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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芯片（微阵列）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建立的一种高通量、大规模分析技术，经过近20年
的发展，该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研究、药物开发、临床检验等领域，对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生物芯片在不同领域研究应用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多，但是相关的专著较少，早期的专著主要集中在生
物芯片的制备、生物芯片的实验方法等方面，近期出版的一些专著也主要集中在各自的应用领域。
生物芯片的快速发展已经渗透到生命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进行几乎
所有物种的全基因组分析”，而分析如此大规模的实验数据所需要的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工具也得到
了发展。
本书内容丰富，技术和应用介绍全面，是近期出版的有关DNA生物芯片书籍中难得的一本参考书，我
们组织研究人员翻译了本书，为中国的读者提供参考。
　　本书共分13章，从实验设计、芯片的制备方法到生物芯片的数据分析和数据存储，对生物芯片实
验技术方法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和详细讨论，并以生物芯片在医学中的应用作为重点，阐述了生物
芯片技术的应用，同时对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型生物芯片技术如蛋白质芯片、细胞和组织芯片、叠瓦
芯片等进行了介绍，供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参考。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组织完成，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有张春秀博士
（前言、第二章、第三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二章）、武雪梅（第四章、第五章、第十章）、华
友佳博士（第六章、第七章）、刘寒梢博士（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全书由肖华胜博士统
一审核和定稿。
　　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得生物芯片技术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生物
芯片技术经历了从产生到全基因组分析的飞跃。
本书的原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他们的研究经验，密切结合国际上生物芯片技术的最
新进展，完成了本书的编写工作，第一版于2009年4月由Elsevier Academic：Press出版。
为了使本书能够尽快以中文的形式服务于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几位翻译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完成
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根据自身的背景知识和已经积累的研究经验，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了科学的翻译和
阐释。
全文内容力求文字通顺，专业术语统一规范。
希望本书的中文翻译版能够给从事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统生物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提供
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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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40种严重危害农业、林业、渔业、畜牧和环境的外来入侵生物的起源与分布、主要形态特征、
主要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传播与扩散途径及发生与危害状况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规定了40种外来入
侵生物检验检疫、调查监测、应急控制、综合治理技术规范及应急防控预案，以期实现对外来入侵生
物防控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应对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件的科技支撑能力。
    本书既是从事农业外来入侵生物行政管理人员重要的参考用书，也是从事动植物检疫和农林科学研
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以及广大公众了解生物入侵防治知识、采取预防与控制措施的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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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传播与扩散　　刺萼龙葵主要来源于美国，可能由种子混杂在饲料中传人中国，检疫部门曾在
大连口岸截获。
刺萼龙葵靠种子繁殖后代，最初种群传播是通过带刺果实粘在美洲野牛身上而实现的，其英文
名buffalobtr即由此而来。
由于该植物全株密被长刺，人畜不易接触，很少遭到干扰和破坏，有利于生存繁衍，并迅速扩展蔓延
。
同时其果实生有许多刺，可附着在动物体、农机具及包装物上传播；种子也可随刮风、水流传播。
在种子成熟时，植株主茎近地面处断裂，断裂的植株形成风滚草样，以滚动方式将种子传播得很远，
其种子小，易混杂于其他种子中进行远距离传播。
刺萼龙葵繁殖能力较强，每浆果可产种子55～90粒，单株结实量达1万～2万粒，整个植株所产的种子
翌年即形成大片单优种群。
　　中国北方冬天天气寒冷，有利于刺萼龙葵种子完成后熟休眠，促进其迅速萌发。
2001年夏季在辽宁朝阳马山镇半拉山面粉厂排水沟下游的大凌河岸边、沙滩及农田边缘的石砾上观察
到少部分单株，呈零星分布几小片。
2002年秋在距半拉山下游20km处的河滩上及河堤边开始有零星分布。
2003年在河滩零星发现的植株已扩散成几大片群落，面积逐年扩大。
2004年秋季又在市区发现另一小片群落，说明刺萼龙葵果实也可以通过水流传播，在不加控制的条件
下，通常能够大面积蔓延危害。
刺萼龙葵在乌鲁木齐能够自然开花结实，产生具生活力的种子（单株结实达160个），这说明该植物在
我国干旱区可以完成生活史，并具有很强的繁殖力。
　　5.发生与危害　　在我国，刺萼龙葵于1981年在辽宁被首次发现，后扩散到吉林、山西、河北。
近年来已新人侵到北京、新疆等地，2003年8月5日，在北京市密云县李各庄引水渠岸边绿地和荒地上
首次发现。
2006年8月，在乌鲁木齐市焦化山发现。
刺萼龙葵适应性极强，耐旱又耐湿。
在干旱的田间地边、荒地、草原、牧场都能生长，而在湿润地、沟渠和河滩上植株生长地更加茂盛高
大。
刺萼龙葵繁殖力强，种子量大，有利于物种的延繁和传播。
此外，刺萼龙葵种子具有休眠性，能抵抗不良的环境，使其在恶劣的条件下长期保持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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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科学性、实用性、创新性和易操作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总结国内外有关应对外来生物入
侵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应用新的科技研究成果，组织全国50多位从事外来入侵生物科研及管理的专家
，制定完善了40种严重危害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的外来入侵生物的应急防控技术指南，规范了检验检
疫、风险分析、监测预警、应急控制、信息收集、应急处置等技术规程，对提高外来入侵生物管理的
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增强应对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件的技术能力具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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