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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因工程》论述了基因工程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因工程在生物制药中的研究和应用。
《基因工程》内容包括基因工程概述，基因工程中常用的工具酶，基因工程常用的基因克隆载体，目
的基因的制取，目的基因与克隆载体的体外重组，重组克隆载体引入受体细胞，含目的基因重组体的
筛选、鉴定与分析，目的基因在宿主细胞中的表达，无性繁殖系的组建，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和基因
工程药物的检验等。
　　《基因工程》在内容上除了对有关基因工程基本原理部分的论述外，还详细介绍了基因工程在生
物制药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基因工程》既适合于作为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制药和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适合于作为
发酵工程、生物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材，同时也可供从事生物技术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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