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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 ＤＮＡ 流程 的改进和鉴定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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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改进操作流程 、创新鉴定方法 ，
对

“

ＤＮＡ 的粗提取和鉴定 实 验
”

进行改进和创 新
， 简 化 了 实验

方法 、 缩短 了 实验 时间 、提高 了 分组实验的成功率 。

关键词 高 中 生物学 ；

ＤＮＡ 粗提取和鉴定
；
实验改进

文章编号１ ００５
－

２２５９ （
２０ １ ９ ）

１ ０ ｘ
－ ００３８－ ０３

“

ＤＮＡ 的粗提取和鉴定实验
”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

中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普通高中 生物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 中也指 出 ，为了提高学生 的生物学学科

核心素养 ，应开展 ＤＮＡ 的粗提取与鉴定实验 。 在必

修 １ 和必修 ２ 模块的学习 中 ， 学生 已经学习 了ＤＮＡ

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但仍有些
“

雾里看花 、水 中望月
”

的感觉 。 本实验就为学生提供了从生物组织 中提取

ＤＮＡ 分子的机会 ，能够让学生更为直观的认识 ＤＮＡ 。

１ＤＮＡ 粗提取操作流程的改进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对该实验进行了
一

系列探索 ，

并联合高校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 对原有方案进行改

进和完善 。 以猪肝和菜花作为实验材料进行 了ＤＮＡ

的粗提取 ，改进后的操作流程如下 。

１ ． １ 以猪肝为材料提取 ＤＮＡ 的 实验操作流程

１ ． １ ． １ 实验仪器及试剂

仪器 ：

２５０ｍＬ 烧杯 、
１ ００ｍＬ 烧杯 、

５０ｍＬ 烧杯 、

１ ００ｍＬ量筒 、
１ ０ｍＬ 量筒 、玻璃棒 、

电 子天平 、食物破

碎机 、剪刀 。

试剂 ：蒸馏水 、生理盐水 、嫩 肉 粉 （ 内含木瓜蛋 白

酶 ） 、洗洁精 （ 内含 ＳＤＳ
） 、

９５％酒精 。

１ ． １
．
２ 实验方法步骤

课前准备 ： （
１

）将体积分数为 ９５％的酒精溶液放

入冰箱冷冻室 ２４ｈ
；（
２

）称取 ８０
ｇ新鲜猪肝 ，剪碎 ，加

入 ０ ． ５
ｇ嫩 肉粉 ，再加人 ２００ｍＬ 生理盐水并用食物破

碎机破碎 １ｍｉｎ
，获得新鲜猪肝匀浆 。

步骤 １
：每个实验小组 （ 以全班共 ２０ 组为例 ） 量

取 １ ０ ｎｉＬ 匀浆 。 向匀浆 中加人 ２ ０ ｍＬ 蒸馏水 ，
３ ｍＬ

洗洁精 ，慢速搅拌 ５ｍ ｉｎ
，注意动作应尽量轻缓 以减少

泡沫的产生 。

步骤 ２
： 用双层尼龙纱布 （

１５０ 目 ） 进行过滤 ， 留取

滤液备用 。

步骤 ３
 ： 向滤液中贴壁缓慢加人 ９５％酒精 ，至有絮

状物产生 。 再加入体积为滤液 １
．
３ 倍的酒精 ，

待絮状

物不再产生后收集上层絮状物 。

１ ． ２ 以菜花为材料提取 ＤＮＡ 的 实验操作流程

１ ． ２ ． １ 实验仪器与试剂

仪器 ：

２５０ｍＬ 烧杯 、
１ ００ｍＬ 烧杯 、 ５０ｍＬ 烧杯 、

１ ００ｍＬ量筒 、
１０ｍＬ 量筒 、玻璃棒 、培养皿 、 电子天平 、

食物破碎机 ，剪刀 。

试剂 ： 蒸馏水 、
２ｍｏ ｌ／Ｌ 浓盐水 、 洗洁精 、 ９５％

酒精 。

１ ． ２
．
２ 实验方法步骤

课前准备 ： （
１

）将体积分数为 ９ ５％的酒精溶液放

人冰箱冷冻室 ２４ｈ
；（

２
） 剪取或刮取 １ ５０ｇ 新鲜的菜

花表层花芽部分 ， 剪碎 ，加入 １ 〇〇ｍＬ２ｍｏ ｌ／ＬＮａＣ ｌ 溶

液 ，用食物破碎机破碎 １ｍ ｉｎ 。 再加人蒸溜水 １００ｍＬ
，

用食物破碎机破碎 １ｍｉｎ
， 获得匀浆 。

步骤 １
：每个实验小组量取 １ 〇ｍＬ 匀浆 。 向匀浆

中加入 ３ｍＬ洗洁精 ， 慢速搅拌 ５ｍｉｎ
，注意动作应尽

量轻缓以减少泡沫的产生 。

步骤 ２
：用双层尼龙纱布 （

１ ５０ 目 ） 进行过滤 ， 留取

滤液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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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３
： 向滤液中贴壁缓慢加入 ９５％酒精 ，至有大

量絮状物析出 ，再加入大约 ２ 倍体积的酒精 ， 待絮状

物不再产生后收集上层絮状物 。

２ 实验流程的创新之处和关键操作说明

２ ．１ 使用 电动食物破碎机代替手工研磨

在课前准备环节 ，使用食物破碎机将生物材料进

行物理破碎 ，使之形成匀浆 。 笔者使用的食物破碎机

为 ， 品牌 ：
朋客 ，

型号 ：

ＳＧ －

３５０Ｃ
，容量 ：

５５０ｍＬ
，转速 ：

２９０００ｒ／ｍｉｎ 〇

食物破碎机在短时间 内 （
１￣ ２ｍ ｉｎ

） 即可破坏实

验材料组织结构 ，与手工研磨相 比大大缩短 了实验时

间 ，并且粉碎的效果显著优化 ，得到 的勻浆更加细致

均匀 ， 为后面 ＤＮＡ 的提取奠定 了 良好的基础 。

２ ． ２ 研磨液配方和使用 方法的 改进

教材 中提供的研磨液配方复杂 ，且在配制中需要

调节 ｐＨ 值 ，过程烦琐
［ １ ］

。 本方案使用盐水和洗洁精

代替研磨液 ［

２
］

，简化了实验步骤 。 洗洁精含有表面活

性剂 ＳＤＳ （十二烷基磺酸钠 ） ，能起到破坏细胞膜的作

用 ， 同 时可使蛋白 质变性而无法与 ＤＮＡ 结合 ，从而释

放
ＤＮＡ 。

对操作方法进行探索时发现 ， 如果在破碎环节加

入洗洁精 ， 由 于食物破碎机的作用会产生大量泡沫 ，

显著增加过滤难度 。 因此 ， 在破碎生物材料时只加入

盐水 ，而不使用洗洁精 。 破碎生物材料获得匀浆后 ，

再加人洗洁精进行缓慢搅拌 ，
可有 效避免泡 沫的产

生
， 同 时达到破坏细胞和释放 ＤＮＡ 的效果 。

２ ． ３破碎猪肝时使 用 生理盐水 ，破碎后加入蒸馏水

在破碎猪肝时 ，需根据猪肝新鲜程度调整生理盐

水的用量 ；
破碎猪肝后 ，加人蒸馏水可促进细胞破裂 。

探索发现 ，在破碎猪肝时加人生理盐水所得到的匀浆

会较为均匀 。 不新鲜的猪肝会出现失水现象 ，应适量

多加生理盐水 ，
否则在猪肝的匀浆内易 出现含有固体

残留物的现象 。 破碎猪肝后 ，需在匀浆 中加人体积约

为匀浆体积两倍的蒸馏水 ，慢速搅拌 ５ｍｉｎ 。 蒸馏水

的加入会稀释匀浆 ，有利于细胞破裂及 ＤＮＡ 释放 。

２
．
４ 破碎菜花时先后加入 ＮａＣ ｌ 溶液和蒸馏水

在破碎菜花的过程 中需先加入 ２ｍｏ ｌ／ＬＮａＣ ｌ 溶

液 ，并用食物破碎机破碎 １ｍ ｉｎ 。 ２ｍｏ ｌ
／ＬＮａＣｌ 溶液

的作用在于析出植物细胞 中的水分 ，有利于细胞 的破

碎 ， 同时可促进 ＤＮＡ 的溶解 。 之后再加人蒸馏水的

目 的在于控制匀浆黏稠度 ，使之易于过滤 。

３ 改进效果

改进后的 ＤＮＡ 粗提取实验操作简便 、用时短 、成

功率高 。 不管是 以猪肝 ，
还是以菜花为材料 ， 均可在

２０ｍ ｉｎ 以 内完成 ， 并看到大量絮状物析出 （ 图 １
，

２
） ，

分组实验成功率达到 ］ 〇〇％ 。

图 １ 以猪肝为材料进行 ＤＮＡ 粗提取效果

图 ２ 以菜花为材料进行 ＤＭＡ 粗提取效果

４ 鉴定方法的创新——运用荧光染色剂

研究发现 ，使用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 荧光染色剂对提取

物进行染色 ，若在紫外灯照射下发出绿 色荧光 ， 即证

明含有 ＤＮＡ 分子 。

原理 ：游离状态下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 可发出极微弱的

荧光 ， 当但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 与双链 ＤＮＡ 结合后 ，荧光会

大大增强 。 将
一

定浓度的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 与 ＤＮＡ 混合

后 ，在紫外灯照射下会出现荧光反应 ，
且荧光的强度

会随着 ＤＮＡ 浓度的提高而增强 ，
可根据荧光强弱判

断提取物中 ＤＮＡ 分子的含量
［
３

］

。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 安全

性高 ，
无致癌性 ，

适合在高 中实验中推广使用 。

方法步骤 ：
将提取的 ＤＮＡ 溶解于 ２ｍｏ ｌ／Ｌ 的浓盐

水中 ，过滤去除不可溶 的杂质 ，然后将滤出液与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Ｉ 染色剂按照 １ ９ ： １ 的比例混合置于暗处 ， 使用

紫外灯照射 ，
即可看到绿色的荧光 。

优点 ：对 ＤＮＡ 具有专
一性 ，灵敏度高 ，操作简单 ，

用时少 ，安全无毒 。

实验结果 ： 图 ３ 为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 荧光染色效果 ，

可见猪肝提取物和花菜提取物与染色剂混合后 ， 在紫

外灯照射下均显现明显绿色荧光 ；
而不加提取物的染

色剂 和不加染色剂 的提取物都荧光微弱或不 出现

荧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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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实验教学

——以
“

探究影 响酶活性 的条件
”

为例

广 东 省 中 山 市实验 中 学 （
５２８４ＣＭ ） 文Ｕ付香

摘 要 以
“

探究影响酶活性的 条件
”

实验为例 ， 利 用微课精心设计探究活动 ，通过 自 主 、合作 、探究的 学 习

方式
，培养 学生 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 力 ，

落 实 学科核心 素养 。

关键词 核 心素养 ；探究 实验 ；微课

文章编号１ ００５－ ２２５９ （ ２０ １ ９ ）
１ ０ ｘ － ００４０

－

０２

科学探究是课程标准倡导的学 习方式和中学生

物学学科核心素养之
一

［ １
］

。 实验是生物学科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也是生物学科的特点之一 。 新课标要求教

师要精心设计探究活动 ， 为学生提供可探究的 内容 ，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验设计 ，培养并提高学生的科学

思维和探究能力
［
２

］

。 微课具有时间短 、可反复观看 、

效果逼真等优点 。 在生物学实验教学 中引 人微课 ， 即

可节省实验等待时间 ，有效填补课堂 中 的空 白 ，又可

调动学生学习 的兴趣 与积极性 ，有助于达到更好的实

验探究效果 。

“

探究影响酶活性的条件
”

是人教版 《生物 ？ 必

修 １？ 分子与细胞 》第 ５ 章第 １ 节
“

降低化学反应活

化能的酶
”

中 的一个重要内容 ， 属于开放性探究实验 。

笔者在教学 中尝试借助微课 ，将探究实验的 基本理论

和教材基本实验置于课前 ，
将创新实验设计和具体实

践过程置于课中 ，让学生通过 自 主 、合作 、探究的方式
－

ｆ

—
—

ｆ
－

－－ 

Ｋ
－

的可操作性 。 同时 ，该实验方案的 实验现象明显 ，分

组实验成功率达到 １０ ０％
，
能够充分发挥育人功能 ，让

学生在实验 中体验成功的喜悦 ， 同时提高学生的科学

精神和探究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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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Ａ

图 ３ＳＹＢＲＧ ｒｅｅ ｎＩ 荧光染色效果

５ 讨论

本创新 实验方案采用新方法 ， 引人新设备 ，与 实

验教学高度融合 ，
真正做到 了创新为教学服务 。 改进

后的实验方案取材方便 ，操作步骤简便 、用时短 ，

一节

课就可以完成对动物 、植物材料 的实验 ，增强 了实验

完成对本节内容的学习 。

１ 设计微课学习流程

笔者将该实验设计成 了 ３ 个微课。 微课 １ 复 习

科学探究的流程及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 ，让学生根据

导学案中的 问题和教师提供的材料 、用具设计实验 ，

并预测实验结果
；
微课 ２ 为实验过程 ，让学生在观看

后审查 自 己设计的实验方案 ，找 出需要改进 的步骤 ，

完善实验设计
，
从而更深人地掌握和理解 实验的原

理 、方法步骤 、结果和结论 ；微课 ３ 为课外小组利用身

边的材料 、用具所做 的改进实验 ，学生可在 观看后根

据改进的实验方案继续深人探究 。

１
．
１ 利 用微课 引 导学 生完成 实验设计

学生在观看微课 １ 前完成教师布置的前测问题 ：

（
１

）科学研究 的
一般流程是什么 ？ （ 

２
）科学实验设计

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 （
３

） 人在发烧时常常会感觉食

欲不振 ，你认为这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 ？ 如何验证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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