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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粗提取与鉴定 ”是现行高中生物学课程的

必做实验。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会 DNA粗提

取和鉴定方法,观察提取出的 DNA。但由于实验材料

和试剂不易获得,实验成本昂贵,而且实验方法步骤繁

琐,对学生的技能要求高,很多中学, 尤其是农村中学

无法开设此实验。经过几年与学员一起摸索和实践,

总结出一套最简易的 DNA粗提取与鉴定方法,降低了

成本 、简化了操作步骤, 完全能达到实验的目的及要

求。现将实验的简易步骤介绍如下:

1　简易的操作步骤

第一步,制备血细胞液:准备 10%柠檬酸钠液放

入洁净有盖的玻璃瓶中,取活鸡血以 1:1的比例加入

瓶中 (可到市场向卖鸡人索取, 置温度较低处静置过

夜 ) 。

第二步,提取核物质:将静置过夜的混合液取出,

弃上清液,将沉淀物混匀后取 2 ～ 3mL于 50mL的小烧

杯中,加 10 ～ 15倍的洁净自来水 (代替教材上用的蒸

馏水,并不影响效果 ),一面加水,一面用玻璃棒缓慢搅

拌 5分钟左右,目的是使细胞破裂。

第三步,溶解核内 DNA:取第二步的细胞破裂液 5

～ 10mL放入大烧杯中,加入 2%的市场销售的精盐液

30 ～ 40ml(以市场销售的精盐代替教材中的 NaC1),先

放 20mL轻摇, 然后再加其余的。 DNA在高浓度盐液

中溶解度最大。

第四步,析出 DNA:沿上述烧杯壁缓慢加入洁净

自来水 200mL,先加 100mL,轻摇,再将其余加完,然后

用玻璃棒顺时针搅动,可见玻璃上粘有 DNA絮状物或

丝状物。此步目的是降低盐液浓度,使 DNA溶解度达

到最低而析出。

第五步,将析出的 DNA再溶解:取一个小烧杯,加

入 2%精盐液 10mL,将粘有 DNA的玻璃棒插入盐液

中,逆时针方向轻轻搅拌,目的是使 DNA再溶解于盐

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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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步,提取较纯的 DNA:加入预冷的高纯度白

酒 (最好为 68°, 代替教材中所用的 95%的乙醇 )

20mL,用玻璃棒轻轻搅拌,目的是使纯的丝状物析出,

此丝状物即鸡的血细胞的 DNA。

第七步, DNA的显色鉴定:取 2支试管分别编号为

1号 、2号, 各加入 0.015M盐溶液 2mL, 二苯胺试剂

4mL,将粘有 DNA的玻璃棒插入 1号 (记住 )试管中,

轻轻搅拌将 DNA与 1号试管中的溶液混匀,然后将 2

支试管同时放入沸水中加热 10分钟左右, 取出放置冷

却,观察 2支试管的颜色变化,溶有 DNA的试管应变

为蓝色,即 1号试管应变为蓝色,而 2号试管不变色,

说明实验成功。

2　溶液的配制方法

2%精盐溶液:称 58.5g市场销售的精盐, 溶于

500mL洁净自来水中;

0.015M精盐溶液:称 8.7g市场销售的精盐,溶于

1000mL洁净自来水中;

二苯胺试剂:称 0.5g二苯胺溶于 50mL冰醋酸中,

然后缓慢地向该溶液中加入 1.25mL浓硫酸 (使用前

配制,注意安全及通风 ) 。

3　经验之谈

实验中较关键的一步是红细胞的破裂,教材中红

细胞与蒸馏水的比例为 1:2或 1:4,我们通过实验,觉

得在 1:10与 1:15之间效果佳;可以通过观察溶液的

透明或混浊判断红细胞破裂的程度,溶液如果变得较

透明即说明红细胞破裂完全, 如果还混浊说明红细胞

破裂不完全;另一步骤关键是实验一过程中的几次搅

拌,搅拌时动作要轻而且时间要充分。

实验中与教材比较有变动之处:将教材中红细胞

5 ～ 10mL的用量改为 2 ～ 3mL,减少了鸡血的用量,但

之后提取的 DNA仍能满足鉴定时所需要的 DNA量;

用洁净自来水代替教材中的蒸馏水 、用市场销售的精

盐代替教材中的 NaC1、用市场销售的高度白酒代替教

材中的 95%的乙醇 (而且用量只是 20mL,教材用 95%

的乙醇 50mL) ,这些东西在市场上都是价钱较低的商

品;省去了教材中第 4步用纱布 、漏斗过滤步骤 3溶液

这一步;所以整个实验的成本比教材所要求的降低了

很多,然而同样能取得较好的实验效果。故由于经费

无法开设此实验 、大多数的农村中学不妨可采用我们

的这一简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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