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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工程制药学》根据目前一般高等本科院校专业发展的需要以及生物工程制药的新成果进行编写
。
全书共有十三章，可概括为三部分：第一章是绪论篇，介绍国内外生物工程制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第二章到第七章是原理和工艺篇，具体介绍生物工程制药的主要原理、基本概念及工艺基础；第八章
到第十三章为药物篇，具体介绍疫苗、抗体药物、海洋药物、核酸药物、糖类药物和脂类药物。
本教材既关注生物分离的主要技术和相关原理，又重点阐述了生物工程制药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强调抗体药物、核酸药物以及备受关注的海洋药物，使学生对现代生物制药有较为全
面的认识，能够较好地了解本学科的进展以及我国医药现代化趋势，为学生今后从事生物制药研究、
开发和生产打下必备的理论基础，获得必要的实践能力。

本教材可作为生物技术、生物制药和海洋药物学等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教材，又可作为医学相关专业
及制药工程专业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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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生物工程制药概述
一、生物制药定义
二、生物制药发展简史
三、生物工程制药的性质与任务
第二节 生物药物的来源、特点与分类
一、生物药物的来源
二、生物药物的特点
三、生物药物的分类
第三节 生物药物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
一、生物药物的研究现状
二、生物药物的发展前景
三、我国生物制药发展战略及对策
参考文献
第二章 基因工程制药
第一节 概述
一、基因工程制药概念
二、基因工程药物的特点
第二节 大肠杆菌表达体系
一、大肠杆菌表达载体主要类型
二、外源基因在大肠杆菌中高效表达的条件
三、外源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胞内、周质及胞外表达
第三节 酵母表达体系
一、酵母表达型载体骨架的构建
二、甲醇酵母表达体系
三、用甲醇酵母表达外源蛋白的一般步骤
四、酵母系统实现高表达需考虑的几个有关问题
第四节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体系
一、适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的载体
二、常用的宿主细胞
三、哺乳动物细胞表达体系的特点
四、获得转基因哺乳动物细胞的方法
第五节 昆虫细胞表达体系
一、杆状病毒生物学
二、Bac-to-Bac杆状病毒表达系统
三、影响外源基因在昆虫细胞或幼虫中表达的因素
参考文献
第三章 细胞工程制药
第一节 植物细胞工程制药
一、植物细胞工程简史
二、植物细胞的形态及生理
三、植物细胞的培养特性与营养
四、植物细胞培养的类型
五、植物细胞的大规模培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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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影响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积累的因素
第二节 动物细胞工程制药
一、动物细胞工程简史
二、动物细胞的形态及生理
三、动物细胞培养的基本方法和方式
四、动物细胞培养过程的细胞凋亡
五、动物细胞培养的生物反应器
第三节 转基因动物制药与转基因植物制药
一、转基因动物制药
二、转基因植物制药
参考文献
第四章 酶工程制药
第一节 药用酶
一、概念
二、药用酶的分类
三、治疗酶的来源
四、药用酶的特点
五、药用酶的生产方法
六、酶在医药领域的应用
七、临床常用药用酶简介
第二节 酶工程概述
第三节 药物的酶法生产
一、固定化细胞技术
二、固定化酶技术
三、酶的非水相催化技术
四、酶的人工模拟
⋯⋯
第五章 发酵工程制药
第六章 药物基因组学与药物蛋白质组学
第七章 生物药物的研究模式
第八章 疫苗
第九章 抗体药物
第十章 海洋生物制药
第十一章 核酸药物
第十二章 糖类药物
第十三章 脂类药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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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电击法 电击法是指将目的细胞与外源DNA共培养，向培养液施加一个瞬时高
电压，使得目的细胞的细胞膜暂时出现空洞，外源DNA即由此空洞进入细胞。
 （4）脂质体介导的基因转移 脂质体是由一种脂质双分子层形成的微囊结构，它可以与细胞膜发生融
合。
由于脂质体具有微囊结构，因而可以将外源DNA包裹在其中，并且一起转入细胞；同时脂质体几乎不
具有通透性，因而可以保护包裹在其中的DNA免受细胞核酸酶的降解。
人们利用这一方法已经成功地将外源基因导人小鼠淋巴细胞和HeLa细胞。
 （5）染色体介导的基因转移 染色体介导的基因转移是将染色体分离出来后，以其为媒介将外源基因
导入目的细胞。
通常人们采用离心法或流式细胞仪分离法分离染色体。
离心分离法是指先在含秋水仙素的培养基中培养目的细胞，在秋水仙素的作用下染色体加倍并聚集在
细胞的赤道板附近。
将细胞裂解后，在酸性条件（pH3～3.7）下，利用不同的离心速度逐级分离得到所需的染色体。
这种方法难以分开大小相近的染色体，有时得到的染色体会有组蛋白和RNA污染。
流式细胞仪分离法则可以精确地分离出单条染色体。
在分离之前先用溴化乙锭（EtBr）对染色体进行染色，然后让染色体在缓冲液中通过一个小孔，该孔
的大小恰能使单条染色体流出，液流经激光照射后会产生荧光，荧光脉冲的强弱与染色体中DNA的含
量成正比，荧光信号经光电倍增管检测放大，分离后通过计算机分析，根据激光产生的粒子数目的分
布频率对染色体的DNA含量作图，从而区别大小不同的染色体，并分别加以收集。
收集到含有目的基因的染色体后，将其加入受体细胞的培养液中。
为了提高转化效率，可以将染色体与磷酸钙共沉淀后再加入到受体细胞培养液中。
也可以先用二甲基亚砜处理受体细胞，以提高受体细胞接受外源染色体的能力。
 外源染色体转入受体细胞后多数会被降解，只有少数染色体片段可以整合到受体细胞的基因组中。
染色体介导的基因转移的转化率很低，大约只有1/105。
可以用HAT选择系统筛选重组子，选用HGPRT缺陷的宿主细胞，而转入的外源基因中带有HG—PRT
的基因。
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从大量细胞中选择出少量的转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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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工程专业综合素质培养型系列教材:生物工程制药学》既重视理论，又突出实践，内容简洁，代
表性较强，编写中既考虑利于教师的讲授，又便于学生学习和记忆，在每一章节尽可能用目前成功的
药物研发的实例来引导学生学习和理解，每一章有高度概括的小结便于复习和掌握。
《生物工程专业综合素质培养型系列教材:生物工程制药学》主要针对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的学习状况
，力求简化易懂。
本教材可作为生物技术、生物制药和海洋药物学等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教材，又可作为医学相关专业
及制药工程专业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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