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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信息学：基础与临床医学应用指南》较为详尽地介绍了生物信息学在医学科研和临床应用
中的最新信息及资料。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十四章，通过大量的实例，系统介绍了生物信息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以及生物
信息学在功能基因组学研究中的应用，这些内容对于医学科研的设计和实施将极具指导意义。
　　《生物信息学：基础与临床医学应用指南》对分子生物学以及信息学的一些名词给出了中英文对
照和必要的解释，列出了一些常用的生物信息相关网站，更加方便了读者的使用。
　　《生物信息学：基础与临床医学应用指南》既可作为生物信息学课程的教材，也是一本实用性很
强的生物信息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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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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