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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分子生物学又是生命科学中的领头学科。
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已在生命科学、医药学等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应用，也使临床医学对于疾病的实
验室诊断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分析疾病基因、从分子水平分析疾病发生的原因、跟踪疾病发展过程、检测感染性
病原体已成为很多实验室的常规工作。
为了适应这种快速发展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
精神，结合各院校多年的教学经验，围绕高职高专应以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职业技能
培养为根本，教材内容应满足学科、教学、社会三个需要的原则。
精心组织教材编写，力求有所创新和体现高职高专教材的特色。
1．先进性和规范性相统一。
根据“职业人”的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群）对知识、能力结构要求，注重用先进理念和行业规范来
组织教材。
把职业岗位所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融汇于教材之中，并贯穿始终。
2．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相统一。
兼顾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紧抓住职业技能培养这个目标，从技能应用角度来选编教材内容。
既选编“必需、够用”的理论内容，又融入足够的实训内容，实现理实一体化，使学生能在操作型、
管理型岗位上发挥才华。
3．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教材内容以介绍成熟技术为中心，同时根据新世纪背景下对人才的要求、专业知识与时代的特点，介
绍新技术、新设备和学科发展的趋势，使学生能够适应未来技术进步的需要。
4．文字力求简明、精炼、通俗易懂、易于学生阅读。
内容力求重点突出、概念清晰、深入浅出，使教材体现出较强的系统性、逻辑性、可读性和实用性。
每章均附有学习目标、内容提要和能力检测，以帮助学生学习。
教材分章编写，全书最后由张申统稿。
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审的关心与指导，得到了各参编院校的大
力支持，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周太梅老师做了大量的文字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分子生物学技术是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有的内容尚未成熟，因此，对内容的取舍可能
掌握有误，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虽然经过数次修改，仍难免存在不妥甚至错漏之处
，敬请同行专家、广大教师、学生和其他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期日后改进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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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近几年杂交检测技术的不断改进，商业性基因探针诊断盒的实验室应用，推动了液
相杂交技术的迅速发展。
 三、影响分子杂交的因素 （一）探针的选择 根据不同的杂交实验要求，应选择不同的核酸探针，在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选择克隆的DNA或cDNA双链探针，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必须选用其他类型的探
针如寡核苷酸探针和RNA探针。
探针选择的一般原则是：①在检测靶序列上的单个碱基改变时应选用寡核苷酸探针；②在检测单链靶
序列时应选用与其互补的DNA单链探针（通过克隆人M13噬菌体DNA获得）、RNA探针或寡核苷酸探
针；③检测复杂的靶核苷酸序列和病原体应选用特异性较强的长的双链DNA探针；④组织原位杂交应
选用寡核苷酸探针和短的PCR标记探针（80～150 bp），因为它们易透过细胞膜进入胞内或核内。
 （二）探针的标记方法 在选择探针类型的同时，还需要选择标记方法。
探针的标记方法很多，选择什么标记方法主要视个人的习惯和可利用条件而定，但在选择标记方法时
，还应考虑实验的要求，如灵敏度和显示方法等。
一般认为核素探针比非核素探针的灵敏度高，核素探针的实际灵敏度还依赖于所采用的标记方法，如
随机引物延伸法往往得到比缺口平移法更高的比活度。
在检测单拷贝基因序列时，应选用标记效率高、显示灵敏的探针标记方法，在对灵敏度要求不高时，
可采用保存时间长的生物素探针技术和比较稳定的碱性磷酸酶显示系统。
 （三）探针的浓度 总的来说，随探针浓度增加，杂交率也增加。
另外，在较窄范围内随探针浓度增加，敏感性增加。
依上所述，要获得较满意的敏感性，膜杂交中32P标记探针与非核素标记探针的用量分别为5～10 ng
／mL和25～1000 ng／mL，而原位杂交中无论应用何种标记探针，其用量均为0.5～5.0 g／mL，探针的
任何内在物理特性均不影响其使用浓度，但受不同类型标记物、固相支持物非特异性结合的影响。
 （四）杂交率 传统杂交率分析主要用于DNA复性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探针和靶链在溶液中的浓度
相同。
现代杂交实验无论是液相杂交还是固相杂交均在探针过剩的条件下进行，在此条件下，杂交率主要依
赖于探针长度（复杂度）和探针浓度，下面列出的公式适用于过剩单链探针对靶序列杂交的情形。
公式t1／2=ln2/kc可用于估计半数探针与固定靶序列杂交所需的时间。
其中，t为杂交时间（s）；k为形成杂交体的速率常数，其值取决于探针长度、探针复杂度、温度、离
子强度、黏度和pH值等；c为溶液中的探针浓度（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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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药学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供
医学检验技术及相关专业使用)》围绕高职高专应以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职业技能培养
为根本，教材内容应满足学科、教学、社会三个需要的原则，有较强的阅读性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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