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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综合性实验教学改革和探索

曹正宇 朱国萍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 要：分子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前沿学科，实验教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师范大学借助教育部

“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的机遇，对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探索。该文介绍

了安徽师范大学分子生物学综合实验改革的背景、理念及目标，提出了综合性实验教学体系的设计，这种改

革方式不仅能提高学生对实验的参与度和关心度，还能将理论知识系统化，并形成一种整体思维方式。

关键词：分子生物学；综合性实验；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4）10-126-03

综合性实验也称为复合型实验，是对学生实验技能

和实验方法进行综合训练的一种大实验，其内容组合了

多项单个实验，是一个系统的、连续的过程，类似于一个

比较完整的科研过程，前一实验内容作为后一实验内容

的基础，实验间联系性强。它一方面要求对理论知识有

较强的综合能力，可以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能力及应

变能力，另一方面其复杂性也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实

验结果的关注度，提升实践操作的兴趣和能力［1］。2001
年8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各高等学校积极推动使

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2］。安徽师范大学分子生物学双

语教学于2009年获得教育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建设项目”，其实验教学也是建设内容之一。本文总结了

安徽师范大学在分子生物学综合性实验改革中的背景、

目标和建设体系等内容。

1 分子生物学综合性实验改革背景

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研究生命本质的一门学

科，是当前生命科学中发展最快并与其他学科广泛交叉

及相互渗透的前沿学科［3］，是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应用

生物科学等专业的基础课程，在此基础上开设其他专业

方向课程，如基因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分子免疫

学等。

以往我校分子生物学实验内容设置是选取相对经典

的验证性实验，忽略了实验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实

验项目相对孤立、缺乏知识逻辑、项目间的逻辑顺序不合

理等问题，一般采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穿插的方式进

行教学，每次实验间隔的时间较长，不利于学生知识的系

统化；且由于各课程间缺乏交流，导致不同课程间的某些

实验项目相同或相似，如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

基因工程、细胞生物学等学科，在实验项目上均出现同质

化现象，同一个实验项目在不同实验指导教材中反复

出现。

近年来，我校虽然多次对实验教学考核方式进行了

调整，目前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占60%，期末考试成绩占

40%，但是对各部分的具体要求未有明确说明。这种考

核方式对学生的激励作用不大，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上这些问题影响了学生对实验

的兴趣及主动性，甚至出现学生轻视实验教学的现象，不

仅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2 综合性实验设置的理念及目标

2.1 设置理念 分子生物学涉及面广、知识更新快，在我

校其理论课程以双语为教学手段，学生在理论素养和专

业外语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通过设置综合性实验让学

生形成良好的整体思维，将理论课程中学习到的知识系

统化，增强实践能力，使学生在理论素养、专业外语、思维

模式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均得到提高，培养出能适

应生物学专业突飞猛进的高素质人才。

2.2 设置目标 一是摒除现有问题，改变我校以往以

“点”形式为设置实验课程，重点突出课程内和课程间知

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先将基础实验课程设置为综合性

实验，将单个实验项目的“点”串联成“线”，再通过在基础

课程实验上设置专业方向课程实验，逐步形成“面”。二

是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分子生物学基础技术实践能力，并

最终使学生将知识系统化，学会整体思维方式。三是提

高学生对实验的重视度、参与度和兴趣度。

3 综合性实验教学体系的设计

3.1 建立整体贯通的实验内容 根据我院分子生物学在

各专业的定位、学科特点、存在的问题及课程设置目标，

为学生设计一套完整的分子克隆技术实验作为分子生物

学基础综合性实验，后继的高级实验技术将在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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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葛亚东  葛雅丽  王  鹏  朱国萍*

(安徽师范大学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研究所, 芜湖 241000)

摘要      双语教学是高校分子生物学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和主要方向。该文阐述了近年来在

省属高等师范院校开展国家级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的教学实践和效果, 列举了分子生物

学双语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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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Bilingual Teaching Project of the 
Education Ministry of China (Molecular Biology)

Ge Yadong, Ge Yali, Wang Peng, Zhu Guoping*
(T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Bilingu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major direction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olecular biology at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of bilingual teach-
ing project of the education ministry of China in provincial normal university was discussed. Simultaneousl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bilingual teaching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proposed the countermea-
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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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 即用非母语进行

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的教学[1]。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是以分子水平研究生命本质为目的的一门新兴

学科, 是当前生命科学中发展最快并正在与其他学科

广泛交叉与渗透的重要前沿学科[2]。2001年8月, 教育

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

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1]4号), 要求各高等学校积

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3]。此后, 许多高校都

积极开展了双语教学, 但从目前高等院校分子生物学

教学情况来看, 双语教学仍然处于探索与试验阶段, 缺
乏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必要的教学资源, 严重影响着分

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的广泛推广。

安徽师范大学(简称“我校”)分子生物学双语教

学于2009年获得教育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

项目”。本文阐述了我校在国家级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

示范课程建设实践中所取得的部分经验和教学效果, 并
对课程建设中遇到的常见问题提出了若干思考和建议。

1   课程教学理念与目标
1.1   教学理念: 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思维、

增强实践能力

分子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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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阚显照 陈冬生 聂刘旺 

摘要：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本科专业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但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的模式尚有待于更多的教学实践加以探索。 

本文探讨了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并结合国家级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的教学实践，就如何成功开展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提出了 

一 些建议。 

关键词 ：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实践与思考 

作者简介 ：阚显照(1968一)，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分子进化生物 

学 ；陈冬生 (1973一)，男，安徽肥西人，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分子遗传学。(安徽 芜湖 

24100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级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编号 ：教高函【20o9]19号)、安徽师范大学现代遗传学教学团队 

项 目的研究成果。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适应经济全 

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挑战，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学生 

外语应用能力，教育部在 2001年颁布的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200114号)中的 

第八条专门谈到了在高等学校推进双语教学， 该文件指出：“本 

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 

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 

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o”此外， 

在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高 【200511号)文件中，再次强调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双语 

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 

必然要求，也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和热点。作为生命科学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子生物学是研究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功 

能、形态结构特征及其重要性和规律性的科学，是人类从分子 

水平上真正揭开生物世界的奥秘，由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转向主 

动地改造和重组自然界的基础学科。 
一

、 双语教学的概念及模式 

双语教学 (bilingual teaching)是指以两种不同语言作为 

教学语言的教学，一般是指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 

科的教学。在我国，双语教学一般是指用英语和汉语同时进行 

学科教学。在国际上，比较典型的双语教学有三种模式：[3-51(1) 

沉浸型模式(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即完全使用非 

母语的第二语言进行教学，使学生完全沉浸于一种第二语言学 

习和专业课学习相结合的环境中，达到语言教学的目的 ；(2)保 

持型模式 (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即学生刚进 

入学校时使用母语教学，然后逐渐使用第二语言进行部分学科 

的教学，其他学科仍使用母语教学，母语语言发展和掌握学科 

外语知识目标放在同等重要位置；(3)过渡型模式(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即学生入学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教学， 

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 

在我国，英语仍然是一种外语，而不是所谓的 “第二语言”。 

圈 

英语学习没有很好的语境。针对我国高校英汉双语教学的特殊 

性，卢维奇把双语教学模式分成四个等级 ：吲(1)超高级，即全 

英型，所开设的课程采用英文教材，教学过程全部在英语环境 

中进行，学生以英语形式接受所学知识；(2)高级，即中英混合型， 

教师以英文讲授为主，适当辅以中文，以英文或原版教材为主 ， 

(3)中级，即半英型，课堂上以中文为主，穿插英语教学，用 

英文讲述一些重要定律、理论和关键词，相当于英文渗透式；(4) 

初级，即术语引导型，专业术语和课程中的章节标题用英文板书， 

其他内容可以为中文。 

二、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的实践 

1．立项与政 策的扶持 

为了具体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双语教学的文件精神，安徽 

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我校”)于 2005年颁布了(《安徽师范大学“双 

语”教学课程建设暂行规定》，对双语教学课程的内涵、课程 

建设的目标、课程开设的要求、课程的管理、课程教师工作量 

计算与有关奖励等进行了规定。如在第四条“双语教学课程的 

立项、结题与日常管理”中指出 ：学校鼓励广大教师大力开展 

双语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本科教学工作质量。学校将对双语教 

学课程建设进行立项并结题验收，立项时划拨第一期资助经费， 

结题通过后划拨第二期资助经费。在第五条中指出：对承担 “双 

语”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学校对其教学工作量按 1．5的倍率 

核算 ；承担“双语”教学任务的教师，优先享有我校相关部门 

组织的国内外外语培训、学习等机会，以利于帮助他们提高外 

语教学能力。 

我们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课程组于2006年获得学校首批 

立项资助。经过3年的教学实践与努力，我校分子生物学双语 

教学于 2009年获得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这是 

继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后获得 

的第五个国家级分子生物学双语建设项目。 

2．教学目标 

通过双语课程的教学，达到下列目标 ：深刻理解分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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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张庭廷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芜湖　241000)

摘　要:开展双语教学是高等学校培养国际性竞争人才的需要 ,其必要性在经济全球化日见盛行的今天尤其彰显。在

生物化学课程进行一学期双语教学的基础上 ,总结体会得失 , 提供一些可行的方法 ,提出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

可能措施 ,为该课程实行双语教学贡献绵薄。

关键词:又语教学;实践;思考;措施

中国分类号:Q5 文献标识码:C

　　高校实行双语教学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人才的

需要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的大

背景下 ,大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和交流的机会将日益

增多 ,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也会日益显现。为此我校自

去年开始在某些学科率先试行双语教学 。经过对生

物化学课程半年的双语教学实践 ,有了一些切身的感

受 ,发现了不少问题 。现对此作一总结 ,并就此提出

一些思考 。

生物化学即使用中文讲 ,长期以来都被学生认为

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现在要用双语来讲 ,其难度可想

而知。看到那似乎数不清而且结构冗长的专业单词 ,

不少学生已是望而生畏 ,此时若方法不当 ,可能会使

刚刚被激发起的学习兴趣难以为继。因此 ,我采取了

鼓励为主的教学方法 。先打消他们的畏惧心理 ,循序

渐进地进行教学 。我采取的方法有:讲清生物化学英

语词汇的构词法规律。许多专业词汇其构词法有一

定的规律。懂得了这些规律 ,学习起来可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1)根据词缀(前缀 ,后缀)来认识和区分

词汇。比如前缀 glyco -表示“糖 ,糖元”等 ,而后缀-

gen表示“原” , -ase 表示“酶” , -oside表示“糖苷” , -

genesis为“生成作用” , -olysis 为“分解作用” 。因此 ,

结合前后缀 ,可知 glycogen 为“糖原” , glycogenase 为

“糖原酶” , glycoside为“糖苷” , glycosidase为“糖苷酶” ,

glycogenesis为“糖原生成作用” , glycogenolysis为“糖原

分解作用”。又如 ,前缀 lipo 为脂肪 ,故 lipogenesis“脂

肪形成” , lipolysis“脂解作用”等单词就轻而易举地认

识和记忆了。(2)解析复合词的组成 。生物化学词汇

中有不少是复合词 ,一个单词有几十个字母 ,乍看起

来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根据复合词的构词法 ,进行分

析 , 记忆 也并非 那么难了 。如环 戊烷多 氢菲

cyclopentanoperhydrophenanthrene 可以把它分成五块来

记 ,即 cyclo -环 , pentano-戊烷 , per-多 , hydro-氢 ,

phenanthrene - 菲。 又 如 磷 酸 烯 醇 式 丙 酮 酸

phosphoenolpyruvate可分为三个部分来记 , phospho-磷

酸 , enol-烯醇 , pyruvate-丙酮酸。这样可以变繁为

简 ,学起来也就轻松的多。(3)适时运用名人名言 ,调

节和活跃课堂气氛 。在双语教学过程中 ,毕竟是一个

又一个的专业词汇 ,让部分学生难以应接 ,产生紧张

感和压力感。此时 ,若能恰如其分地运用一些谚语 ,

俚语和俏皮话来调侃课堂气氛 ,教学之效果会好得

多。我尝试着运用这一手段 ,的确起到了“催化剂”的

微妙作用 。如在讲到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时我用

了“It is not the beard that makes the philosopher”(留

的并非就是哲学家)这一谚语来说明并非所有蛋白质

都是酶 ,酶是具有催化作用的特殊蛋白质。当讲到维

生素对人体健康的作用时 ,我用到“The water that bears

the boat is the same that swallows it up”(水能载舟 ,也能

覆舟),以此来强调维生素吃多了对人体也是有害的

道理 。在同学们的双语学习中遇到困难或产生畏惧

心理时 ,我则不时应用“Water dropping day by day wears

the hardest rock away(滴水穿石)、“No man is his craft' s

master the first day”(名匠非一日之功)等谚语来鼓励

学生 。总之 ,这样轻松幽默的气氛使学生学习的热情

和信心大为增强。经过一学期生物化学双语教学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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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组PCR是通过DNA重叠序列的衔接作用，使多个 DNA分子融合在一起的体外扩增技术。它使基 

因全序列的拼接、基因融合、基因破坏及启动子交换等 DNA操作变得简单易行。如今重组 PCR已成为 DNA分 

析的有效利器。本研究通过重组 PCR在分子进化、基因敲除及基因敲人、启动子研究和转基因植物转化载体的 

构建等方面的实际应用，分析了该技术的影响因素，并针对引物设计、DNA碱基重叠长度、温度参数等重要反应 

条件提出了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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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ates a wide range of DNA manipulation techniques，including the joint of the full length of gene sequence，gene fu— 

sion，gene disruption and promoter exchange．Up to date，recombinant PCR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tool for DNA analy— 

sis．In this study．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combinant PCR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based on its applica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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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s for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of recombinant PCR were proposed，including the primer design，the length of over- 

lapping sequence and the temperature parameters in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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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 PCR(recombinant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是通过DNA重叠(overlapping)序列的衔接作用，使 

两个、三个甚至多个 DNA分子重组在一起的体外扩 

增技术[1-2]。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多对引物，先分段对 

模板进行扩增，然后将分段 PCR产物混合，再用一头 
一 尾的一对引物对其进行扩增，通过各片段重叠序 

列 间的碱基互补配对，从而获得全长 PCR产物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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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专业基础课双语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王 鹏 葛亚东 曹正宇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 要：双语教学是大学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能力人才

的战略选择。《分子生物学》作为一门发展极其迅速的学科，要求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相当迫切。该文结合笔者几年

来对《分子生物学》专业基础课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的实践，着重介绍双语教学模式的构建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改

革措施。

关键词：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教学模式；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3）09-161-03

双语教学是大学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国

高等教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的战略

选择。为了促进学生能够结合专业知识强化外语学习和实

际运用能力、全方位提高外语水平[1]，教育部提出了“本科教

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的

改革目标[2]。如今双语教学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有益补充和

全新模式，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亮点。

分子生物学是一门从分子水平研究生命活动、生命现象

以及生命本质的一门学科[3]。分子生物学发展迅速，使《分子

生物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也不断丰富。分子生物学最新的研

究成果都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在高水平英文期刊上，如

果不进行双语教学，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就很难查阅分子生物

学的外文资料以及与国外专家的直接交流。另外，大学生学

习分子生物学就是为了掌握其前沿的理论与技术，为将来从

事分子生物学科研、取得创新性科研成果打基础，这就迫切

需要我们直接查阅分子生物学的外文资料，跟踪世界分子生

物学的发展。所以分子生物学教学采用双语教学，学习其前

沿理论与技术不仅是手段，而且也是目的。本文结合笔者几

年来对《分子生物学》专业基础课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的实践，

着重介绍具体的双语教学改革举措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一些

思考。

1 《分子生物学》课程双语教学框架体系的构建
为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我们对《分子生物学》专业基础

课的旧框架体系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教材建设、网络平台建设等，采用形

象生动的多媒体手段，将先进的科研成果融入教学，邀请国

外学者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及兴趣，着力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

维方式和自学能力、科学的学习方法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

度。经过教学实践，如今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子

生物学》双语教学模式（见图1）。

图1 《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模式框架

在具体的研究和实践中，确立了《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

的教学理念和目标；讨论修订了教学大纲和教案，新的教学

大纲体现了教学内容与时俱进、适应学科发展的思想，并在

此基础上制定了课程教学进度表和考试大纲；收集了该课程

的多种教学资料，包括大量英文的动漫、多种教学参考书和

辅导材料；编写了包含本学科主要内容和最新进展、符合我

国教学方式和便于学生预习及复习的《分子生物学》双语教

学简明教程；建立了含参考答案的课程试题库；制作了精美

的英语PPT，并投入使用。采用渗透式双语教学方法，取得

了学生的专业知识、外语水平与学习能力均获得显著提升的

教学效果。

2 《分子生物学》课程双语教学改革举措
2.1 双语教学方法改革 本课程的内容具有科学性、先进

性、趣味性，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利用多媒

体授课的优势，增加知识面和信息量，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

主体地位，激发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取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

2.1.1 采用渗透式教学法 采用开放性、普及性的渗透式双

基金项目：国家级分子生物学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教高函[2009]19号）。

作者简介：王鹏（1983-），男，讲师，安徽寿县人，讲师，从事分子生物学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 收稿日期：2013-04-27

161

9



10

Lenovo
图章



11



12



 

13



14


	附件封面.docx
	候选人附件支撑材料-朱国萍-2021
	目录
	候选人附件支撑材料-朱国萍-2021
	2020年百千万人才工程申报材料附件-朱国萍
	附件1-职称-身份证-学位证.doc.pdf
	附件2-学术团体任职.pdf


	70周年纪念章.docx
	候选人附件支撑材料-朱国萍-2021
	百千万
	2020年百千万人才工程申报材料附件-朱国萍
	附件3-获奖.pdf
	附件3-获奖证书.pdf
	全国先进工作者.docx.pdf
	全国五一奖章.docx.pdf
	安徽青年科技奖.docx.pdf
	优秀科技工作者
	全国科技工作者.docx.pdf




	省级教学成果奖
	
	附件3-获奖.pdf
	附件3-获奖证书.pdf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docx.pdf



	2020年百千万人才工程申报材料附件-朱国萍
	附件3-获奖.pdf
	附件3-获奖证书.pdf
	学术带头人.docx.pdf

	省级教学名师证书.pdf


	省政府特殊津贴
	部分奖.docx
	2018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的通知(1)
	部分奖2.docx
	关于公布安徽师范大学2019-2020学年“课堂教学优秀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校思政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决定
	部分奖3
	2020年百千万人才工程申报材料附件-朱国萍
	附件4-科研项目批文汇总.pdf
	2015国家基金的项目批文-2015-8.pdf
	2011国家基金的项目批文-2011-8.pdf
	2010国家基金的项目批文.pdf
	2008国家基金的项目批文.pdf
	2005年国家基金批文.pdf
	省优秀青年基金-2005-11.pdf
	省人才基金-2005-10.pdf
	教育厅重大项目.pdf
	教育部项目批文
	2011-12-教育部博士点基金.pdf
	2007-9-教育部回国基金.pdf
	2007-2-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pdf
	2006-3-教育部重点项目.pdf

	省级创新团队批文
	省级创新团队.pdf
	Doc3.pdf


	附件5-Papers-总.pdf
	1-Science-2005.pdf
	Science-cover.pdf
	ZhuGoldingDean05-OK.pdf

	3-Biochimie-Wang P.pdf
	4-zhuyouming.pdf
	5-IJMS.pdf
	6-FASEB J.pdf
	唐王刚封面.tif
	FASEB J - Tang Wanggang.pdf

	7-Scientific Reports.pdf
	8-NADP-IDH from Oleaginous Yeast.pdf
	9-FEMS- Wang Peng.pdf
	10- Analytic Biochemistry.pdf
	11- J of Microbiology.pdf
	12- Biochimie.pdf
	13- MBR.pdf
	14-Biochimie.pdf
	15-Kinetics and thermodynamics.pdf

	附件6-专利-总.pdf
	2020-一种定点突变的黑曲霉6-4光修复酶及其构建方法证书.pdf
	2020一种黑曲霉6-4光修复酶及其构建方法证书.pdf
	专利-NEW.pdf

	7-已提交PDB数据截图.pdf
	附件8-学术交流-总.pdf
	第十五届长三角科技论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论坛.pdf
	第十五届长三角科技论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论坛-会序2018_页面_1.jpg
	第十五届长三角科技论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论坛-会序2018_页面_2.jpg
	第十五届长三角科技论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论坛-会序2018_页面_3.jpg
	第十五届长三角科技论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论坛-会序2018_页面_4.jpg
	第十五届长三角科技论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论坛-会序2018_页面_5.jpg
	第十五届长三角科技论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论坛-会序2018_页面_6.jpg

	第十二届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pdf
	第四届全国微生物资源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运行服务研讨会.pdf
	Doc1.pdf
	Doc1-2.pdf
	Doc3.pdf

	附件9-平台与团队建设-总.pdf
	关于命名安徽省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决定(4).pdf
	皖科基地〔2019〕43号关于认定“衰老生物医学”等22家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的通知20191227(1).pdf
	批文-皖教秘科[2019]9号安徽省教育厅关于下达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立项建设的通知.pdf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团队等建设项目立项建设的通知.pdf
	省级创新团队批文.pdf
	省级创新团队.pdf
	Doc3.pdf


	双语教学团队批文
	2-201804-省级双语教学团队-主持.pdf
	2-2017年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名单的通知.pdf





	
	2019校教学成果奖
	关于公布2019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2019年校级本科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省级双语教学团队批文
	2-2017年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名单的通知.pdf

	省科技重大专项批文
	Doc2
	组合 1
	2020年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PERK in Canc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Immune Cell Infiltration(1).pdf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PERK in Canc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Immune Cell Infiltration
	Introdu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Analysis of PERK Expression in Pan-Cancer
	Survival Analysis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Analysis of Tumor-Infiltrating Immune Cell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K and Immune Cell Marker Genes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
	Expression of PERK in Cancers
	Survival Analysis Based on PrognoScan, K-M Plotter, and UALCAN Databases
	GSEA of PERK in BRCA, HNSC, and THCA
	Association of PERK Expression With Tumor Purity and Immune Infiltration
	Relationship of PERK and Marker Genes of Immune Cells in BRCA, HNSC, and THCA

	Discussion
	Conclusion
	Data Availability Statement
	Author Contributions
	Funding
	Supplementary Material
	References


	HSP-2020-ijms-PtIDH1.pdf
	Introduction 
	Results 
	Sequence Analysis 
	Over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PtIDH1 
	Kinetics Characterization 
	Effects of pH and Temperature 
	Effects of Metal Ions and Metabolites 
	Crystal Structure of PtIDH1 
	Mutational Analysis of PtIDH1 

	Discuss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Strains and Cultivation 
	Sequence Analysis 
	PtIDH1 Gene Cloning and Plasmid Construction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Recombinant Protein Over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Gel Filtration Chromatography 
	Circular Dichroism Spectroscopy 
	Enzyme Assays and Kinetic Characterization 
	Crystallization and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References

	AbIDH1-Song P.pdf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1 from Acinetobacter baummanii (AbIDH1) enzymatic characterization and its regulation by phosphory ...
	1. Introduction
	2. Material and methods
	2.1. Strains, plasmids and reagents
	2.2. Cloning,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AbIDH1
	2.3. SDS-PAGE and gel filtration chromatography
	2.4. Enzyme assays
	2.5. Phosphorylation of AbIDH1 in vitro
	2.6. Nano LC-MS/MS analysis and protein identification
	2.7.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mutants
	2.8. Circular dichroism spectroscopy of the wild-type and mutant enzymes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3.2. Expression, pur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bIDH1
	3.3. Enzyme kinetic assay of AbIDH1
	3.4. Phosphorylation of AbIDH1 in vitro
	3.5. Identification of the phosphorylation site in AbIDH1
	3.6. Func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phosphorylation sites by site-directed mutation

	4. Conclusion
	Conflict of interest
	Funding
	Author contributions
	Author agreement
	Declaration of competing interest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Xu F-Shen Xiaopeng.pdf
	miR-322/-503 rescues myoblast defects in myotonic dystrophy type 1 cell model by targeting CUG repeats
	Introdu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Cell culture and flow cytometry
	Plasmids and cell line constructions
	Luciferase assays
	Total RNA extraction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RT-qPCR)
	Western Blot
	Immunostaining
	RNA fluorescence in�situ hybridization (RNA FISH)
	&#x003B2;nobreak-nobreakgalactosidase staining
	RT-PCR for alternative splicing test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miR-322/-503 was required in myoblast differentiation
	miR-322/-503 was dysregulated in the DM1 cell model
	miR-322/-503 rescued myoblast differentiation defects and repressed ribonuclear foci in the DM1 cell model
	miR-322/-503 targeted Celf1 leading to partial rescue of myoblast differentiation defects but not ribonuclear foci in DM1
	miR-322/-503 directly targeted the expanded CUG repeats
	miR-322/-503 corrected aberrant alternative splicing in DM1

	Discussion
	Acknowledgements


	Extremophiles-WP-Wang Yuan.pdf
	Biochemical and phylo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a monomeric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from a marine methanogenic archaeon Methanococcoides methylutens
	Abstract
	Introdu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Strains, plasmids and reagents
	Structure-based amino acid sequence alignment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Recombinant protein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SDS-PAGE and gel filtration chromatography
	Circular dichroism spectra of the wild-type and mutant enzymes
	Enzyme assay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ecombinant MmIDH

	Results
	Sequence analysis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Effects of pH and temperature
	Effects of metal ions
	Kinetics analysis

	Discussion
	Acknowledgements 
	References


	zhuyouming.pdf
	Superhero Rictor promotes cellular differentiation of mouse embryonic stem cells
	Abstract
	Introduction
	Results
	Rictor promotes ES cell differentiation
	Rictor promotes ES cell differentiation via Prkch
	Rictor promotes ES cell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increasing Prkch phosphorylation
	The Rictor–nobreakPrkch axis promotes ES cell differentiation via Klf4
	The Rictor–nobreakPrkch axis inhibits the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Klf4 toward E-cadherin

	Discuss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Cell culture
	Protein overexpression in mouse ESCs
	RNA interference
	Real-time RT-PCR
	Western blot analysis
	Co-immunoprecipitation
	Alkaline phosphatase staining
	ChIP assay
	Compliance with ethical standards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