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因学解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基因学解析》

13位ISBN编号：9787534586477

10位ISBN编号：753458647X

出版时间：2011-11-01

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基因学解析》

内容概要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巅峰，而生命科学的核心是基因。生命科学在人类生活中占有很突出的位置
，原因是：生命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其他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产业化将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如
通过医药生物学达到延年益寿的目标；通过农牧生物学为人们提供不竭衣食之源。因此，基因学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基因学解析》内容概括为：生命的物质基础；生命科学的核心-基因；基因与人
类健康；基因与医学的发展；基因的应用；基因治疗前景广阔；基因技术常用实验及仪器。　　纵观
人生历程，从衣、食到医药保健，从胚胎发育到生命衰亡，基因无处不在。撰写本书的宗旨是：从分
子层面，对四处可见的基因进行全景式的阐释，.进一步从理论上了解和认识基因与生命科学发展相互
因果关系。拓展人们对生命科学认识的视野，广泛普及基因科学知识，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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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命的物质基础1.生命之源——水1.1 水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1.2 正常人每天应该饮多少水？1.3 
什么是健康水？2.无机盐与生命活动2.1 无机盐有何作用？2.2 无机盐的主要来源及缺乏时的主要表现3.
生命活动的能源物质——糖3.1 糖的生物学功能3.2 糖的组成元素及种类3.3 糖都是甜的吗？甜食都含糖
吗？3.4 糖尿病患者饮食调控的误区3.5 糖在体内的代谢过程3.6 糖耐量与糖耐量曲线3.7 糖代谢障碍会
导致什么疾病？4.脂类代谢4.1 脂肪动员4.2 脂肪酸的氧化4.3 酮体的生成和利用4.4 甘油三酯的合成代
谢4.5 磷脂代谢4.6 胆固醇的代谢4.7 血脂和血浆脂蛋白5.机体必需的营养素——维生素5.1 维生素缺乏会
导致哪些疾病？各种维生素在哪些食物中含量较高？5.2 哪些是人体必需的维生素？6.生命最重要的物
质基础——蛋白质6.1 蛋白质的基本结构——氨基酸6.2 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6.3 蛋白质构象病7.生命过
程不可缺少的催化剂——酶7.1 酶的来源7.2 酶的概念7.3 酶的特性7.4 酶的分类和命名7.5 酶的分子结构
与催化作用7.6 著名的“诱导契合”假说7.7 酶原与酶原激活7.8 同工酶和变构酶7.9 酶催化反应的动力
学7.10 酶与医学的关系7.11 酶与食品工业8.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核酸8.1 核酸的发现8.2 DNA
与RNA8.3 DNA的基本功能9.染色体与染色质10.基因模拟物第二章 生命科学的核心——基因1.基因的历
史、今天和未来⋯⋯第三章 基因与人类健康第四章 基因与医学的发展第五章 基因的应用第六章 基因
治疗前景广阔第七章 基因技术常用实验及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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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NR2B基因控制这种蛋白质开、关的时间。就好比是控制开关的弹簧，如弹簧性能好，可以让门
关得慢一点；如果NR2B基因性能好，可以让受体（记忆蛋白）张开的时间长一点，神经元记忆的东西
的时间也长一些，记忆力自然就强些；而且涌入的信息多，头脑的联想和辨别事物之间关系的能力、
逻辑推理的能力也就随之增强。　　发现“聪明基因”有何实用意义？科学家希望，这种基因的发现
可用于研发“增强记忆药”，用于儿童先天性智力迟钝、因生病、外伤或年老而引起的记忆力衰退和
健忘的治疗。此外，对于偏头痛、帕金森病、失眠症、老年痴呆症的研究和治疗，提出了新的思路。
　　为什么不主张培育“聪明娃”？不提倡都吃“聪明药”？科学家反对将聪明基因植入人的胚胎，
像培育“聪明鼠”那样培育聪明娃。原因是在做基因移植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缺胳膊少腿的生理缺
陷；另外“聪明鼠”现在已为它的聪明付出了代价。科学家把甲醛溶液注射到转基因鼠和一般对照组
鼠的足部皮下，随着时间的延长，“聪明鼠”舔爪的次数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前者对慢性疼痛的忍
受力要差得多，证明“聪明鼠”对疼痛和伤害有更强记忆力。同时，因激活神经使其对痛苦和伤害的
记忆更加持久。　　聪明基因虽然重要，但并非人人都要吃“聪明药”，只需要开发自身的潜能，勤
于用脑，人也会越来越聪明。犹太人为什么聪明？因为德系犹太人大多从事的是对认知要求非常苛刻
的职业，例如金融、高科技开发，这种环境改造了他们的大脑。因为每个细胞都含有一个形似郁金香
球茎状的受体，就像细胞的感受器，环境发生的信号，通过“感受器”传至基因，基因接受环境的信
息后，做出相应的反应。基因与外环境相互联系决定了生物体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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