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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基因组学及后基因组学为主流的现代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为分子遗传学赋予了新的内涵并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在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成果迅猛增长的形势下，为了适应教学改革的要求、满足广大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求知欲望，迫切需要编写一本既传承分子遗传学的知识体系又反映当代生命科学发展前沿
的教科书。
为此，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组织部分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长期从事分子遗传学教学和科研的有关
专家学者讨论了分子遗传学教材编写大纲。
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几易其稿构筑了本教材的框架基础。
　　根据上述原则，本教材从分子水平上阐述了基因组结构与功能、基因突变与DNA损伤修复、基因
表达与调控、遗传重组与转座、基因与发育、基因与免疫多样性等分子遗传学的核心命题。
特别是以相应的篇幅讨论了分子遗传学的几个重要发展分支，如表观遗传学、基因组与后基因组学的
研究进展与动态，并专门介绍了分子遗传学研究中常用技术，以期拓宽学生知知识面，在更深层次上
理解和掌握基础理论和研究动向。
　　本教材共分为12章，根据各位作者研究方向和专长进行了分工：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路铁刚，第5章和第12章；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丁毅，第2章和第11章；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邢更妹，第1章和第6章；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双宜，第3章和第4章；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
究所张春义，第9章和第10章；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孙英莉，第7章和第8章。
　　王亚馥教授对全部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保证本书的质量起了重要的
作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王莉编辑和张晓晶编辑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没有她们的支持和帮助，本
书不可能这样顺利出版。
张芊博士、彭昊博士、张伟博士、张治国博士、王琦琳、王元火同志为本书的稿件收集与整理做了大
量工作。
对为本书出版发行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人员，我们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分子遗传学发展迅速，加之作为教科书的篇幅有限以及时间仓促，本书无法将分子遗传学的
知识面面俱到，难免有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同学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进
行补充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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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基因和基因组的结构与功能为基础，从分子水平上阐述了基因变异、基因调控、遗传重组与转
座、基因与发育、基因与免疫多样性等重大分子遗传学的核心命题，特别是结合近代基因概念的发展
对表观遗传学和近年广泛流行的几种重要病毒病发生的分子机制进行了专题介绍和讨论，综述了基因
组和后基因组研究的进展，最后对分子遗传学研究中常用技术的原理做了较为广泛而系统的介绍。
　　全书图文并茂，内容新颖，观点明确，介绍了分子遗传学的发展趋势，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览和
探究分子遗传学知识的新窗口和知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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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农林院校、师范院校和医学院校等生命科学类各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
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供相应专业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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