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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十多年前，两位年轻的科学家——美国的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英国的物N-'学
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构建了DNA的三维模型，并于1957年3月7日在剑桥Eagle-酒吧
宣布，他们发现了生命的奥秘。
接着，总是能最先报道科学界突破性发现事件的《自然》杂志于当年4月25日刊登了简单、漂亮
的DNA双螺旋结构立体图，揭开了研究DNA遗传功能的新的一页。
这两位196"2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的获得者，决不会奢望在四十多年后就能看到一张人类的基因图，
也不会想到在有生之年会阅读到构建成人类的一套完整的基因指令。
2001年2月，生物学界最令人震撼的事件发生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科学家们公布了人类基因
组工作草图的序列、拼接和分析。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它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人类基因组的全貌，可以去体会人类基因组的生物构建艺术，也可以更深刻地
观察和分析组成人类细胞核心的染色体的DNA分子。
但获得基因组序列仅仅是开始，人们更想知道基因在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推
动了结构基因组学（struc-tural genomics）和功能基因组学（functional genomics）的诞生和发展，也标
志着生命科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发展无疑将给疾病基因的发现和药物的合理设计带来新的契机。
特别是对扩展药物靶点的范围，发现与确认新的药物靶点方面更是开拓了巨大的空间。
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供了两万多个人类基因，靶的确证成为后基因组时代重要的研究领域。
最近的权威统计表明人类利用药物对疾病治疗所涉及的药物靶标不到500个，90％的靶标为蛋白质，主
要是受体、酶、各种离子通道和核受体等。
虽然目前核酸仅占所有已发现的药物靶点总数的2％，但由于与人类疾病相关基因的识别、鉴定及结
构与功能研究的日趋重要，以核酸为靶的药物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近十年来，分子
生物学领域最突出的进展之一——小分子RNA的发现更是拓宽了核酸作为药物靶标的范围，使得核酸
药靶的发现及核酸药靶的评价与确证成为研究热点。
而生物大分子靶与小分子药物的识别、结合及其特异性的研究是评价靶和确证靶的核心的重要分子基
础。
其中，核酸靶分子的结构及其与抗肿瘤抗病毒药物小分子的相互作用研究，作为以核酸为靶的药物设
计基础及深入阐明核酸与药物作用分子机制的依据尤为受到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抗肿瘤抗病毒药物与核酸相互作>>

内容概要

本书将以核酸(DNA和RNA)与抗肿瘤抗病毒药物小分子的相互作用为主线，分专题介绍该领域中最新
的研究进展。
并对研究核酸与小分子的相互作用时所采用的新的理论和技术包括生物芯片技术、生物传感技术、生
物微量热技术、细胞高内涵分析技术及计算机分子对接技术，结合常规的、传统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波谱学技术如多维核磁共振和激光拉曼谱学技术进行系统的介绍。
总之，本书无论从研究内容上还是方法学上都力求反映当代这一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其中很多是编者
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是关于研究“抗肿瘤抗病毒药物与核酸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方面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
：共价结合的烷基化试剂与DNA作用的分子机制、稀土元素与核酸的相互作用、小分子干扰RNA的作
用途径与机制、凝胶阻滞实验研究小分子与DNA的结合对DNA与蛋白质结合的影响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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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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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专论篇第1章 核酸作为药物靶标的分子基础由沃森和克里克所提出的DNA双螺旋模型结构奠定
了现代生物学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核酸在生物学蓬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核酸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亦越
来越富有魅力，对核酸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不仅为生物学带来一系列新的发现：如遗传密码的阐明、核
酸内切酶的发现、核酸合成和序列分析、基因重组技术的建立等，也为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
特别是近年来核酸的研究有了惊人的突破，三十多年来，核酸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先后16次获得诺贝尔
奖，足以说明其发展之迅速。
这些科学家所取得的巨大科研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核酸三维结构在遗传信息方面的进展。
纵观核酸在遗传信息中的作用研究进展，使我们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即当前的分子生物学是在一
个模型、一个法则和四个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个模型，是1953年Watson—Crick建立的DNA双螺旋模型，这个模型从结构上为DNA作为遗传物质
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
他们提出的固定的碱基顺序及严格的碱基配对原则所体现的特异性和恒定性是DNA具备遗传信息的贮
存和传递功能的分子基础。
所提出的由精确互补的双链结构所形成的双螺旋三维立体构象是遗传信息的需要。
这个模型的建立奠定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坚实基础。
一个法则，是基因表达的中心法则，即DNA转录成RNA，RNA翻译成蛋白质。
其中也存在着mRNA为模板进行的反向转录过程。
四个概念，是“复制”、“转录”、“翻译”及“密码子”的概念，指DNA的复制、RNA的转录、蛋
白质的翻译及DNA中3个邻近的核苷酸为特定的氨基酸编码的信使RNA的密码子。
上述法则和概念不仅控制着一维遗传信息的贮存和传递，也包含在三维信息的贮存和传递之中。
核酸的一级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分子特有的碱基顺序决定了它携带的遗传信息及行使的生物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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