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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生物技术制药的理论和方法学内容为主，对生物技术制药的概念、有关技术及其研究领域
的内涵和外延做一全面翔实的介绍。
本书共分19章：第1～6章分别介绍了生物技术制药的主要组成，包括基因工程制药、细胞工程制药、
酶工程制药、发酵工程制药和蛋白质工程制药等；第7～14章分别介绍了核酸、多肽类药物、治疗性抗
体、治疗性细胞株、细胞因子类药物、基因治疗以及与免疫、动植物有关的生物药物；第15～19章分
别介绍了分子靶向药物、融合蛋白、治疗性激素、血液制品和治疗性酶、疫苗技术和分子诊断技术等
内容。
本书内容系统丰富，图文并茂(每章均有五幅以上图，全书100余幅)。
可作为高等医药院校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生物药物新药研发相关工作的从业人员的教材和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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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代全氟碳人造血：世界第一个全氟碳人造血制品是由日本大阪绿十字公司研制，
它是以全氟十氢萘和全氟三丙胺为原药，以嵌段式聚醚为主要乳化剂类似配方的乳液，仅限于冠状动
脉成形术后冠状动脉灌流。
由于存在诸如携氧功能差，有一定的不良反应，乳液不稳定需冷冻保存，使用不便和原药制备不易等
缺陷，已于1994年停产，撤出市场。
第二代全氟碳人造血乳剂：科学界在寻找第二代全氟碳原药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已筛选出了不少品
种，目前看来最理想的原药是由四氟乙烯通过调节聚合制得的直链型化合物——全氟溴烷。
通过临床研究和评估，此原药具有较全面的安全性，动物，当注入比临床剂量27g／kg大两倍多仍无不
良反应，且无补体激活现象，无致免疫反应和变性反应，不改变免疫球蛋白，不伤及细胞问免疫力，
无血小板激活反应，不损伤血小板凝血作用，无血液动力学效应，无血管收缩现象，肝功能无反常变
化，对肺功能无不良影响。
用此原药开发的高浓度乳剂作为携氧剂，已用于妇科、心肺旁路、整形及泌尿科的大型外科临床手术
中，并且在欧洲进行的Ⅲ期临床实验已于2000年5月完成。
第二代全氟糖类作为高效携氧剂的研究成功，是人造血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氟碳化合物并不像血红蛋白那样与氧呈可逆性化学结合，其运输和释放氧仅仅取决于物理溶解和氧分
压，氧含量和氧分压呈直线关系，随着氧分压的变化，氟糖类可以溶解或释放出氧，且不受温度变化
的影响，因此使用氟糖类乳剂时必须同时吸人纯氧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氟糖类易于储存、消毒、避免了疾病的传播，输注前无须做配型和交叉实验，不影响血液的氧离解过
程，也不影响骨髓的造血。
但大量应用氟糖类乳剂后超越网状内皮系统的清除能力，导致肝脏充血肿胀、功能下降以及免疫系统
受损，从而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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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技术制药》：教学实用性 全国多所医药院校联合编写专业适用性 紧扣生物技术制药教学大纲
结构简明性 体现现代与传统教学的有机结合内容创新性 突出专业领域新理念与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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