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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是以生命科学为主导的时代，生命科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越来越多的生命科学工作
者，特别是医学工作者认识到，从基因水平上认识生命现象，解释、诊断和治疗疾病，可能会给人类
认识自身的各种生命活动带来突破。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实验室的点滴做起。
    本书从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实验器具使用、操作及相关设备的主要原理开始，直到当前最为前沿的
研究方法、手段，均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它汇集了作者多年来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实践经验和在国外实验室工作的亲身体会，同时参阅了大量
文献和有关论著，是一本系统的、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实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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