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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无机化学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生物无机化学的形成、发展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
在介绍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性能和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物理化学方法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含铁、锌、
铜、钼、镍等金属酶、金属蛋白体系及其模拟研究。
此外，还对含钴辅因子的结构及功能、神经生物体系中的碱金属、碱土金属离子、无机药物化学及生
物矿化等进行了简要介绍。
编写中注重了内容的基础性、实用性和启发性。
    本书可作为高校化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生物无机化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学科的
师生及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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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生物无机化学中的物理化学方法　　物理化学方法在生物无机化学中的作用毋庸置疑，
它们所提供的一系列重要线索为生物无机化学家绘制一幅完整的生物体系中金属离子的图画奠定了基
础。
所有的生物无机化学工作者都需要了解如何运用物理化学方法对各种金属一生物体系进行分析。
因此，熟悉和掌握各种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围以及局限性对于生物无机化学研究十分重要。
　　分子的各种运动具有不同的能级，从基态吸收特定能量的电磁波跃迁到高能级，可以得到对应的
波谱（表3.1）。
我们通过对所得到的谱图进行分析，即可得到分子的结构、组成等有关信息。
　　由于篇幅所限，本章将着重对生物无机化学研究中一些重要的仪器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主要包
括：X射线单晶衍射法、X射线吸收光谱、核磁共振谱、电子顺磁共振光谱、质谱，以及圆二色性谱等
。
其他重要的方法（如紫外一可见光谱、红外光谱、共振拉曼光谱等）虽然在生物无机分子的分析、表
征方面非常有用，但这些方法在有机化学、仪器分析等课程及教材中均有较为详细地介绍，这里不予
讨论，相关的原理、方法等请读者参考本章所列的参考文献。
另外，电化学分析方法、毛细管电泳技术，以及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等在生物无机化学中的应
用也很广泛，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也不予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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