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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多年来，生命科学以惊人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许多新的边缘学科、新的研究领域、新技术和
新理论应运而生，深刻地影响着医药、环保、食品和工、农业生产，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成为人类在新世纪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和带头学科，生物化学对生命科学的腾飞所作出的贡献及其重要性有目共睹。
因此，国家教育部及有关部委早在1997年就启动了“面向21世纪高等农林院校本科教育生物系列课程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制改革”，要求加强包括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和带头学科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
实验室硬件建设。
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高等教育的面貌日新月异，教育领域充满生机。
同时，学科的发展、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家长和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作为
入围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高校，我们深切地认识到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和肩负责
任的重大，正在急起直追，以期不负重托。
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实验课教学，认为生物化学本来就是一门实验性学科，实验课不仅是整个教学工作
重要的环节，而且在培养学生严谨务实的学科作风、协作共事的团队精神、创造性思维以及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有的教材已不能满足新的需要，因而在已有教材的基础上推出这部实验教材，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
材《基础生物化学》（第二版）配套使用。
这本教材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重点介绍了常用生化实验技术的基本原理，包括层析技术、
电泳技术等。
把实验原理集中起来，一方面使这些涉及生物大分子分离、纯化、检查的常规技术系统化，有利于学
生理解实验操作，尽快掌握有关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也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第二部分设置了32个普通生化实验。
适合于对生物学相关专业学生进行基本的生化实验技能训练，以便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与理论课教
学相辅相成。
第三部分安排了4个综合性大实验，这是本书的特色和本科生实验教学的重要突破。
通过这部分的实验，不但可以把前面的有关知识和技能系统化、集成化，而且更贴近现代生化科研实
践，对于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相关课程或从事科研有直接的帮助和更为久远的影响。
本书适合于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工程等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以选取其中部分内容用于其他专业
。
本教材的编写首先得益于多年来兄弟院校同行的大力支持，华中农业大学洪玉枝老师、四川农业大学
陈惠老师、新疆农业大学罗淑萍老师、山东农业大学王宪泽老师、宁夏大学张慧茹老师等为我们提供
了所在院校的实验教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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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编者在多年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基础上，为生物类
及农科各专业本科生生物化学实验课编写的教材。
教材理论部分介绍了离心技术、层析技术、电泳技术及生物大分子制备技术。
实验部分包括生物化学基本实验和生物化学综合性实验两大部分。
基本实验适用于生物类和农科各专业生物化学实验的基本训练；综合性实验可用于生物技术等专业进
行科研模拟训练，也可用于研究生“生物化学研究技术”课程。
书末附录包括了生物化学常规仪器设备操作注意事项、常用试剂、溶液配制及常用数据列表等内容。
    本书内容全面，实用性强，重视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兼具广度和深度，主要作为高等农林院校本
科生教材，也可供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本科生使用，还可作为相关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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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5.2 离子交换层析离子交换层析（ion exchange chromatography，IEC）是以离子交换
剂为固定相，是目前生物化学领域中常用的一种层析方法，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生化物质如氨基酸、蛋
白、糖类、核苷酸等的分离纯化。
离子交换层析是依据各种离子或离子化合物与离子交换剂的结合力不同而进行分离纯化的。
离子交换层析的固定相是离子交换剂，它是由一类不溶于水的惰性高分子聚合物质，通过一定的化学
反应共价结合上某种电荷基团形成的。
离子交换剂可以分为三部分：高分子聚合物基质、官能团和交换离子。
官能团与高分子聚合物共价结合，形成一个带电的可进行离子交换的基团。
交换离子是结合于电荷基团上的相反离子，它能与溶液中其他的离子发生可逆的交换反应。
交换离子带正电的离子交换剂能与带正电的离子发生交换作用，称为阳离子交换剂；交换离子带负电
的离子交换剂与带负电的离子基团发生交换作用，称为阴离子交换剂。
在一定条件下，溶液中的某种离子基团可以把交换离子置换出来，并通过电荷基团结合到固定相上，
而交换离子则进入流动相，这就是离子交换层析的基本交换反应。
通过在不同条件下的多次交换反应，就可以对溶液中不同的离子基团进行分离。
可用于离子交换层析的介质材料很多，常用的是离子交换树脂，这是人工合成的难溶于一般溶剂的高
分子聚合物，可分为阳离子交换树脂和阴离子交换树脂两类。
带有酸性可电离基团（如-SOH），称为阳离子交换树脂。
带有碱性可电离基团（如R，NOH），称为阴离子交换树脂。
另外，把纤维素上少量羟基用弱电离基团取代制成的纤维素衍生物，在生化分离方面也较为常见。
它具有松散的亲水性网络，有较大的表面积，对生物高分子有较好的通透性。
由于羟基被取代的百分比较低，离子交换纤维素的电荷密度比树脂低很多，所以洗脱条件温和，回收
率高。
常见的阴离子交换纤维素有磺酸甲基（SM）纤维素、羧甲基（CM）纤维素等，阳离子交换纤维素有
二乙基氨基乙基（DEAE）纤维素、三乙基氨基乙基（TEAE）纤维素等。
根据离子交换层析原理设计的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是一种典型的生化分离工具。
1.2.5.3 亲和层析亲和层析（affinitychroma to graphy）是利用生物分子间特异的亲和力而进行分离的一种
层析技术。
生物分子间存在很多特异性的相互作用，如抗原一抗体、酶一底物或抑制剂、激素一受体等，它们之
间都具有专一可逆性结合的特性，这种结合力就称为亲和力。
亲和层析的分离原理是将具有亲和力的两个分子中的一个固定在不溶性基质上，利用分子间亲和力的
特异性和可逆性，对另一个分子进行分离纯化。
被固定在基质上的分子称为配体，配体和基质是共价结合的，构成亲和层析的固定相，称为亲和吸附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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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化学实验技术》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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