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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药资源和中药鉴定领域的生产、科研工作中，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解决一些重要问题已经较为普
遍，如阐述道地药材的形成机制、利用毛状根生产活性成分等，但是目前中药类专业没有一门课程讲
授这些内容，因此，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分子生药学（molecular pharmacognosy）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药资源和中药鉴定领域中药用
植物系统演化、种质资源鉴定和评价、濒危药用植物保护及生药鉴定、道地药材形成机制、活性成分
生产的一门科学，是分子生物学和中药资源学、中药鉴定学相结合形成的边缘学科。
    分子生药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分子生物学蓬勃发展，而中药资源学和中药鉴定学又有
很多问题有可能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解决的背景下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
本教材的编写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纲，力求体现以下特点：突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色，以解决中
药资源和中药鉴定突出问题为目的，基础理论以够用为标准，突出创新性、实践性。
力求在中药类专业学生知识结构中增加新的知识点，为学生将来从事分子生药学的工作奠定基础。
    本教材包括八章，第一章为基础理论，主要介绍物种形成理论，遗传多样性理论和核酸、基因等基
本理论；第二章为方法和技术，主要介绍目前在分子生药学领域常用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和技术；第三
章至第八章分别介绍了药用植物系统演化、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濒危药用植物、生药的鉴定、道地药
材的形成及中药活性成分的生物生产等内容，这部分内容把分子生物学与中药资源和中药鉴定领域急
需解决的问题紧密结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创新性。
    本教材可供中药、药学相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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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基础理论　　第一节　核酸　　【学习要点】　　1．掌握DNA的结构、复制和转录。
　　2．掌握中心法则的概念和mRNA的特征。
　　3．熟悉RNA的种类和mRNA转录后修饰的类型。
　　4．了解蛋白质的特性。
　　一、核酸的组成与结构　　核酸是储存和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
任何生物，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动物及植物，都含有核酸。
核酸在生物的生命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核酸的种类与分布　　核酸分为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两大类。
　　DNA是生物体主要遗传物质，通过复制将遗传信息由亲代传给子代。
原核细胞的DNA集中在核区；真核细胞的DNA主要集中在核内，是染色体（染色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真核细胞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器中也含有DNA。
　　RNA是基因表达的初级产物，其最核心作用是将DNA编码的信息翻译为蛋白质。
它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少量存在于细胞核中。
细胞中的RNA主要有三种：信使RNA（mRNA），核糖体RNA（rRNA），转移RNA（tRNA），其
中mRNA约占细胞总RNA的5％，它是蛋白质合成的模板；rRNA约占细胞总RNA的80％，它与多肽共
同构成核糖体；tRNA占细胞总RNA的10％～l5％，它将mRNA密码子翻译成特定的氨基酸并起解译作
用。
线粒体、叶绿体中也有各自的mRNA、rRNA、tR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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