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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开设的实验课教学大纲格式及说明 

《动物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动物生物化学实验 课程编号 VET2105 

英文名称 Experiment in Animal Biochemistry 课程类型 必修课 

总学时 27 学分 1.5 

实验项目数 9 验证性实验个数 3 综合性实验个数 4 设计性实验个数 2 

预修课程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适用对象 
动物医学、动物药学、

金善宝实验班 

课程简介 

（200 字左右） 

 

《动物生物化学实验》课程是为动物学科类，如动物医学、动物药学、动物

科学和水产养殖等专业本科生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包括实验理论和实验

技术两大部分。实验理论主要包括各种离心技术、层析技术、电泳技术、光谱分

析等重要生物化学实验技术的有关理论；实验部分主要是用动物组织或细胞等材

料，利用各种技术检测、鉴定、分离、提取、纯化某种生物成分。同时利用一些

新发展起来的重要的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和技术，进一步丰富课程内

容和深度。要求学生不仅掌握动物生物化学实验基本的技术，掌握常用实验仪器

的原理和使用规范，而且必须理解有关技术所涉及的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方面

的理论知识。 

 

 

二、教学目标及任务 

写明本课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及作用，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后在

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应达到的要求。写明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教学目标 对应的毕业要求 

1 
熟悉动物生物化学实验的实验安全与防护、掌握

生化实验的特点和要求 
要求 1、11 

2 掌握动物组织、细胞或血液等实验样本的准备 
要求 3、11 

3 
熟悉生化实验的常规技术，掌握各种生化实验的

基本原理和实验方法，合理安排实验步骤和时间 

要求 3、6 

4 
能够整洁、有序的进行实验，具有较好的实验报

告写作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 

要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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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会准确记录实验现象和数据，掌握通过查找文

献和资料等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具有使用计算

机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的能力 

要求 4、5、12 

6 具有实验设计的基本思路，提高实验创新能力 要求 3、7 

三、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学时 

实验一 
蛋白质的沉淀反应和两性反应及蛋白质的透

析脱盐。 
1、2、3、4、5、6 3 

实验二 
蛋白质的定量分析- 

      -----双缩脲法测定蛋白质浓度 
2、3、4、5 3 

实验三 唾液淀粉酶的制备及其活性的观察 2、3、4、5 3 

实验四 聚丙烯酰胺凝胶盘状电泳分离血清蛋白质 2、3、4、5 3 

实验五 分子筛凝胶过滤分离血红蛋白和核黄素 2、3、4、5、6 3 

实验六 动物肝脏中 DNA 的提取及纯度鉴定 2、3、4、5、6 3 

实验七 等电聚焦法测定蛋白质的等电点 2、3、4、5、6 3 

实验八 血液中葡萄糖的测定（葡萄糖氧化酶法) 
2、3、4、5、6 

3 

实验九 
血液样品的处理与组织匀浆的制备；琥珀酸脱

氢酶的作用及其竞争性抑制的观察 

 

2、3、4、5、6 

3 

合计 27 

四、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以“实验项目”为单位说明每个实验的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并按“了解”、“理解”、“掌握”

三个层次写明每个实验的教学要求： 

“了解”：是指学生应能辨认的科学事实、概念、原则、术语，知道事物的分类、过程及变化倾

向，包括必要的记忆。 

“理解”：是指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学过的知识加以叙述、解释、归纳，并把某一事实或概念

分解为若干部分，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 

“掌握”：是指学生能根据不同情况对某些概念、定律、原理、方法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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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加以运用，包括分析综合。各章节格式如下： 

实验一 蛋白质的沉淀反应和两性反应，蛋白质透析脱盐 

实验目的：了解生化实验的基本目的和要求；理解蛋白质的沉淀、盐析、两性反应及透析脱盐

的原理；掌握蛋白质盐析和透析等的操作技术。 

教学要求： 教育学生对动物生物化学实验的认识；了解移液器等基本实验器皿的使用；理解

蛋白质的沉淀、两性反应及透析脱盐的原理；掌握蛋白质盐析和透析等的概念和操作技术。 

重点、难点：生化实验常用的仪器的使用；理解蛋白质的一般理化性质；盐析、透析的概念。 

实验二： 蛋白质的定量分析 ------双缩脲法测定蛋白质浓度 

                   附: Excel 软件制作标准曲线 

实验目的：了解比色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原理；理解双缩脲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掌握分光光度计的使用、用 Excel软件制作标准曲线和有关计算。 

教学要求：了解各种蛋白质定量的方法和技术，并选用合适的方法对待测样品进行定量；学会

分光光度计的使用、Excel软件制作标准曲线。 

重点、难点：掌握分光光度计的使用，学会使用 Excel软件制作标准曲线并进行有关计算。 

实验三  唾液淀粉酶的制备及其活性的观察 

 实验目的：学习组织中酶的制备；了解影响酶活性的因素-----酶的动力学问题；掌握测定酶

活性的方法。 

教学要求：学习组织中酶的制备；通过实验理解温度、pH、激活剂和抑制剂对酶活性的影响及

酶的特异性等特点；掌握测定酶活性的方法。 

重点、难点：温度、pH、激活剂和抑制剂对酶活性的影响及酶的特异性等特点 

实验四：聚丙烯酰胺凝胶盘状电泳分离血清蛋白质 

实验目的：了解血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掌握聚丙烯酰胺凝胶盘状电泳的原理及其操作步骤。 

教学要求：了解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的原理和优点；掌握盘状不连续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的操

作步骤和操作要点；比较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与其他电泳方法分离血清蛋白的优缺点。 

重点、难点：盘状不连续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的操作步骤和操作要点。  

实验五：分子筛凝胶过滤分离血红蛋白和核黄素 

实验目的：了解层析技术的原理和分类；掌握分子筛凝胶层析分离血红蛋白和核黄素的方法和

操作技术。 

教学要求：了解层析的概念、分类和一般原理；理解分子筛凝胶层析分离不同分子量大小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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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原理；掌握凝胶过滤柱层析分离血红蛋白和核黄素的方法和操作要点。 

重点、难点： 分子筛凝胶层析分离血红蛋白和核黄素的方法和操作技术。 

实验六： 动物肝脏中 DNA 的提取及纯度鉴定 

实验目的：了解 DNA 的组成成分和理化性质；理解 DNA 分离纯化的原理及意义；掌握低温离

心机、紫外分光度计的使用及注意事项。 

教学要求：了解 DNA 提取的原理及意义；掌握 DNA 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学习紫外吸收法确定

其含量和纯度的方法。  

重点、难点： DNA 的分离纯化的原理及意义； 低温离心机、紫外分光度计的正确使用。 

实验七：等电聚焦法测定蛋白质的等电点 

实验目的：了解蛋白质的等电点的概念；理解等电聚焦电泳的原理及其应用；掌握等电聚焦法

的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 

教学要求：实验以柱状电泳等电聚焦电泳法测定某种蛋白质的等电点。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等电

聚焦电泳的基本原理、一般操作步骤及操作注意事项。 

重点、难点：等电聚焦电泳的基本原理、一般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实验八：血液中葡萄糖的测定（葡萄糖氧化酶法) 

实验目的：了解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血糖的原理；理解血糖测定的临床意义；掌握血糖测定的

基础操作。 

教学要求：了解葡萄糖的理化性质，熟悉血液中葡萄糖的测定方法，并掌握其测定意义。 

重点、难点：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血糖的原理和操作要点。 

实验九：血液样品的处理与组织匀浆的制备；琥珀酸脱氢酶的作用及其竞争性抑制的观察 

实验目的：了解酶的催化作用和琥珀酸脱氢酶的竞争性抑制作用；掌握离心机的使用； 

教学要求：掌握血液样品的处理方法和组织匀浆液的制备及其中酶的提取，比较法观察酶活性

及其竞争性抑制的特性。 

重点、难点：琥珀酸脱氢酶溶液的制备及其注意事项 

 

四、阐述如何在本门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请详细阐述，未完成此项视为不

合格） 

课程思政，就是在大学实验教学中，结合本课程内容，进行思想政治资源挖掘，明确课程思政育

人目标，通过教学设计，在课程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文化自信、职业素质、

劳动意识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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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动物生物化学实验》课程是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动物类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和基础课程。通过本

课程的系统学习和实验，使学生掌握动物生化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验技能，掌握常

用生化仪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素质和实验技能。在实验课的教学中

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传授科学的教育理念，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保持严谨、

诚信的科学态度。因此，本实验课程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政教育： 

一、从基础知识部分的教学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1）从法治意识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动物生物化学实验涉及的化学试剂和器材较多，操作流程较为复杂。在实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存在着各种潜在危险。因此，有必要在实验教学中向学生传递与违法犯罪有关的化学行为。在培养

学生建立法律意识的过程中渗透思想道德教育。首先要了解动物生物化学实验常用到的化学试剂的

特性。比如实验中常用到的浓盐酸、浓硫酸和高锰酸钾都属于易制毒危险化学品，浓硫酸具有特别

强的腐蚀性和氧化性，浓盐酸具有高挥发性，可刺激皮肤和眼睛，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与一

些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或者混合时会发生爆炸危险。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严格

遵守实验室学生守则，教育学生禁止将化学试剂带出实验室或者拿化学试剂打击报复他人，携带易

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乘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等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既让学生了解了化

学试剂的一般性质用途及危险特性，又建立了法制意识。 

（2）从实验室安全知识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最近发生的实验室的爆炸引发火灾，造成伤亡的事故，我们也第一时间引入课堂。动物生物化

学实验教学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对于大多数的学生而言，虽然学生们大都满怀着对实验的热情和

新奇，但同时他们的安全意识极为薄弱，安全知识极为缺乏。因此，在进入实验室之前，我们首先

要对学生进行实验室安全教育，要求学生掌握实验的基本流程和实验室的规章制度，了解实验室安

全知识，严格遵守实验室守则，严格遵守实验室水、电、试剂药品、仪器设备等的操作规范，不存

在侥幸心理，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使学生真正树立起“安全无小事”的思想。 

二、从“绿色发展”的教学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在生物化学中的具体体现就是绿色化学

的科学理念，这是对传统生物化学的发展和创新，也是生物化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我们在教

学中引入绿色化学内容，同时也深入发掘经典化学领域中的绿色化学元素。在实验室中，学生们会

更直接地体会到绿色化学的精髓，为此我们从多方面对生物化学实验教学进行改革与实践。在选择

实验内容时，我们尽量选择污染小，安全性高，现象明显，效果好的实验。此外，我们还将某些合

适的实验设计成微型实验，如“血液中葡萄糖的测定”采用试剂盒进行检测，这样使实验药品的用

量减少到原来的二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但并不影响实验结果。这样既能有效减少试剂消耗，节约

实验经费，降低了污染，同时更好地培养了学生认真细致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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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实验过程中产生的“三废”进行妥善处理。实验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标准化操作，

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液放入规定的储存容器中，不能随意倒入水池；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应

按照规定采用合理的吸收装置处理，不得随意排放；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如离心管、塑

料吸头废胶等）与普通垃圾分类回收，集中处理。让学生知道如果随意排放，引起水、大气与土壤

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面对我国严重的环境污染现状，教师应以思想引领为目标，让学生知道

法制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 

三、通过定量分析实验中“量”的概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本课程实验内容涉及蛋白质、核酸、脂质等生物大分子物质。由于生物分子的特殊性，可能会

出现实际结果与理论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因此在分析结果时，教育学生在进行统计分析时要以事实

为依据，保持客观严谨，正确使用统计分析手段统计、解释实验数据所蕴含的的信息，实验结论必

须以分析结果为基础，不能杜撰。在使用统计图表示数据时，以含异常点的数据为案例，要求学生

以严谨的态度处理异常数据，通过试验验证判断异常点是否能直接剔除，对于不能剔除的异常点，

要利用专业知识给出合理解释。教育学生要杜绝为了获得易于分析解释的数据图而篡改数据，要培

养学生诚信、严谨、负责的科学态度。 

四、从兽医法规和动物福利方面进行思想教育 

动物生物化学实验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动物组织、细胞等材料。因此，在制备这些实验材料时，

要教育学生熟悉兽医法律法规和动物福利方面的知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审查指南》、《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和《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中均规定了实验

动物使用过程中的福利伦理审查和管理要求。实验动物科学家认为，善待实验动物是非常必要的，

粗暴地对待动物，动物的心理和生理都会处于不正常的应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得出的实验数据或

结果的可信度不高，善待实验动物既体现尊重生命的精神，又彰显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老师应该

加强对学生在实验动物使用、动物饲养、实验操作技能规范性、 笼具移位和笼具空间管理等方面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意识的培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具有一定关爱仁爱之心的动医专业人才。 

五、考核方式及要求 

写明本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要求等，要求侧重考核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的能力，考核要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期末考核加上平时考核应覆盖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

课程目标所包含的所有知识点。 

成绩组成比例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的课程目标 

平时 
考勤 10%（1/3 实验未参加者，实验课成绩为 0 分），实验报

告（包括实验报告完成情况和实验结果）30% 
 

期末 实验操作考试 20%，实验理论考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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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荐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建议选用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相对稳定的国家、省级精品教材、面向21世纪教材，近3年

出版（再版）的新教材和外语原版教材。 

教材： 

《 动物生物化学实验指导第四版  》，刘维全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

标准书号：978-7-109-19697-1。 

参考书：  

《动物生物化学   》，邹思湘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年，标准书号：

978-7-109-17686-7。 

《 生物化学实验  》，李钧辉，李俊 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 年，标准书号：

978-7-03-040448-0。 

 

七、说明  

在此部分可做一些补充说明，若无需说明则可省略该项。 

以上实验顺序上可能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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