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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染色体上靶基因发生同源重组#从而实现在基因水平上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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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KD8@F>WT,(:@A<CEH@FF=FECDEH<;C

C@

J

=FE<@9@A

B

C@998;:;D9>8(

#

E<CE:9HC8

B

<8;:EFEH<8IE<;C;DH@FF>8#

I898;:

J

@:@98:R<9>)3#9>#&958#

'

V

(

,VREH<@C8;F

#

)$$2

#

)65

$

)/

&!

*6-*#*6-5,

'

5

(

ZE:

J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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