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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一版写于约20年前，当时分子克隆的基本方法远未成熟，仅在少数几个
实验室建立了起来。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的出版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其指南性的特点使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
期对这些技术仍感到陌生的读者获得了信心。
本书第二版于第一版出版后的第7年出版，通俗易懂，内容更丰富。
此时，个别方法日益通用和简化，但是在多步骤的实验环节中仍然难以把它们成功地串在一起。
作为第二版的修订本，第三版反映出的是一种成熟的操作规程，可靠性高，十分有利于科技人员的使
用操作。
在20世纪90年代，为满足科技人员的要求许多枯燥且重复性强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已经实现自动化了。
为满足科技人员的要求，多步骤的实验环节已被转换成试剂盒。
现在很容易从商业制造商那里买到高质量的基因组和cDNA文库。
而且包括核酸在内的所有手工操作也极大地受益于试剂和酶的质量的提高。
伴随着这些进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合格的实验室工作者现在能够轻易避免许多实验方面的问题，而
这些问题在几年前还曾困扰着最熟练的研究人员。
并非表明每一细节都尽善尽美，也不是说技术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了。
然而，现在通过认真仔细地实验设计并应用已有知识，比反复试验能够更容易地避免困难。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所有版本的主要目的就是给科研人员提供最新的重复性好的技术方法。
前两版的使用者将会发现本版实验部分具有组织良好的特征。
不仅如此。
本版内容更为全面而详尽。
老方法被现代化了，而新的方法也被增加进来，从而使分子克隆技术几乎渗透到生物医学研究的绝大
多数领域。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提供合理的依据，证明在可供选择的程序中，特定方法为什么及如何起作用。
因此这个版本不仅包含了对于实验方法中要点的说明，还将丰富的材料以信息栏的形式列示出来，放
在每章的末尾和附录9中。
我们希望贯穿在本书中的115个信息栏可以对为什么某些技术方法中要用某些方式，以及某些技术怎样
逐步发展等问题予以清晰的说明。
最后，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对这些方法和观点追根求源。
很少有人会从头到尾读这本书，但我们希望对于分子克隆感兴趣的人员将会从这些书页中找到许多有
助于他们思考和有助于他们手头工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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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第三版中，作者对图书内容进行了完全的升级，修订了实验的每条方案，增加了大量新的材料
，拓宽了它涉及的领域，内容丰富而详细。
使其具有用于学习遗传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微生物学、神经科学和免疫学等学科的重
要指导和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生物学、医药卫生，以及农、林、牧等方面有关的科研、教学与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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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的高拷贝数质粒载体携带有各种colEl复制子；相反地，低拷贝数的质粒载体带有如R1之类的
复制子，因而只能在非常严谨的条件下维持质粒I）NA的合成。
　　第一代的低拷贝载体，按今天的标准而言可算是相当巨大而粗糙，它们曾被用来解决特定的外源
基因和DNA序列克隆到质粒中后出现的毒性问题。
编码膜蛋白和DNA结合蛋白的许多基因属于此类，某些启动子和调节序列也是如此（参见Fill et a1。
1979；HIansen and vorl Meyenberg 1979；Little 1979；Murray and Kelley 1979；Beck andBremer 1980
；Claverie。
Martin et a1。
1989）。
有时这些I）NA序列和基因产物对宿主菌的毒性太大，以至于用高拷贝数的载体分离转化的菌株简直
是不可能的。
即使获得了转化子，它们的生长速率通常极低，克隆化的外源I）NA序列也不稳定。
为解决这类问题，已经建立了多用途的低拷贝数载体，它们不仅带有受到严格调控的原核启动子，仅
维持低水平本底表达（如pET系列载体），而且携有防止外源DNA序列从上游质粒启动子过多转录的
原核转录终止子。
现在这些低拷贝数的载体被添上了多克隆位点、单链噬菌体的复制起点、T3和T7的启动子和其他有用
的调节子。
现有的多数低拷贝数载体也携带par基因座，它在细胞分裂过程中促进质粒分子在子细胞中的精确分配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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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上下）（第3版）》可供生物学、医药卫生，以及农、林、牧等方面有关
的科研、教学与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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