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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基因工程分册中，加强了对基因工程原理、外源基因在受体细胞内表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
解决办法以及相关的技术方法的论述：　　（1）对外源基因在宿主细胞中高效表达、分泌表达，以
及基因的融合和融合蛋白的表达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化和补充。
　　（2）对实现重组蛋白正确折叠的方法和包涵体变性&mdash;&mdash;复性的方法作了较为系统的
介绍。
　　（3）在&ldquo;几种真核细胞表达系统&rdquo;和&ldquo;分子杂交技术&rdquo;的相关章节中分别
加入了对转基因动、植物，DNA疫苗和DNA微阵列&mdash;&mdash;基因组芯片等内容的介绍。
　　（4）在&ldquo;聚合酶链反应及其应用&rdquo;章节中加大了对常用PCR方法的原理及应用的论述
。
　　（5）将&ldquo;噬菌体展示技术&rdquo;一章改为&ldquo;各种生物学展示技术&rdquo;。
内容包括噬菌体展示技术、细菌展示技术、酵母展示技术、核糖体展示技术和mRNA展示技术等基本
原理及其应用。
　　（6）&ldquo;在基因打靶技术及其应用&rdquo;章节中，较系统地介绍了基因打靶技术的基本原理
、组织特异性基因打靶、转座子和RNA干涉与基因敲除等内容；并对常用的细菌基因敲除方法进行了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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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生物学科的基础课，“基因工程”课程使学生既要了解什么是基因工程，又要了解什么是它的理
论基础。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给读者，尤其是想要了解此领域的大同行或小同行，提供一本较精炼的、基本
概念清楚且有一定深度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及基因工程的读本或教材。
第2版在原版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并以分子生物学基础分册和基因工程分册的形式出版
。
    在分子生物学基础分册中，加强了对基因工程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内容的介绍。
对于原核和真核基因在复制、转录、翻译等水平的表达调控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对其在基
因工程操作中的意义做了必要的提示。
对蛋白质的折叠和错误折叠机制过程加以较精炼的介绍，还对蛋白质的剪接、蛋白质的结构及其测定
方法，特别是对蛋白质溶液构象在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中的应用，以及在基因工程中对蛋白质产物
分析的意义进行了介绍。
在上述基础上，对基因表达调控的其他方面，如转录衰减作用与基因表达调控、信号转导与基因表达
调控以及RNA干涉的分子机制与基因沉默等方面作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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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遗传信息的传递和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或称重组DNA技
术（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全新的学科，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理
论和实践的结晶。
因此，系统地掌握分子生物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基因表达及其调控的分子机制，对于学习、领会和
贯通基因工程学是十分重要的，是一个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必经之路。
　　1．1  DNA是遗传信息的主要载体　　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绝大多数生物选择了将DNA作为它
们的遗传信息载体。
绝大多数生物的基因组DNA为双链，而一些病毒（如细菌噬菌体Xl74，Ml3）则以单链DNA作为其基
因组。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单链DNA（ss DNA（+）），还是（一）单链DNA（ss
DNA（一）），其复制的中间体（复制型）都是双链DNA。
值得指出的是，人们对什么是遗传物质的认识经历了从蛋白质到DNA的认识过程。
如果从Friedrich Miescher在1869年发现DNA算起，到DNA最终被证明为遗传物质为止，用了80多年的
时间。
DNA之所以能成为生物体遗传信息的载体，是由其独特的结构特性所决定的。
正是这些独特的结构特性使得DNA分子能够更稳定地储存遗传信息，精确地传递遗传信息，通过突变
、遗传和自然选择使生物体得以进化。
与其说生物体选择了DNA作为其遗传信息载体，不如说是生物体的进化造就了DNA。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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