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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职业院校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编写而成。
全书的设计、选材力求突出护理职业教育的特点，编排上力争做到适教适学。
由于生物化学就是从分子水平去探讨生命的本质，所以在各章的开始增加了该章内容与生命的关系，
以此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实际上，与生命的关系本身就是每章的精髓，就是我们想要给学生的最核心的内容。
恰到好处地增加一些临床应用案例，旨在帮助学生更准确地理解各章的要点，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
而在每章后给出的若干常见健康问题，目的是巩固所学要点，同时期望学生能以此体会学有所用的乐
趣。
为了便于学习，书中将本课程所需要的某些化学基础知识，以及为了内容体系的完整所需要的知识部
分以小字形式出现。
在教学中，各校可根据具体情况有选择性地讲授。
本书的编写凝聚了多位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和编辑人员的心血。
第一、二章由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段于峰编写；第三、八章由滁州卫生学校的胡墨农编写；第四
、十二章由西藏大学医学院的段亚平编写；第五、六章由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韩昌洪编写；绪
论和第七章由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陈辉编写；第九章由三峡大学护理学院的谭红军编写；第十章
由张家口教育学院的李志朝编写；第十一章由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陈国英编写。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陈辉和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刘大程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安徽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医学技术系生物化学教研组的王齐负责部分绘图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不足和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使用本教材的师生以及其他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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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化学基础（供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及其他医学相关专业用）》根据教育部“职业
院校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编写，主要介绍生物化学的基础知识。
全书共分十二章。
第一、二、三章主要介绍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包括蛋白质、核酸与酶。
B族维生素为多种辅酶的组成成分，将其纳入酶中介绍。
第四、六、七、八章介绍物质代谢及其规律，包括糖、脂质、氨基酸及核苷酸的代谢。
第五章生物氧化安排在糖代谢后，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联系代谢来理解生物氧化的理论。
第九章基因的遗传和表达，包括DNA的生物合成、RNA的生物合成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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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生物化学的概念二、生物化学发展简史三、生物化学与医学第一章 蛋白质化学第一节 蛋白
质的分子组成一、蛋白质的构件分子——氨基酸二、氨基酸在蛋白质分子中的连接键第二节 蛋白质的
结构与功能一、蛋白质的基本结构二、蛋白质的空间结构三、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第三节 蛋白质
的理化性质一、蛋白质的两性解离二、蛋白质的胶体性质三、蛋白质的变性四、蛋白质的紫外吸收五
、蛋白质的呈色反应第四节 蛋白质的分类一、按蛋白质组成分类二、按蛋白质形状分类三、按蛋白质
功能分类第二章 核酸化学第一节 核酸的分子组成一、核酸的构件分子——核苷酸二、核苷酸在核酸
分子中的连接键第二节 核酸的结构与功能一、核酸的基本结构二、DNA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三、RNA
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第三节 DNA的变性和复性一、DNA的变性二、DNA的复性与分子杂交第三章 酶第
一节 酶作用的特点一、高效性二、特异性三、敏感性四、可调节性第二节 酶的分子组成一、分子组
成二、B族维生素与辅酶第三节 酶的结构与功能一、酶的活性中心二、酶原与酶原的激活三、同工酶
第四节 影响酶促反应速率的因素一、酶浓度二、底物浓度三、温度四、pH五、激活剂六、抑制剂第
五节 酶的命名与分类一、酶的命名二、酶的分类第六节 酶在临床上的应用一、酶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二、酶用于疾病诊断三、酶用于临床治疗第四章 糖代谢第一节 概述一、糖的化学和生理功能二、糖
代谢概况第二节 糖的分解代谢一、糖酵解二、糖的有氧氧化三、磷酸戊糖途径第三节 糖原的合成与
分解一、糖原合成二、糖原分解第四节 糖异生一、糖异生的反应过程二、糖异生作用的生理意义第五
节 血糖一、血糖的来源和去路二、血糖浓度的调节三、血糖浓度异常第五章 生物氧化第一节 生物氧
化的特点一、氧化还原反应二、生物氧化的特点第二节 生物氧化与ATP的生物合成一、ATP的合成方
式二、呼吸链三、氧化磷酸化四、影响氧化磷酸化的因素第三节 能量的贮存和利用一、高能键与高能
化合物二、能量的贮存和利用第六章 脂质代谢第一节 概述一、脂质的生理功能二、脂质在体内的含
量与分布第二节 甘油三酯的代谢一、甘油三酯的化学二、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三、甘油三酯的合成代
谢第三节 磷脂代谢一、磷脂的化学二、甘油磷脂的代谢第四节 胆固醇代谢一、胆固醇的化学二、胆
固醇的合成代谢三、胆固醇的转化第五节 血脂一、血脂的组成及含量二、血浆脂蛋白第七章 蛋白质
的营养作用与氨基酸的代谢第一节 蛋白质的营养作用一、蛋白质的生理功能二、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三
、蛋白质的生理需要量第二节 氨基酸的一般代谢一、氨基酸的代谢概况二、氨基酸的脱氨基作用三、
氨的代谢四、a-酮酸的代谢第三节 氨基酸的特殊代谢一、氨基酸的脱羧基作用二、一碳单位代谢三、
含硫氨基酸代谢四、芳香族氨基酸代谢第八章 核苷酸代谢第一节 核苷酸的合成代谢一、嘌呤核苷酸
的合成代谢二、嘧啶核苷酸的合成代谢三、脱氧核糖核苷酸的合成第二节 核苷酸的分解代谢一、嘌呤
核苷酸的分解代谢二、嘧啶核苷酸的分解代谢第九章 基因的遗传和表达第一节 DNA的生物合成一
、DNA的复制二、反转录第二节 RNA的生物合成一、转录的概念及方式二、参与转录的物质及作用
三、转录过程四、转录后的修饰第三节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一、翻译的概念二、参与蛋白质生物合成的
物质三、蛋白质生物合成过程四、翻译后加工五、蛋白质生物合成与医学六、基因表达调控第十章 肝
的生物化学第二节 肝在物质代谢中的特殊作用一、肝在糖代谢中的特殊作用二、肝在脂质代谢中的特
殊作用三、肝在蛋白质代谢中的特殊作用四、肝在维生素代谢中的特殊作用第十一章 水和无机盐代谢
第十二章 酸喊平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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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十章  肝的生物化学肝是人体最大的腺体，具有多种代谢功能。
它不仅参与各种营养物质的代谢，而且还具有分泌、排泄和生物转化等重要功能。
所以肝功能严重受损，就会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和肝功能检测结果的异常。
肝接受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血液供应，又有肝静脉和胆道两条输出通道。
肝细胞索之间有丰富的血窦，肝细胞含有丰富的线粒体、粗面内质网、滑面内质网、高尔基复合体和
溶酶体等亚细胞器结构，肝细胞内酶种类很多，有些酶是其他组织没有或含量极少的。
上述肝的结构和化学组成特点是肝被称为“物质代谢中枢”的基础。
第一节  肝在物质代谢中的特殊作用一、肝在糖代谢中的特殊作用肝对糖代谢的主要作用是维持血糖
浓度的恒定。
这一作用是在神经体液的调控下，通过糖原合成和分解及糖异生作用来实现的。
餐后，当肠道吸收大量葡萄糖时，肝内的糖原合成加强，大量的葡萄糖被合成肝糖原贮存起来，使血
糖不致过高。
空腹状态下，肝糖原分解加强，释放出的葡萄糖进入血液循环，不断补充血糖使之不致过低。
饥饿时，肝糖原几乎被耗竭，糖异生便成为肝供应血糖的主要途径，肝细胞加速利用乳酸、甘油和一
些氨基酸等非糖物质来合成糖，从而保证在糖来源不足时，仍能使血糖浓度相对恒定。
肝功能严重受损时，肝糖原合成和分解及糖异生作用降低，难以维持血糖正常浓度，所以在进食后易
出现一次性高血糖，饥饿时又易发生低血糖。
二、肝在脂质代谢中的特殊作用肝脏在脂质的消化、吸收、分解、合成及运输等过程中均起重要作用
。
肝细胞可以分泌胆汁，其中的胆汁酸盐可促进脂质的消化与吸收。
当肝损害或胆管阻塞时，均可出现脂质的消化、吸收不良，患者产生厌油腻、脂肪泻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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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化学基础(供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及其他医学相关专业用)》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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