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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科学基础实验》是为农业高校生物类、大农学专业基础课编写的生物学实验教材。
我们是依据宽专业、厚基础、重应用的教育改革方向，在引导学生全面掌握基本原理和新技术的基础
上，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动手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配合各高校生物学实验示
范中心的教学改革精神编写的。
我们力图做到如下几点：　　1.系统性　　综观生物科学的内在规律，从形态解剖到生理生化，从遗
传变异再到分子代谢的生命现象研究，最后是各学科实验的综合，兼顾独立性，自成体系。
全书共分四篇，第一篇为生物科学常规的实验技术，第二篇为基础实验、验证实验，第三篇为提高综
合实验，第四篇为研究创新实验。
　　2.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以往的实验教学内容注重知识传授，实验教学内容体
系上，演示性、验证性、模拟性实验占绝大多数，而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占的比例很少，难
以充分发挥学生灵活思维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为此本实验教材在适当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的比例，淘汰一些落后的演示性、验证性和
模拟性实验的同时，力求做到精练与详细相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
有些实验应尽可能详细介绍，起到工具书的作用，具有实用性和参考性；有些实验，特别是综合性、
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力求简明扼要，在阐述基本原理或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主动思维；同
一实验，不同的学生可以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采用不同的实验材料，取得不同的实验结果。
在提高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基础上，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3.突出高、新、合的编写原则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学科的相互渗透与交叉，新的
边缘学科不断产生，生物学实验的手段也不断改进。
本教材尽可能介绍生物学实验的最新技术和方法，起点高，内容新；在打破各学科界限，实现实质性
融合的同时，兼顾不同学科的特点及个性。
　　本书是在参考了不同院校生物实验指导以及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编写人员多年的教学
和科研经验编写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领导、教务处、生命科学学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组
织专家对编写大纲及内容体系进行论证，提出编写原则及要求；对初稿进行多次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处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对本书的立项、编写及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精心指
导，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实验教材是为生物类、农学类编写的实验教材，也可作为生物学、农学、园艺及其他相关专业
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的参考书或教材。
作为生物学实验教材，覆盖面广，涉及学科多，技术发展快，编写难度较大，虽经所有编著者共同努
力，但由于水平有限，时间又较仓促，书中讹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望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及
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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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科学基础实验（植物类）》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作为实验教学改
革的配套教材，有机地整合植物学、生物化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和微生物学实验课程，从植物的
形态结构到生理生化，从遗传变异再到分子代谢的生命现象研究，形成了全新的体系和内容。
全书共分四篇，首篇介绍生物科学实验的基本技术，第二篇为生物科学的基础实验，第三篇是生物科
学的综合性实验，第四篇为研究创新性实验。
全书共111个实验项目，图表130多幅，内容丰富，适合作为农林院校、综合性大学生物科学实验的教
科书，也可作为生物学科研人员、大学生以及生物学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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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速率区带离心　在离心管或样品池内预先注入一定密度梯度的液相介质，介质密度自上而
下逐渐增大，样品物质轻轻铺在密度梯度介质的液面上，起动离心机，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一定时间
后，不同的物质沉降形成不同的区带。
而同一物质组分聚集在同一区带。
这种离心的特点是物质的分离取决于样品物质颗粒的质量，而不是取决于样品物质的密度。
因而适宜于分离密度相近而大小不同的固相物质。
从离心结果来看，这一离心技术有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区带内的液相介质密度不等于而且小于样品物质颗粒的密度。
另一个特点是即使样品物质颗粒密度相同，但大小不同，离心后也位于不同的区带。
这是因为它们虽然密度相近甚至于相同，但大小不同，质量也就不同，所以分布在不同的区带。
　　蔗糖是对生物大分子及颗粒进行密度梯度区带离心时最常用的材料。
它很易溶于水，而且对核酸及蛋白质具有化学惰性。
离心管先装好密度梯度介质溶液，样品液加在梯度介质的液面上，离心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颗粒
离开原样品层，按不同沉降速度向管底沉降，离心一定时间后，沉降的颗粒逐渐分开，最后形成一系
列界面清楚的不连续区带，样品质量越大，往下沉降越快，所呈现的区带也越低，离心必须在沉降最
快的大颗粒到达管底前结束，样品颗粒的密度要大于梯度介质的密度。
梯度介质通常用蔗糖溶液，其最大密度和浓度可达1.28 kg?cm－3和60％。
　　（2）等密度梯度离心法　等密度梯度离心或称平衡密度梯度离心是依据氯化铯、硫酸铯等物质
密度较大，能在强离心场内自行形成并保持稳定的密度梯度溶液。
开始离心前，把样品和氯化铯溶液混合在一起，经一定离心后，不同密度的分子便向与其密度相当的
区带集中，从而达到分离的目的。
其特点是沉降分离与样品物质的大小和形状无关，而取决于样品物质的密度。
但大小和形状决定着达到平衡的速度、时间和区带宽度。
物质悬浮在与其自身密度相等的液相介质区域内形成区带。
从离心结果来看，这种离心技术与区带密度梯度离心还有两点区别。
一点是不同大小但同一密度的样品物质分布在同一区带；另一点是同一区带内的样品物质密度和介质
密度相等。
此法可分离核酸、亚细胞器等，也可以分离复合蛋白质，但简单蛋白质不适用。
　　离心后离心管中各分离物质一般用4种方法进行分部收集，例如：　　（1）用注射器和滴管由离
心管上部吸出。
不需损伤离心管，尤其适用于不锈钢离心管中物质的分部收集。
吸时要严防已分离物被扰动。
　　（2）穿刺法是从离心管底部穿刺，使梯度自由流出。
　　（3）用针刺穿离心管区带部分的管壁，把样品区带抽出。
　　（4）用一根细管插入离心管底，把一种很稠密的介质（如60％～70％蔗糖渗液）慢慢地注入离心
管底部，以使梯度溶液从上面被顶出来，然后用注射器或移液管逐一移出各部分，或在离心管颈部加
一个塞子，塞子经一根导管通向分部收集器来进行分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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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往的实验教学内容注重知识传授，实验教学内容体系上，演示性、验证性、模拟性实验占绝大
多数，而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占的比例很少，难以充分发挥学生灵活思维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
为此本实验教材在适当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的比例，淘汰一些落后的演示性、验证性和
模拟性实验的同时，力求做到精练与详细相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
本书有机地整合植物学、生物化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和微生物学实验课程，从植物的形态结构到
生理生化，从遗传变异再到分子代谢的生命现象研究，形成了全新的体系和内容。
共111个实验项目，图表130多幅，内容丰富。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类-生物科学基础实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