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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十章，重点阐述基因工程概论、基因工程条件、基因工程的主要技术、目的基因的获得、重组
子构建及其转化，外源基因表达的分子机制及提高其表达的技术策略、外源基因表达产物的分离和纯
化、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基因工程的技术流程与应用和基因工程的安全性评价与管理等内容。
本书坚持基础性、通用性和教学实用性相结合，在重点阐述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的同时，尽可能反
映基因工程领域的一些新进展。
    本书的基础性和实用性强，突出了农林院校生物学专业偏向应用的特点，适合用作全国农林院校生
物学及生物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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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水林，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1965年出生，1988年江西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学士毕业，1991年华中农业大学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毕业，1998年福建农林大学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博士毕业。
曾于1996年10月-1998年1月在韩国庆北国立大学农学院留学。
现主讲《基因工程》、《进化生物学》等本科课程，《植物次生代谢》硕士研究生课程以及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高级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已累计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
项在内的省部级项目10余项，在辣椒等蔬菜抗逆功能基因组学、细胞工程、蔬菜资源学以及高产、优
质、高抗蔬菜新品种选育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已分离鉴定应答逆境的各类EST或TDF1000多
个，建立了8个cDNA文库，以此为基础分离鉴定5个辣椒WRKY、3个辣椒NAC、3个辣椒AP2/ERF转录
因子、3个MAPK、1个辣椒Rop和2个辣椒Rab、1个细胞膜激发子结合蛋白以及20余个其它具有重要功
能的候选基因的全长cDNA，利用gateway克隆技术构建了上述候选基因的的超表达和反义表达载体；
建立了辣椒、胡萝卜、水稻、烟草等作物的农杆菌介导的高效遗传转化体系并获得了上述近20个上述
候选基因的超表达和反义表达的转基因烟草和辣椒植株和株系；已从国内外收集了130份辣椒资源并开
展了分子标记和农艺性鉴定，利用这些资源开展了小孢子培养和优良自交系和杂交组合的选育。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教材《基因工程》（科学出版社，2008年3月）1部，参编教材《
农业总论》（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参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0），出版专著《植保素代谢与
植物防御反应》（广东科技出版社，2002）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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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杂交  第四节  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    一、PCR技术原理    二、PCR反应体系    三、PCR技术的应
用  第五节  DNA序列分析    一、Maxam-Gilbert化学降解法    二、Sanger双脱氧链终止法    三、DNA的自
动测序    四、DNA的测序策略    五、核苷酸序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第六节  基因定点诱变    一、盒式
诱变    二、寡核苷酸引物诱变    三、PCR诱变  第七节  DNA与蛋白质互作分析    一、酵母单杂交系统    
二、凝胶阻滞试验    三、DNase Ⅰ工足迹试验    四、DNA与蛋白质互作的免疫沉淀分析  思考题第五章 
目的基因的获得  第一节  PCR扩增获得目的基因或cDNA    一、已知序列基因的PCR扩增    二、常
规PCR衍生的几种基因克隆技术  第二节  基因组文库的构建与基因分离    一、基因组文库的类型    二、
构建基因组文库应满足的条件    三、基因组文库的构建    四、其他载体基因组文库的构建    五、基因
组文库的扩增筛选  第三节  cDNA文库的构建与筛选    一、cDNA文库的特征及发展    二、构建cDNA文
库应满足的条件    三、cDNA文库的构建    四、cDNA文库的筛选  第四节  根据基因差异表达获得目的
基因    一、差异显示PCR    二、cDNA代表性差异分析    三、抑制性削减杂交    四、RNA任意引物PCR  
第五节  基因的化学合成    一、寡聚核苷酸单链的化学合成    二、探针的化学合成    三、连接子和接头
的合成    四、基因的半合成(酶促合成)    五、全长基因化学合成  思考题第六章  DNA重组的操作  第一
节  DNA的体外重组    一、黏性末端的连接    二、平末端的连接    三、PCR产物的连接    四、Gateway载
体构建系统  第二节  重组体导入受体细胞的原理与技术    一、重组DNA导入大肠杆菌的方法    二、重
组DNA导入真核细胞的方法    三、转化率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节  重组子的筛选与鉴定    一、载体表型
选择法    二、根据插入基因的表型选择法    三、DNA电泳检测法    四、PCR检测法    五、核酸杂交检测
法    六、免疫化学检测法    七、DNA序列分析  思考题第七章  外源基因的表达及其优化策略  第一节  
影响外源基因表达的因素    一、阅读框架对转化基因表达的影响    二、顺式作用元件对基因表达的影
响    三、翻译过程对表达的影响    四、表达系统对表达产物的影响  第二节  外源基因在原核细胞中的
表达    一、原核生物基因表达与调控的特点    二、原核生物基因表达载体的组成特征    三、原核生物
基因表达的受体系统    四、优化外源基因在原核细胞中表达的策略  第三节  外源基因在真核细胞中的
表达    一、真核生物基因表达与调控的特点    二、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载体的组成特征    三、真核表达
的受体系统    四、优化外源基因在真核细胞中表达的策略  思考题第八章  外源基因表达产物的分离纯
化  第一节  重组蛋白分离纯化方法选择的基本原则    一、纯化策略的制定    二、层析类型的选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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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分离纯化技术的联合应用    四、合适分离纯化介质的选择    五、分离纯化过程的规模  第二节  不
同表达形式的蛋白质分离纯化    一、分离纯化的一般步骤    二、大肠杆菌表达的重组蛋白质的分离纯
化    三、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的重组蛋白质的分离纯化  第三节  重组蛋白质的质量检测    一、重组蛋白
质的质量控制指标    二、重组蛋白的质量检测项目与方法    三、重组蛋白质的保存  思考题第九章  基
因工程的应用  第一节  植物基因工程的应用    一、植物基因工程技术流程    二、植物基因工程的应用    
三、基因工程与常规育种相结合进行作物遗传改良  第二节  动物基因工程的应用    一、动物基因工程
的技术流程    二、动物基因工程的应用  第三节  微生物基因工程的应用    一、微生物基因工程的技术
流程    二、微生物基因工程的应用  思考题第十章  基因工程及其产品安全性管理  第一节  基因工程的
安全性问题    一、基因工程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安全性    二、基因工程对生态系统的安全性    三、转基
因生物与农业生产的安全性    四、基因工程与伦理道德    五、基因工程与动物权益保护  第二节  基因
工程的安全性评价    一、基因工程生态安全性评价    二、基因工程食品安全性评价  第三节  基因工程
安全管理    一、生物安全管理    二、中国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  思考题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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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基因工程是20世纪70年代在分子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
种可以按照人们的意愿设计、改造和组建生物品种的新技术。
虽然问世不久，但已充分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它将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第一节　基因工程的内容与应用　　一、基因工程的概念　　基因工程是通过基因操作，将目的
基因或DNA片段与合适的载体连接转入目标生　　物细胞，通过复制、转录、翻译外源目的基因以及
蛋白质的活性表达，使转基因生物获得新的遗传性状的操作。
基因工程的目标是实现转基因生物性状的定向改良，技术上包括基因或DNA的体外重组、转基因、重
组子筛选与扩大繁殖等多个环节，目的性和技术性都很强，需要严密的实验设计。
　　基因工程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①打破物种的界限，实现跨物种的基因转移；②通过已知功能
基因的遗传转化，可进行物种的定向改良；③可以创造出自然界中原本没有的生物。
　　在不严格的情况下，有时又把基因工程称为基因操作、遗传工程或基因克隆，但严格来说它们的
意义是有差别的。
基因操作泛指对基因进行酶切、连接、转化等分子生物学操作，是基因工程的技术基础；基因克隆是
指对基因进行分离和扩大繁殖等操作过程，其目的在于获得大量的基因拷贝，它在技术上主要包括载
体构建、大肠杆菌遗传转化、重组子筛选和扩大繁殖等环节，很多时候并不涉及动物、植物等的转化
及性状的遗传改良，显然与基因工程不完全一致；广义的遗传工程是指所有能改变生物体遗传性状的
技术，包括常规的有性杂交育种、染色体工程、细胞工程以及基因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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