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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15章。
第一章到第六章是静态生物化学部分，内容包括核酸、蛋白质、酶和维生素与辅酶的分子结构、物理
和化学性质、生物功能的介绍，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的讨论。
第七章到第十四章是动态生物化学部分，讨论了糖、脂类、氨基酸、核苷酸、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分
子的生物合成与分解、代谢以及各类代谢过程的自动调节机制。
第十五章介绍了发展迅速的DNA重组技术。
各章附有本章小结和复习思考习题，书后附有生化名词英汉对照和汉英对照，便于读者学习。
    本教材适合作为高等院校各有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有关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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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RNA的分子结构　⋯⋯第三章　蛋白质化学第四章　酶第五章　维生素与辅酶第六章　生物膜
的结构与功能第七章　糖类代谢第八章　生物氧化和能量转换第九章　脂类物质的合成与分解第十章
　蛋白质的降解和氨基酸代谢第十一章　核酸的降解与核苷酸的代谢第十二章　核酸的生物合成第十
三章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第十四章　代谢调节第十五章　DNA重组技术的基本原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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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核酶 在目前所知道的几千种酶中，绝大部分都是蛋白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一直认为所有酶的化学本质都是蛋白质。
然而，近年来有些研究结果指出，部分核酸分子也具有催化活性，也具有生物催化剂的作用。
科学家们把这一类能起催化作用的核酸命名为ribozyme。
对此，中文还没有一个规范的名称，人们暂时称之为核酶。
 1982年，研究人员就发现原生动物四膜虫26S rRNA前体在没有蛋白质的存在下就可以进行裁剪和自我
拼接，当时就认为该RNA就有自我催化的活性。
1983年，人们又发现大肠杆菌有一种RNA酶P是由20％蛋白质和80％的RNA组成的，当将蛋白质部分去
掉后，剩下的RNA部分具有与全酶相同的活性。
1986年，人们又发现由四膜虫26S rRNA前体释放出来的片段L19 RNA能高度专一地催化寡核苷酸的切
割和连接，从而证明L19 RNA是一个完整的酶分子。
L19 RNA的催化具有高度的底物专一性，其动力学符合米氏方程，对竞争性抑制剂敏感。
 目前，人们对核酶非常重视，正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第七节 酶的活力测定和分离纯化 一、酶活力的测定 （一）酶活力 酶活力（enzyme activity）也称为酶
活性，是指酶催化一定化学反应的能力。
酶活力的大小可用在一定条件下，酶催化某一化学反应的速度来表示，酶催化反应速度愈大，酶活力
愈高，反之活力愈低。
测定酶活力实际就是测定酶促反应的速度。
酶促反应速度可用单位时间内、单位体积中底物的减少量或产物的增加量来表示。
在一般的酶促反应体系中，底物往往是过量的，测定初速度时，底物减少量占总量的极少部分，不易
准确检测，而产物则是从无到有，只要测定方法灵敏，就可准确测定。
因此一般以测定产物的增量来表示酶促反应速度较为合适。
 （二）酶的活力单位 酶活力的大小（即酶量的多少）用酶活力单位（active unit）U表示。
1961年，国际生物化学学会酶学委员会提出采用统一的国际单位（IU）来表示酶的活力，规定为：在
最适条件（25℃）下，每分钟内催化工真1μmol底物转化为产物所需的酶量定为一个活力单位，即1
IU=1μmol／min。
这样，酶的含量就可用每克酶制剂或每毫升酶制剂含有多少酶活力单位来表示（U／g或U／mL）。
 1972年国际酶学委员会推荐一种新的酶活力国际单位，即Katal（简称Kat）单位。
规定为：在最适条件下，每秒钟能催化1mol底物转化为产物所需的酶量，定为一个Kat单位
（1Kat=1mol／s）。
1Kat=6×107IU。
 （三）酶的比活力 酶的比活力（specific activity）代表酶制剂的纯度。
根据国际酶学委员会规定，比活力用每毫克蛋白所含的酶活力单位数表示。
对于同一种酶来说，比活力愈大，表示酶的纯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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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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