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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5年以来，通过教育部、卫生部及北京市等各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研究与实践，我校着力于
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研究，实现融知识、能力、素质于一体的综合培养，拓宽专业口径，特别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自学和创新的精神和能力，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进行了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改革教与学的方法，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引导学生主
动学习，注意因材施教，注重加强人文紊质的培养，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的教书育人。
　　在改革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教材建设在教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长期以来医学教育一套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未能充分体现各医学院校的办学特点，未能及时反映
教学改革及教学内容的更新。
为此我们邀请了北医及部分兄弟院校各学科的专家教授编写了这套长学制教材。
　　这套教材的编写工作力求符合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体现长学制教学的水平，探索和尝试突
破原有教材的编写框架；体现北医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成果和总体水平，确
立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指导学生学习和思考，有利于训练学生临床思维的能力，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体现教学过程中的“双语”教学要求，将学生必须掌握的词汇编入教材之中。
　　本套教材汇集了北医及部分兄弟院校的专家教授们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教学经验，在编写中也进
行了大胆的尝试，衷心希望该套教材的出版能为我国的医学教育贡献一份力量，使医学教育的教材建
设能够百花齐放，但是由于学科专业发展的不平衡，教材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有关专家学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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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真核细胞基因与基因组　　众所周知，每个生物都具有由基因组成的基因组，携带着构成
和维持该生物体生命形式所必需的所有生物信息。
这里简要介绍基因及基因组的基本概念和特点，详细内容可参阅遗传学相关教材。
　　一、基因的基本概念　　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亦即含有完成一条肽链或一个功能RNA之遗传
信息的DNA单位。
作为控制生物体各种性状的基因通常是稳定的，在繁殖后代的过程中遗传给下一代。
当受到某些因素影响时，基因也可能发生可遗传的变异，即基因突变，突变后的基因以新的形式稳定
遗传。
携带正常基因的生物体称为野生型，携带突变基因的生物体称为突变体。
生物体的基因型是指控制其表型的所有遗传因子，而生物体的表型是指可见的或可检测的外在性质。
在组成生物体表型的各种性状中，一些性状是由单基因决定的，而另一些性状是由多基因决定的。
生物体的表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产生众多种类的蛋白质来实现的，而蛋白质的结构和活性首先是由
其氨基酸序列决定。
氨基酸的序列是由基因所包含的DNA序列通过遗传密码决定的。
遗传密码以三个核苷酸为一组进行阅读，每三个核苷酸序列称为一个密码子，代表一个氨基酸。
基因包括一系列从固定的起始位点读起并在固定的终止位点终止的密码子。
对于任何一个确定的基因，DNA双链中只有一条可编码蛋白质。
在DNA序列上发生的变化相应的也导致蛋白质氨基酸序列的改变，使蛋白质的生物功能产生变化。
DNA上的任何碱基对都可能发生突变，一个碱基对发生变化就可能导致突变密码子所对应的氨基酸发
生改变。
由于DNA上的密码子是从一定的起点，按特定的可读框阅读的，插入或缺失一个核苷酸都会造成移位
突变，导致突变位点后的氨基酸序列全部发生变化。
如果一个基因的突变导致一个蛋白质变化，就可以推论该基因编码这个蛋白质。
　　对于真核生物来说，基因组中特定基因的序列并不直接与所编码的蛋白质氨基酸序列相对应，这
是由于DNA上的密码不能直接翻译出蛋白质，DNA首先转录并加工成mRNA，mRNA中包含对应于蛋
白质中氨基酸序列的一段核苷酸序列，这部分序列称为编码区。
在mRNA的每个末端还有额外序列。
有时这些非编码区中不编码蛋白质的序列发生突变也能阻碍基因的功能，表明这些区域是遗传单位的
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在基因序列中还存在着内含子，在最初转录出的mRNA前体中含有这些序列，而在加工成熟过程
中会被剪切掉。
　　真核生物的基因除外显子和内含子外还有不编码的转录调控区，即可被复制、转录、翻译过程的
调控分子识别的序列。
当这些与蛋白质结合的DNA序列发生突变时，调控蛋白质（如转录因子）不能识别DNA，以致所调控
的基因不能表达。
所以，外显子、内含子和调控序列共同构成了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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