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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从自由基的角度论述了一氧化氮的性质和特点，系统地阐述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一些基本理论
、概念及研究结果。
内容包括一氧化氮自由基的物理化学性质，一氧化氮自由基的产生和一氧化氮自由基的检测技术，一
氧化氮自由基作为内皮细胞松弛因子、神经信号传导的逆信使和细胞免疫杀伤武器等的重要生物功能
。
本书探讨了一氧化氮和一些重大疾病如心脏病、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脑卒中
等疾病的关系，对一氧化氮自由基在植物抗感病反应中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探讨和介绍。
    本书可供自由基、生物、化学和医学专业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及有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也可供研究和开发自由基和抗氧化剂的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土壤、森林培育、生态等专业师生以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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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一氧化氮自由基　　1.1 一氧化氮自由基与诺贝尔及诺贝尔奖　　诺贝尔一生有很多发明创造
，为科学技术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
其中，有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发明与一氧化氮自由基有关。
1864年，诺贝尔发现极易挥发、爆炸性极强的硝酸甘油经硅藻土吸附后稳定性大大增加，并根据这一
发现成功研制安全炸药。
安全炸药的工业化生产给诺贝尔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财富，使他得以创立世界科学界的最高奖项——
诺贝尔奖。
诺贝尔晚年患有严重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服用硝酸甘油，但被诺贝尔拒绝了，因为早在研制炸药过程
中，诺贝尔就发现吸入过量硝酸甘油蒸气会引起剧烈血管性头疼。
l896年，诺贝尔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如果他当时听从医生的话，及时服用硝酸甘油，他也许可以活更长时问，为人类创造更多财富。
　　硝酸甘油可以有效降低血压，缓解心绞痛，它见效快，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后在几分钟内扩张冠状
动脉，改善心脏供血，因此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硝酸甘油仍然是心脏病患者常备药物。
但是，它的作用机理却困扰了医学家和药理学家百余年，直到近年才由于三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获得者的工作而得以解释——硝酸甘油可以释放一氧化氮自由基松弛血管，增加心脏血液供应。
　　1998年，三位美国科学家因研究一氧化氮自由基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他们是纽约州立大学的Robert Furchgott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的Louis Ignar—r0教授和弗吉
尼亚大学的Ferid Murad教授(图1—1)。
早在20世纪70年代，Murad教授及其合作者就系统勉研究7硝酸甘油及其他具有扩张应管活性的有枕硝
基化合物的药理作用，发现这些化合物都能使组织内环鸟苷酸(cGMP)、环腺苷酸(cAMP)等第二信使
的浓度升高。
这类化合物有一个共同性质，可以在体内代谢生成一氧化氮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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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氧化氮自由基》可供自由基、生物、化学和医学专业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及有关专业的大专院
校师生阅读和参考，也可供研究和开发自由基和抗氧化剂的技术人员参考。
《一氧化氮自由基》可作为大专院校土壤、森林培育、生态等专业师生以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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