生物技术在园艺中的应用做了概括性的陈述，二至七章为各专项技术
，从器官、组织、细胞、基因水平几个层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考虑到作物的个性，在书的后三章按作物类型分别编写了果树、蔬菜和花卉生物技术研究的进展。
　　本教材由华中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三校的有关老师共同编写而成。
华中农业大学郑用链教授负责审稿。
　　生物技术是一门发展十分迅速的学科，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已经认识到，编写速度可能赶不上生物
技术发展的速度，加上编写人员的学识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甚至错误。
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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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是在生物技术迅速发展、应用越来越广泛的新形势下，为未来园艺专业培
养高级人才增开的“园艺植物生物技术”课程编写的一本教材。
全书共十章。
首先介绍园艺生物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及应用前景，然后介绍园艺植物组织培养、原生
质体培养和体细胞杂交技术、园艺植物病毒的脱除、检测及鉴定技术、分子标记技术、基因分离与克
隆和转基因植物几类专项技术，最后几章分别总结果树、蔬菜和花卉生物技术的研究进展。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可作为高等农业院校园艺专业及园林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从
事园艺科研、管理和生产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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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组织和细胞培养是园艺植物生物技术的平台二、基因工程技术是未来园艺生物技术的
核心三、生物技术对园艺科学发展的贡献四、园艺生物技术的展望第二章 园艺植物组织培养第一节 
概说一、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含义二、园艺植物组织培养的意义第二节 园艺植物组织培养的原理与技
术一、组织培养室的设计及其基本设备?二、操作技术三、培养基的成分与作用四、园艺植物组织培养
的技术步骤第三节 园艺植物组织培养的应用一、器官培养与离体繁殖二、胚抢救技术三、花药、花粉
培养与单倍体育种第三章 原生质体培养和体细胞杂交第一节 原生质体研究的发展和应用一、原生质
体研究的发展二、原生质体的应用第二节 原生质体分离、纯化一、原生质体分离二、原生质体纯化三
、原生质体活力测定四、影响原生质体分离的因素第三节 .原生质体培养及植株再生一、原生质体培
养方法二、原生质体培养基三、原生质体培养及植株再生四、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的遗传变异及其利用
第四节 原生质体融合一、原生质体融合的发展二、原生质体融合方法三、原生质体融合方式四、体细
胞杂种的筛选和鉴定第五节 体细胞杂种核质遗传一、体细胞杂种核遗传二、体细胞杂种细胞质遗传第
六节 原生质体融合与植物遗传改良一、克服生殖障碍，创造新种质二、转移有利性状，改善作物品质
三、转移部分染色体，获得非对称杂种四、转移细胞质基因组，得到胞质杂种第四章 园艺植物病毒的
脱除、检测及鉴定技术第一节 园艺植物病毒病一、园艺植物病毒病的发生及危害特点二、重要的园艺
植物病毒及类似病原三、园艺植物病毒病的防治第二节 病毒鉴定及检测技术一、生物学鉴定二、血清
学检测三、核酸分析第三节 园艺植物病毒脱除技术一、热处理脱病毒二、茎尖培养脱病毒三、热处理
与茎尖培养相结合脱病毒四、微芽嫁接脱病毒五、化学处理脱病毒第五章 分子标记技术原理与应用第
一节 分子标记的原理一、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二、DNA复制和体外扩增三、DNA片段鉴定技术第
二节 几种常用的分子标记技术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二、随机扩增多态性DNA三、简单重复序列
四、扩增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第三节 分子标记的应用一、种质评价和核心种质筛选二、杂种鉴定和
早期辅助选择三、连锁遗传图的构建第六章 基因分离与克隆第一节 基因分离的策略一、功能克隆法
二、图位克隆法三、差异表达分析四、同源序列法五、转座子标签法与T-DNA标记法六、基因芯片第
二节 基因分离和克隆的基本步骤一、实验材料的选择二、目标DNA片段的制备与克隆三、目的基因的
筛选第三节 cDNA文库的构建一、cDNA文库的构建流程二、RNA提取三、cDNA合成四、将cDNA装
配到载体上五、文库滴度测定和扩增第四节 目的cDNA克隆的筛选一、茵落杂交二、抗体筛选三
、cDNA顺序测定和连接第五节 基因组DNA克隆一、制备可供克隆的DNA片段二、构建基因组文库的
克隆栽体第七章 转基因植物第一节 引言一、发展历程二、应用现状第二节 植物遗传转化体系的建立
一、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二、基因枪介导的遗传转化三、原生质体介导的遗传转化四、花粉管通道
法五、无选择标记基因的转化系统第三节 外源基因整合表达的鉴定与分析一、报告基因及其检测二、
选择标记及其检测三、外源基因表达的检测四、转基因沉默第四节 转基因植物安全性管理一、转基因
植物的食品安全性二、转基因植物的生态环境安全性三、转基因植物安全性管理的范畴及重要性第八
章 果树生物技术研究进展第一节 果树细胞学技术研究⋯⋯第九章 蔬菜生物技术研究进展第十章 生物
技术在花卉遗传改良上有应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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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子标记应用在果树分类上，可以在大范围内对果树的遗传物质进行较全面的比较，其分类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依赖于使用试材的代表性和分子标记对基因组探测的深入程度。
　　1.苹果　　Matsumoto等用叶绿体DNA作探针对苹果属植物的分类研究为苹果属植物的分类提供
了有用信息。
Zhou等用RAPD标记分析了栽培苹果及其近缘种间的关系，表明新疆野苹果（M.siversii）与栽培苹果
的亲缘关系最近，并证明了英国学者“栽培苹果起源与森林苹果无关”的观点。
　　2.柑橘　　削顺元等从Volkamer柠檬和酸橙的体细胞杂种植株的叶片中提取DNA，进行RAPD分析
，在15种随机引物中有10种可单独或与其他引物一起准确无误地鉴定体细胞杂种；郭文武等、史永忠
等也对柑橘体细胞杂种进行RAPD分析，成功地应用于体细胞杂种鉴定；程运江、郭文武等最近
将RFLP、SSR、PCR—RFLP、叶绿体SSR等分子标记技术成功地应用于柑橘体细胞杂种的核质遗传重组
分析中，效率很高。
张太平采用RAPD标记技术分析了沙田柚系列12个样品的遗传关系，由筛选的14个随机引物进行DNA
随机扩增，检出特异性RAPD标记19个。
Sugawar在对4个柑橘周缘嵌合体进行RAPD分析中，从124个引物中筛选出几个可供嵌合体鉴定的引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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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在编写过程中考虑了两个协调与统一：一是内容上考虑了技术的成熟性与
前瞻性的统一，二是基础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统一。
在章节取舍时，考虑了目前生物技术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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