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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步辐射光源及其应用(上册)》组织大陆三个同步辐射装置第一线的业务骨干40多人全面介绍同步
辐射的产生、性质、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方法、数据分析、应用实例以及国际发展趋势。
全书共十章，既有基础理论、基本原理深入浅出的介绍，也有实验装置和翔实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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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个例子显示了，在某些情况下，蛋白质晶体学可能得到畸变的结构，使后续的功
能解释产生问题，而结合X射线小角散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2.X射线小角散射和蛋白质晶体学的结合解析蛋白质复合物结构 蛋白质是整个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它们在执行功能过程中往往形成多分子的蛋白复合物。
这种复合物由多种成分经过适当化学修饰、高度有序并精确组装而成，接受和执行重要的网络信息和
功能。
它们的结构远不只是一些单体蛋白结构简单叠加，这是因为生物体是一个极为精密的复杂体系，每一
个蛋白质都必须与其他蛋白（或者其他生物分子）协作才能发挥功能。
所以研究蛋白质一定要针对整个蛋白质复合物的体系，才能更加深入和细致地诠释蛋白质在生物体内
发挥的作用。
 但是利用蛋白质晶体学来获得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也比一般的蛋白质要困难得多。
复合物由于各个蛋白组分之间仅仅依靠氢键、盐键、疏水相互作用等弱相互作用来连接，因此是弱结
合，稳定性也不如单一蛋白，导致蛋白质复合物的制备比单一水溶性的蛋白要复杂和困难。
蛋白质复合物的制备是一个在体外（invitro）模拟生物体内（invivo）复合物形成的过程，一般不知道
这些复合物能够稳定存在的确切条件，而且这些复合物往往不稳定。
目前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制备蛋白质复合物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很难保证像单一的水溶性球
蛋白可以实现大量的纯化，由于样品量不足，接下来的结晶条件筛选，晶体优化等需要大量纯蛋白样
品的步骤难以进行。
接下来进行结晶也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结晶的材料都是不稳定的分子，把它们有序地排列成晶体是相当的困难的，即便有幸获得了晶体
，往往都是体积很小的微晶，使用同步辐射也难以获得满意的衍射数据；并且这些生物大分子结构上
的不稳定性使晶体中分子堆积无序度增加，衍射数据的质量差，无法解析结构，还有，为了解决衍射
的相位问题，还要制备同晶置换晶体，或者硒代蛋白，这些要求无疑又进一步增加了复合物制备、结
晶和衍射实验的难度。
 由于蛋白质复合物分子量巨大，核磁共振方法不能胜任结构解析的任务；由于对称性低，冷冻电子显
微学难以获得原子分辨的数据。
而衍射方法，由于必须使用蛋白质复合物单晶样品，在制备上存在非常多的困难。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克服，蛋白质复合物结构研究将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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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同步辐射光源及其应用(上册)》是由国内三个同步辐射装置第一线的40多名业务骨干共同编纂而成
。
全面介绍同步辐射的产生、性质、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方法、数据分析、应用实例以及国际发展趋
势。
既有基础理论、基本原理深入浅出的介绍，也有实验装置和翔实的应用实例。
力图理论联系实验、深入浅出，而又不失其先进性、实用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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