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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

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生物化学(供临床、基础、预防、口腔、药学、护理、检验等专
业用)》由绪论及17章组成，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讨论生物分子的结构与
功能，包括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核酸的结构与功能、酶、维生素与辅酶。第二部分从第四章至第八
章，为物质代谢与能量代谢及其代谢调节，包括糖代谢、生物氧化、脂质代谢、蛋白质分解及氨基酸
代谢、核苷酸代谢。第三部分从第九章至第十三章，主要内容为遗传信息的表达和流向及其调控，为
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包括DNA的生物合成、RNA的生物合成、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基因的表达及调控
、基因工程等。第四部分从第十四章至第十七章，为机能生化及其他，包括细胞信号转导、血液生物
化学、肝胆生物化学、营养生物化学与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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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生物化学发展的历史 一、近代生物化学的发展 二、生物化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重
大事件 三、我国科学工作者对生物化学的贡献 第二节现代生物化学的发展特点 一、多学科的交叉 二
、理论与实践结合 三、基础与应用结合 第三节生物化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生物分子的结构和功能 
二、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及代谢调节 三、基因表达调控及基因工程与应用 四、机能生化 第四节生物
化学与医学的关系 一、生物化学与疾病的发生及其机制 二、生物化学与疾病的诊断 三、生物化学与
疾病的预防及治疗 四、生物化学与药学 五、生物化学在医学发展中的巨大潜力 第一章蛋白质的结构
与功能 第一节蛋白质的分子组成 一、蛋白质的元素组成 二、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氨基酸 三、
氨基酸在蛋白质分子中的连接方式 四、蛋白质的分类 第二节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一、蛋白质的一级结
构 二、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三、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四、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第三节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的关系 一、蛋白质的一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二、蛋白质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第四节蛋白质的理化
性质与分离纯化技术 一、蛋白质的两性解离性质 二、蛋白质的胶体性质 三、蛋白质的变性与复性 四
、蛋白质的紫外吸收和呈色反应 五、蛋白质的分离和纯化 第二章核酸的结构与功能 第一节核酸的化
学组成 一、碱基 二、核糖 三、核苷 四、核苷酸 五、核酸 第二节DNA的结构 一、染色体DNA的结构 
二、线粒体DNA的结构 第三节RNA的结构与功能 一、信使RNA 二、转运RNA 三、核糖体RNA 第四
节核酸的理化性质 一、核酸的一般理化性质 二、核酸的紫外吸收性质 三、核酸的变性、复性与杂交 
第三章酶 第一节酶的分子结构和催化功能 一、酶的分子组成 二、酶的活性中心 第二节维生素与辅酶 
一、维生素B1 二、维生素B2 三、维生素PP 四、维生素B6 五、泛酸 六、生物素 七、叶酸 八、维生
素B12 第三节酶促反应的特点与机制 一、酶促反应的特点 二、酶促反应的机制 第四节酶促反应动力学
一、酶浓度对酶促反应速率的影响 二、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速率的影响 三、温度对酶促反应速率的
影响 四、pH对酶促反应速率的影响 五、抑制剂对酶促反应速率的影响 六、激活剂对酶促反应速率的
影响 第五节酶的调节 一、酶活性的调节 二、酶含量的调节 三、同工酶 第六节酶的命名和分类 一、酶
的命名 二、酶的分类 第七节酶与医学的关系 一、酶与疾病的发生 二、酶与疾病的诊断 三、酶与疾病
的治疗 第四章糖代谢 第一节糖类的消化和吸收 一、糖类的消化 二、糖类消化产物的吸收 第二节葡萄
糖的无氧分解 一、葡萄糖无氧分解的反应过程 二、葡萄糖无氧分解过程的能量变化 三、葡萄糖无氧
分解的生理意义 四、葡萄糖无氧分解的调节 第三节葡萄糖的有氧氧化 一、葡萄糖有氧氧化的反应过
程 二、葡萄糖有氧氧化的生理意义 三、葡萄糖有氧氧化的调节 四、葡萄糖有氧氧化与无氧分解的相
互调节 第四节葡萄糖的磷酸戊糖途径 一、葡萄糖磷酸戊糖途径的反应过程 二、葡萄糖磷酸戊糖途径
的生理意义 第五节糖原合成和糖原分解 一、糖原合成 二、糖原分解 三、糖原合成与糖原分解的调节 
第六节糖异生作用 一、糖异生作用的反应过程 二、糖异生作用的调节 三、糖异生作用的生理意义 第
七节血糖及其调节 一、血糖的来源和去路 二、血糖浓度的调节 第五章生物氧化 第一节体内CO2的生
成 一、直接脱羧作用 二、氧化脱羧作用 第二节线粒体氧化体系 一、呼吸链 二、氧化磷酸化 三、细胞
质中NADH的氧化作用 四、ATP与能量代谢 第三节非线粒体氧化体系 一、微粒体氧化体系 二、抗氧
化酶系 第六章脂质代谢 第一节脂质的消化、吸收和转运 一、脂质的消化 二、脂质的吸收和转运 第二
节三酰甘油的代谢 一、三酰甘油的分解代谢 二、三酰甘油的合成代谢 三、三酰甘油代谢调节 四、多
不饱和脂酸重要衍生物 第三节磷脂的代谢 一、甘油磷脂代谢 二、鞘磷脂代谢 第四节胆固醇的代谢 一
、胆固醇的合成 二、胆固醇的转化 第五节血浆脂蛋白代谢 一、血脂 二、血浆脂蛋白的分类和组成 三
、血浆脂蛋白的代谢 四、血浆脂蛋白代谢异常病 第七章蛋白质分解及氨基酸代谢 第一节蛋白质的消
化、吸收与腐败 一、蛋白质的消化 二、氨基酸的吸收与转运 三、蛋白质的肠内腐败作用 第二节蛋白
质的降解 一、蛋白质合成与降解的平衡 二、蛋白质的生物半衰期 三、蛋白质降解的酶类和途径 第三
节氨基酸的一般代谢 一、氨基酸的脱氨基作用 二、氨的代谢 三、d—酮酸的代谢 第四节个别氨基酸的
代谢 一、氨基酸的脱羧基作用 二、一碳单位的代谢 三、含硫氨基酸的代谢 四、芳香族氨基酸的代谢 
五、支链氨基酸代谢 第八章核苷酸代谢 第一节核苷酸的功能及其消化与吸收 第二节嘌呤核苷酸的代
谢 一、嘌呤核苷酸的合成代谢 二、嘌呤核苷酸的分解代谢 第三节嘧啶核苷酸的代谢 一、嘧啶核苷酸
的合成代谢 二、嘧啶核苷酸的分解代谢 第九章DNA的生物合成 第一节DNA的复制 一、DNA复制的基
本特点 二、DNA复制的反应体系 三、原核生物DNA的复制过程 四、真核生物DNA的复制过程 第二节
反转录及反转录病毒 一、反转录和反转录病毒的发现及意义 二、端粒及端粒酶 第三节DNA损伤与修
复 一、引发DNA损伤的因素 二、突变的类型 三、DNA损伤的修复 第十章RNA的生物合成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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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RNA的生物合成体系 一、DNA模板 二、RNA聚合酶 三、启动子 第二节RNA的生物合成过程 一、
转录的起始 二、转录的延长 三、转录的终止 第三节真核生物RNA转录后的加工 一、前体mRNA的加
工 二、rRNA转录后的加工 三、tRNA转录后的加工 四、RNA编辑 第十一章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第一节
参与蛋白质生物合成的物质 一、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原料 二、三种RNA在蛋白质生物合成中的作用 三
、蛋白质合成酶系 四、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其他因子 第二节蛋白质生物合成的过程 一、氨基酸的活化
与转运 二、原核生物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三、真核生物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第三节蛋白质生物合成后的
加工与靶向输送 一、蛋白质生物合成后的加工 二、蛋白质生物合成后的靶向转运 第四节蛋白质生物
合成与医学的关系 一、基因突变对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影响 二、病毒对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影响 三、抗
生素对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影响 四、一些活性物质对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影响 十二章基因表达及调控 第
二节原核生物的基因 第一节概述表达调控 一、原核生物基因表达的操纵子调控模式 二、原核生物基
因转录终止和翻译水平调控 第三节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调控 一、真核生物基因转录水平调控 二、真
核生物基因转录后水平调控 三、真核生物基因翻译及翻译后水平调控 第四节癌基因、抑癌基因与生
长因子 一、癌基因 二、抑癌基因 三、生长因子 第十三章基因工程 一、克隆载体和目的基因的制备 二
、限制性内切酶酶切和DNA连接酶连接 三、转化、转导、转染 四、重组DNA的筛选和鉴定 五、目的
基因的表达 第十四章细胞信号转导 第一节信息物质 一、细胞间信息物质 二、细胞内信息物质 第二节
受体 一、受体的分类、一般结构及功能 二、受体的作用特点 第三节信息的传递途径 一、膜受体介导
的信息传递 二、胞内受体介导的信息传递 第十五章血液生物化学 第一节血浆蛋白 一、血浆蛋白的组
成 二、血浆蛋白的功能 第二节血细胞的代谢 一、红细胞的代谢 二、白细胞的代谢 第十六章肝胆生物
化学 第一节肝在物质代谢中的作用 一、肝在糖类代谢中的作用 二、肝在脂质代谢中的作用 三、肝在
蛋白质代谢中的作用 四、肝在维生素代谢中的作用 五、肝在激素代谢中的作用 第二节肝的生物转化
作用 一、生物转化的概念 二、生物转化反应的类型 三、生物转化的生理意义 四、影响生物转化作用
的因素 第三节胆色素代谢与黄疸 一、胆红素的生成和转运 二、胆红素在肝细胞内的代谢 三、胆红素
在肠腔内的转变 四、胆素原的肠肝循环及尿中胆素原的排泄 五、血清胆红素与黄疸 第四节胆汁与胆
汁酸的代谢 一、胆汁 二、胆汁酸的代谢 第十七章营养生物化学与疾病 第一节人体的营养素 一、人体
对营养素的需要量与供给量 二、各种营养素的来源 三、膳食营养素的供能 四、营养素的生理功能 第
二节营养不良的表现 一、蛋白质过量与不足的表现 二、糖类过量与不足的表现 三、脂质过量与不足
的表现 四、维生素过量与不足的表现 五、矿物质过量与不足的表现 六、水过量与不足的表现 七、氧
过量与不足的表现 八、非营养素核酸过量的表现及核酸的代谢障碍 第三节营养素与动脉粥样硬化 一
、营养素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二、动脉粥样硬化的营养防治 第四节营养素代谢异常与肥胖 一、引
起肥胖的营养因素 二、肥胖的营养防治 第五节营养素与糖尿病 一、饮食调控目标 二、饮食调控原则 
第六节营养素与机体免疫力 一、营养不良与感染 二、营养素与免疫力 三、营养不良导致免疫低下的
机制 四、营养与特殊人群的免疫 第七节营养素与肿瘤 一、营养素与肿瘤发生的关系 二、肿瘤与营养
治疗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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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小肠是蛋白质消化的主要部位，需要多种酶参与。 （1）胰液中的蛋白酶：包括
内肽酶和外肽酶。 内肽酶可以水解多肽链内部特定的肽键，包括胰蛋白酶、糜蛋白酶（又称胰凝乳蛋
白酶）以及弹性蛋白酶。这些蛋白酶以酶原的形式从胰腺细胞分泌，进入十二指肠后才被激活。胰蛋
白酶主要水解由碱性氨基酸羧基构成的肽键；糜蛋白酶主要水解由芳香族氨基酸羧基构成的肽键；弹
性蛋白酶则主要水解由脂肪族氨基酸羧基构成的肽键。产物主要为寡肽及少量氨基酸。 外肽酶可以特
异地水解肽链羧基末端的肽键，每次水解1个肽键，主要是羧基肽酶A和B。 （2）肠液中的肠激酶：肠
激酶原分布于肠黏膜细胞表面，被胆汁酸激活后能激活胰蛋白酶原为胰蛋白酶。胰蛋白酶进而激活弹
性蛋白酶原、糜蛋白酶原以及羧基肽酶原。胰蛋白酶还具有自身激活作用（autocatalysis），可激活胰
蛋白酶原，但这种作用在体内较弱。 （3）小肠黏膜细胞：其刷状缘及胞液中存在两种寡肽酶，即氨
基肽酶和二肽酶。氨基肽酶特异地从氨基末端逐步水解寡肽，产生二肽，再经二肽酶的水解，最终生
成氨基酸。 二、氨基酸的吸收与转运 一般食物蛋白质在各种蛋白水解酶的催化下95％可以水解完全，
消化产物主要是氨基酸及一些小肽，氨基酸、二肽和三肽可直接在小肠内被吸收。具体的吸收机理目
前尚未完全明了。 一般认为，氨基酸吸收是需Na+耗能的间接主动吸收过程，另外还可通过γ—谷氨
酰基循环被吸收转运。 （一）转运蛋白对氨基酸吸收的作用 氨基酸的吸收方式之一是需Na+耗能的间
接主动吸收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小肠黏膜上皮细胞刷状缘上的膜结合氨基酸转运蛋白质参与，其吸收
方式与葡萄糖的吸收方式相似。 （二）γ—谷氨酰基循环对氨基酸的转运作用 由谷胱甘肽
（glutathione，GSH）起作用而完成氨基酸向细胞内转运的过程，称为γ—谷氨酰基循环（γ
—glutamyl cycle），这个循环最早是由Meister提出，又称为Meister循环（图7—1）。 在γ-谷氨酰基循
环中，每转运一分子氨基酸需消耗三分子ATP。循环中的关键酶是存在于细胞膜上的γ—谷氨酰转肽
酶和细胞质中的5—氧脯氨酸酶。并非所有的氨基酸都能通过γ—谷氨酰基循环被吸收转运，此循环
并不转运脯氨酸。 （三）肽的吸收 小肠黏膜细胞上有二肽和三肽的转运系统，这种转运也是耗能的
间接主动吸收过程，并且不同二肽的吸收也存在相互竞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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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生物化学(供临床、基础、预防、口腔、药学、护理、检验等专
业用)》内容丰富，知识面广，重点突出，条理清楚，详略恰当，通俗易懂。既充分体现了本学科的最
新研究成果以及研究领域的前沿内容，又能体现科学性、基础性、先进性、启发性和实践性的特征。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生物化学(供临床、基础、预防、口腔、药学、护理、检验等专
业用)》适合医药卫生相关专业本科教学使用，还可作为成人教育教材或相关从业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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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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