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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总结前人的基因工程教材基础上编写的。
正如牛顿所说：“之所以我们能够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
”我们能够编写出这本书，与前辈科学家在基因工程教学和科研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
根据本科生学习时间少，学时缩短的现状，同时融合了我们长期教学和科研经验，编写了这本书。
本书可以作为本科生的教材，用于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工程专业学习，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学习
中的指导用书。
　　本书的特点是：①适应理论学时缩短的需要，将内容减少。
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在第四学年进入实习，理论学习安排在前三个学年，所以理论学时减少，而目前
所用教材内容太多，学生没时间学习。
②将基因工程原理和实验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
多数教材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理论知识的讲述方面，而基因工程是一门实验性学科，没有实验导致学
生学习知识不全面。
③加入最新的知识内容，适应进一步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本书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添加很多新的知识和内容，为大学生进入研究生学习奠定基础。
④在很多地方加入图示以便学生理解，也便于学生自学。
同时，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学生常常问到我们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以避免在学习和科研中走弯路，
在编写过程中加入这部分内容，增加了同学们学习时的真实感。
　　本教材由刘亮伟、陈红歌担任主编，王明道为副主编，刘新育、高玉千参编。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因工程原理；第二部分为基因工程实验指导。
第一部分分为八章，刘亮伟编写了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二章部分内容和第四章部分内容；陈
红歌编写了第三章、第七章；刘新育编写了第二章部分内容；高玉千编写了第四章部分内容；王明道
编写了第八章。
第二部分由刘亮伟编写。
最后刘亮伟、陈红歌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特此感谢为科学做出贡献的学者，感谢河南农业大学对《基因工程》精品课程的认定，同时感谢编委
老师的辛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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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总结前人的基因工程教材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两部分十二章，内容包括基因工程原理和基因工程实验指导。
     本书可以作为本科生的教材，用于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工程专业学习，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学
习中的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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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是基因工程中关键的工具酶，它们使得基因的分离和连接得以实现。
限制性内切酶对DNA进行特异性切割，是获取所需要基因片段的工具，可以将基因或DNA片段从染色
体上剪切下来，进行体外基因重组。
当限制性内切酶识别位点的中心轴两侧对称切割DNA两条链时，其产物会形成单链突出末端，即黏性
末端。
不同来源的DNA经同一种限制酶切割后，其末端可以根据碱基互补匹配原则进行黏端配对。
现在已经发现了很多限制性内切酶，但是，仍然缺乏对于一些特殊识别序列切割的限制性内切酶；此
外，耐热性限制性内切酶、长识别序列的稀切酶仍然是当前研究热点。
在连接酶的作用下，可将通过氢键结合在一起的DNA片段形成稳定的化学键——磷酸二酯键，将两
条DNA连接起来，这种酶的作用可以形象称为“缝线针”。
现在常用的连接酶有两种：大肠杆菌连接酶和T4DNA连接酶，前者只能连接具黏性末端的DNA片段
，后者可以连接黏性末端和平末端，连接效率更高一些。
　　3.载体的研究　　体外重组DNA只有进入相应细胞体内，经过复制扩增并表达相应蛋白质后，才
能表现其生物学特征。
重组DNA要进入受体细胞，必须有相应的运载工具，载体就是基因的运载工具，它能够携带DNA进入
细胞并维持其复制、传代、转录和翻译过程。
质粒和病毒是两类不同的载体系统，它们都具有复制功能，可以方便地将外源DNA导人宿主细胞并维
持其复制，同时赋予宿主细胞新的表型特征。
根据能否表达外源蛋白，可以将载体分为克隆载体和表达载体。
根据适用的宿主细胞种类不同，可以将载体分为：细菌质粒载体、噬菌体载体、酵母菌穿梭载体、植
物克隆载体和动物克隆载体等。
载体研究的目的是简化基因操作程序，提高克隆或表达效率，推动基因工程研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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