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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是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基本实验操作及实
验技能的主要手段，是培养学生养成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学生后续专业技能
学习与提高的必要基础，因此为适应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要求，为配合科学出版社《生物化学
》（案例版，第2版）理论教材教学，结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实践的实际情况，组织编写了
这本实验教材。
本教材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是基本实验操作，重点介绍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的基本实验操作、动物实验的基本操
作技术；第二章为基本训练型实验，主要以实验训练为目的，以经长期教学实践，证明对医学院校学
生理解医学各学科理论体系有很好辅助作用的实验项目为主要内容；第三章是综合提高型实验，主要
是进一步提高学生实验技能、提高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章为研究应用型实验，主要是检验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综合能力，通过这章实验训练，有助于提高医学院校学生灵活自如应用实验来
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本教材的编写均由长期从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的中青年教师执笔，他们有着较为丰
富的实验教学经验，能与时俱进地更新实验教学理念、手段及内容，将他们的教学感受及经验有机地
融入教材，能帮助学生更容易地掌握实验要点，以规范学生的操作。
虽然本教材编写的实验数量不多，但力求将每个实验写透彻，同时还通过增加与实验相关的上、下游
知识，增加学生学习兴趣点，对理论教材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本教材不仅适合医学院校各专业本科学生使用，也可供研究生、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及技术人员参
考。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紧，教材中不当或错误之处恳请同行专家和使用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
正完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内容概要

本书编写参照了建设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要求的实验教学模式，将实验项目分成基本实验操作、
基础训练型实验、综合提高型实验及研究应用型实验四个板块，分别介绍了21项实验内容。
在实验内容的选取上，既考虑到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本身的要求，又力求贴近临床医学实践和
医学科研相关知识，在深度和难度上遵循从易到难、从基础生物化学到分子生物学的逐渐过渡。
这种安排能较好地使初学者打好实验操作基础、逐步提高操作技能、熟练掌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所要求实验技能，并拥有初步科研能力。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医学院校各专业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材，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取
舍；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实验教材或科研工作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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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基本实验操作　实验一　基本实验操作　实验二　动物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第二章　基础训
练型实验　实验三　凝胶过滤法分离蛋白质　实验四　考马斯亮蓝染色法测定蛋白质浓度　实验五　
醋酸纤维素薄膜电泳分离血清蛋白质　实验六　Hanes作图法测定兔血红细胞过氧化氢酶Km值　实验
七　血清总胆固醇浓度测定　实验八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活性测定(赖氏
法)　实验九　改良J-G法测定血清胆红素　实验十　血清葡萄糖浓度测定第三章　综合提高型实验　
实验十一　小鼠肝组织DNA的提取及鉴定　实验十二　TRIzol试剂法提取总RNA　实验十三　质
粒DNA的转化　实验十四　质粒DNA的制备　实验十五　DNA的限制性内切酶酶切分析　实验十六
　RT-PCR　实验十七　外源基因在大肠埃希菌中的诱导表达　实验十八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分离蛋白质　实验十九　免疫印迹检测第四章　研究应用型实验　实验二十　实验讨论课　实验二十
一　文献综述训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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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六）实验讨论实验讨论部分是最能体现实验者专业理论知识、实验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及解
决问题能力的精华部分。
一篇实验报告、一篇科研论文写得水平高低与讨论部分密切相关。
所以，实验讨论对整个实验报告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实验者提高实验能力的重要方面。
初学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讨论不知道写些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了解科研论文讨论都写哪些内容。
科研论文的讨论一般从实验目的开始，为探讨⋯⋯分析了⋯⋯得到了⋯⋯用简单几句话从目的过渡到
实验结果；然后，对结果进行陈述，阐述如何得到自己的结论；接着将自己的结论与文献的相关结论
进行比较，哪些文献是支持自己的结论，哪些文献是与自己的结论相对立，并需要简明扼要地说明其
中的原因；再接着，要指出自己论文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分析造成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可能的话
应写出如何避免；最后对自己的论文作一个适当的评价，这个评价要与论文的结论相呼应。
实验报告的讨论部分其实与科研论文的讨论思路上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在讨论自己的结论时，一般很
少与文献作比较，可与同时做实验的其他实验者的结论进行比较，分析相同或不同的原因。
另外，实验报告的讨论部分还可对整个实验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进行讨论与分析，可以写出对实验
的感受和印象，也可以写实验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等，所以实验报告的讨论比科研论文的讨论范
围更广。
刚开始写讨论会遇到不知写什么的问题，就像小学生开始学写作文一样，好像没有内容可写，但坚持
下去，慢慢地可写的内容就多了。
写不好没有关系，坚持写，每次实验都认真写，认真体会和感受，经过几次实验后，就会发现自己的
讨论有进步了，越写越好。
实验报告最好在做完实验后及时书写，这样对实验的印象感受还比较深，写讨论会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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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全国高等院校医学实验教学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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