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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技术的原理与选择》

前言

《医学实验技术的原理与选择》是人民卫出版社研究生系列教材中的一本，这是一套高屋建瓴、匠心
独运的系列教材，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我和我的博士生们用了2个月的时间， 使用EBM（地毯式
检索）方式，查找了此前全球以中英文出版的所有相关教材、专著和手册，发现从1995年至2007年12
月出版的专著、教材和手册中，各种技术几乎应有尽有，却没有一本与这本教材相同 显然，这是一次
创新。我和本书的其他编者都是长年在医学实验室从事专职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并承担着研究生
和本科生的教育。书中所写的，就是我们常年经历、年年讲授、天天回答的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但怎
样用80万字的篇幅，不留遗憾地完成任务，我们从未尝试过。我用了8个月的工余时问构思全文的框架
、内容及编者群，经过反复思考、多次讨论、再三征求意见、几易其稿，最终确定了本书的定位：为
没有工作经验的医学研究生编写本适合自学的手册式教材，为他们做课题时更快、更好地选择合适的
实验技术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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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实验技术的原理与选择》内容上包括医学实验中可能用到的实验技术（如分子生物学技术、免
疫组织化学等形态学技术、流式细胞仪等）的简单原理、可以检测的指标、适用范围、精确度、对样
本的要求、经费问题、可行性问题（如本单位有设备与到其他单位借用分别需要考虑的问题），实验
技术的难易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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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医学实验动物是在临床前基础研究和实践中代替人的最佳选择。在生物医学发展史上，实验动物和基
于实验动物建立的各种动物模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基础和应用学科。实
验动物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动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临床医学等各学科交叉，在动物繁育、模型
建立和检测方法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为揭示人类生命和疾病的奥秘奠定了基础。实验动物是专门用
于实验研究的一类动物，其遗传、繁育和生理特性等都有别于普通动物，在生命科学和其他各个领域
应用广泛。实验动物用于科学实验，获得的实验结果应可靠、精确和可重复，因此须具备以下4个基
本特征：①对实验处理高度敏感；②对实验处理的个体反应均一性强；③模型性状遗传稳定；④动物
易于获得。所以实验动物必须是在遗传、繁育、微生物状况、营养需求及环境因素等方面都受到全面
控制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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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里面的实验技术很全面，原理很清晰，建议科研人员必备咯~！
2、不错，不过过于笼统
3、对于研究生是很好的教材
4、挺全面的，改由的技术介绍都有
5、还是可以的⋯⋯比较实用
6、这本书挺厚重的，准备仔细研读
7、很好很快 书很好
8、粗看一下，还挺全的，可惜太笼统了。
9、感觉挺不错的~
10、有些部分挺深奥的，但总体来说内容还算比较全面。
11、适合刚接触科研的人全面了解实验技术的原理
12、您好，我买的这本书，怎么不给我开发票啊？
13、当当的书都是正版，价位也是最便宜的，非常棒！这本书对于研究生的实验技术学习方便帮助很
大，属于研究生教材书了，很棒！
14、对不懂实验的人来说是个福音
15、对于搞科研的人比较有帮助
16、内容详实，实验技术紧跟时代步伐，是一本很好的实验参考书，向广大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朋友推
荐
17、很好的一本科研教材，值得仔细品读
18、作为科研人员，方法学是第一位的，各种科研和成果都是依靠科学正确的方法，所以一定少不了
这样的一本书。
19、多，但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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