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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以食为天”，高度概括了食品对于人类生存繁衍所起的作用，揭示了食品与生命的密切关系。
生命科学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研究生物的生命过程，是21世纪的前沿科学。
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渗透，使食品科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仅运用传统
食品科学理论与技术研究食品新原料的来源、新工艺的过程及对人体营养与安全的影响，在知识结构
与实际应用方面明显感觉薄弱与不足。
为了将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引入食品科学体系，解决食品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培养既具有
食品科学理论又具有分子生物学理论的跨学科复合人才，在上海市教委的支持下，开展了“食品分子
生物学基础”的重点课程建设，并编写了讲义，经多年的教学实践，修改补充形成了教材。
由于本教材符合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发展要求，体现了科学性、系统性和新颖性，因此已被列入教
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食品分子生物学基础》是用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食品科学的一门跨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教材。
本教材以分子生物学理论的崭新视角研究食品科学、食品开发、食品营养、食品分析与食品安全等，
目的是向学生提供内涵广泛的食品科学与前沿新颖的分子生物学有机结合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技术，为
学生掌握更深入和更专门的食品科学知识做准备。
《食品分子生物学基础》是在学生学习了普通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食品化学等基础课程的
前提下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与后续课程共同构成食品科学专业的新体系，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使食品专业教学在传统的经典课程教材基础上迈进一步，更快、更自觉地与最新生命科学相结合。
《食品分子生物学基础》适合大专院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生使用，也可以作为相关专业研究
生和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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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用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食品科学的一门跨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教材。
本教材以分子生物学理论的崭新视角研究食品科学、食品开发、食品营养、食品分析与食品安全等，
目的是向学生提供内涵广泛的食品科学与前沿新颖的分子生物学有机结合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技术，为
学生掌握更深入和更专门的食品科学知识做准备。
本书是在学生学习了普通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食品化学等基础课程的前提下开设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程，与后续课程共同构成食品科学专业的新体系，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使食品专业教学在
传统的经典课程教材基础上迈进一步，更快、更自觉地与最新生命科学相结合。
 本书适合大专院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生使用，也可以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和科技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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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切有机体均由细胞构成，只有病毒是非细胞形态的生命体。
最简单的生命形式是仅由一个细胞构成的单细胞生物，而多细胞生物的有机体根据其复杂程度由数百
乃至万亿计的细胞构成。
科学证实，1g哺乳动物的肝或肾组织含有2.5 ~3亿个细胞、这些细胞又可以划分为200多种类型，它们
的形态结构与功能差异很大，但都是由1个细胞——受精卵经过分裂与分化而来的。
有些极低等的多细胞生物体，如盘藻仅有4个、8个或几十个未分化的相同细胞组成，它们实际上是单
细胞与多细胞生物之间的过渡类型。
多细胞生物机体内，功能相同、形态结构相似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细胞群体构成组织，如构成植物器
官的组织一般有六种，分别为分生组织、薄壁组织、机械组织、保护组织和输导组织。
应该指出，构成高等生物体的细胞虽然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庞大细胞城市中的各个居民行使其特
定功能，并且通过精致的通信系统取得联系，具有分工与协同的相互关系，但它们又保持着形态与结
构的独立性，每个细胞具有自己独立的一套“完整”的结构体系，构成有机体的基本结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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