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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分子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大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学科，是现代生命科学中发展极快的分支学科。
分子生物学的主要内容是在生物大分子结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的层面上，研究基因的结构、功能、
表达及其调控的分子机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形态分类学和生态学等宏观学科在内的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在越来越多
地用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因此，对生命科学各个领域（包括农学和医学）的科学工作者来说，掌握分子生物学的理论体系和研
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对生命科学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分子生物学无疑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
　　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内容抽象而复杂，且发展速度极快，教好分子生物学，或学好分子生物学都是
相当困难的。
推出一本内容充实、条例清楚、重点突出、文字简明通俗，图片精美，篇幅适中的教材，使学生能够
比较容易地学到深入扎实的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原理，是本书编者追求的目标。
　　编者力求使本书具备下列特色。
　　（1）内容充实，反映学科新进展。
由于分子生物学是一个实验学科，本书各章均在力求全面深入地讲述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介绍相关研
究技术的基本原理，且力求反映新理论和新技术。
如在深入讲述核酸结构和性质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介绍包括分子杂交和基因芯片在内的研究技术;在
讲述基因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系统的论述结构基因组学和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将基因结
构、表达及其调控研究的新进展，焦磷酸测序技术、实时定量PCR、基因的克隆和表达等新技术纳入
教材。
使学生能够掌握分子生物学的理论体系和技术原理，熟悉学科的发展动态，具备从事有关科学工作的
基本能力。
　　（2）注重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能力和敬业精神。
本书各章注重概要介绍一些重大科学发现的过程，如DNA结构的发现，遗传密码的破译，基因表达调
控的研究方法等，使学生能够领悟科学思维的方法，和科学工作者不畏劳苦的敬业精神。
　　（3）教师容易教，学生容易学。
编者在构建本书的知识框架时，力求做到条例清楚、重点突出、图片精美，篇幅适中。
语言表达力求简明通俗，层次分明，使采用本教材的教师能够教得轻松，学生能够学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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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子生物学专业的一线教师集体编写而成，力求反映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最新研究趋势与进
展。
　　全书每章以引人入胜的导言为开端，以本章内容的发展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意义为切入点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注意将科学史上一些重要发现的概况编入教材，以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能力和
敬业精神。
分12章深入地阐述了主要生物大分子的结构、生物合成及其调控机制，介绍了基因组学、PCR、DNA
克隆、克隆基因的表达等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每章后附有小结和思考题，概括本章的主要内容，使读者能抓住复习的重点。
　　本书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简明通俗，篇幅适中，可作为各类高等院校生物、农林、
医学等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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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8.1核酸的提取与沉淀　　核酸类化合物都溶于水而不溶于有机溶剂，所以核酸可用水溶液提取
，除去杂质后，用有机溶剂沉淀。
在细胞内，核糖核酸与蛋白质结合成核糖核蛋白（RNP），脱氧核糖核酸与蛋白质结合成脱氧核糖核
蛋白（DNP）。
在O.14tool／L的氯化钠溶液中，RNP的溶解度相当大，而DNP的溶解度仅为在水中溶解度的1％。
当氯化钠的浓度达到1mol／L的时候，RNP的溶解度小，而DNP的溶解度比在水中的溶解度大2倍。
所以常选用O.14mol／L的氯化钠溶液提取RNP，选用1mol／L的氯化钠溶液提取DNP。
两种核蛋自在不同pH条件下溶解度也不相同，RNP在pH2.0～2.5时溶解度最低，而DNP则在pH4.2时溶
解度最低。
　　核酸分离纯化一般应维持在0～4℃的低温条件下，以防止核酸的变性和降解。
为防止核酸酶引起的水解作用，可加入十二烷基硫酸钠（SDS）、乙二胺四乙酸（EDTA）、8一羟基
喹啉、柠檬酸钠等抑制核酸酶的活性。
2.8.1.1 RNA的提取　　tRNA约占细胞内RNA的15％，相对分子质量较小，在细胞破碎以后溶解在水溶
液中，离心或过滤除去组织或细胞残渣，用酸处理调节到pH5，得到的沉淀即为tRAN粗品。
mRNA占细胞RNA的5％左右，很不稳定，提取条件要严格控制。
rRNA约占细胞内RNA的80％，一般提取的RNA主要是rRNA。
　　（1）稀盐溶液提取法　用0.14mol／L的氯化钠溶液反复抽提组织匀浆或细胞裂解液，得到RNP提
取液，再进一步去除DNP、蛋白质、多糖等杂质，获得纯化的RNA。
　　（2）苯酚水溶液提取法　在组织匀浆或细胞裂解液中加入等体积的90 9／6苯酚水溶液，在一定
条件下振荡一定时间，将RNA与蛋白质分开，离心分层后，DNA和蛋白质处于苯酚层中，而RNA和多
糖溶解于水层中。
苯酚溶液提取法操作时温度可控制在2～5℃进行，称为冷酚法提取。
也可控制在60℃左右，称为热酚法提取。
苯酚溶液提取法不需事先提取RNP，而是直接将RNA与蛋白质和DNA等初步分开，是目前提取RNA的
常用方法。
必须注意，市售的苯酚往往含有某些重金属和杂质，可能引起核酸的变性或降解。
使用时苯酚一般需要减压重蒸，或使用市售的水饱和酚。
通常多次用苯酚或氯仿处理使蛋白质变性，每次处理后离心取上层水相。
用Trizol试剂可以制备高质量的RNA，但Trizol试剂的价格较高。
此外也可用表面活性剂，如sDS和二甲基苯磺酸钠等处理细胞匀浆来提取RNA。
mR-NA可用寡聚dT一纤维素亲和层析，或偶联寡聚dT的磁珠从总RNA中分离。
　　由于RNA酶存在广泛，且十分稳定，破碎细胞时要加入胍盐破坏RNA酶，试剂要用O.1％的DEPC
（焦碳酸二乙酯）配制，器皿要高压灭菌或用O.1％的DEPC处理。
2.8.1.2 DNA的提取　　从细胞中提取DNA，一般在细胞破碎后用浓盐法提取。
即用1tool／L的氯化钠溶液从细胞匀浆中提取DNP，再与含有少量辛醇或戊醇的氯仿一起振荡除去蛋
白质。
或者先以O.14mol／L氯化钠溶液（也可用O.1tool／L NaCl加上O.05tool／L柠檬酸代替）反复洗涤除
去RNP后，再用1mol／L氯化钠溶液提取DNP，经水饱和酚和氯仿戊醇（辛醇）反复处理，除去蛋白
质，而得到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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