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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化学是医药类院校各专业学生的一门极其重要的基础课，它包括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及结构化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
基础化学的学习可以为后续课程及从事医药学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础。
为了适应现代医药学教育的发展，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以人为本、教材为学生服务的理念
；以学科、课程发展与改革的成果为依托，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目的编写该书。
本书在编写时力求体现内容的基础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在保证科学、系统、细致的讲解基础化学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的前提下，紧密联系医学相关知识，
突出化学在医学中的应用，这将会极大调动学生学习化学的主动性。
　　本书在注重“三基”的同时，还注重了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技术、新成果的融人，同时结合化学
理论的介绍，书中还插入了一些与医学密切相关的化学知识介绍，重大科学发现、重要临床应用等，
这对于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教材的可读性，提高学生的科学和人文素养都有极大帮助。
　　本书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0～3102—93所规定的符号和单
位。
使用本书时，各院校可根据具体情况，在保证课程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对内容斟酌取舍。
　　本书是山东人民出版社“21世纪医药院校数理化系列规划教材”中的一本，编写过程中得到山东
出版集团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及山东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潍坊医学院阎芳、陈佃军、韦柳娅、石玮玮、韩玮娜、程远征，滨州医学
院马丽英、王雷、李嘉霖、沈云修、胡威，济宁医学院孙勤枢、孔凡栋、刘君、刘景。
　　此外，本书在编写时参考了兄弟院校的教材和正式出版的书刊中的有关内容，在此向有关作者和
出版社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本书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恳切希望专家、同行及使用本书的教师和同学们提
出宝贵意见，以便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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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化学是医药类院校各专业学生的一门极其重要的基础课，本书在注重“三基”的同时，还注重了
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技术、新成果的融入，同时结合化学理论的介绍，书中还插入了一些与医学密切
相关的化学知识介绍，重大科学发现、重要临床应用等，这对于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教材的可读性
，提高学生的科学和人文素养都有极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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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医学与化学的联系更为密切。
人类已经开始从分子、原子乃至量子的水平来认识疾病的致病机理、遗传和治疗措施。
由于量子化学近似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生物体重要组成物质核酸、蛋白质等大分子的高
度近似处理将成为可能，而使得现代医学向着量子生物学的水平发展。
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联手证明了作为遗传因子的基因就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DNA）。
现在可以用更先进的化学方法测定基因的分子结构，并通过改变这些结构制造出不同的基因。
这些成就将为人类抵抗遗传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提供可靠的方法。
　　可以说，人体的进化和生命过程都是无数化学变化的综合体现。
自古以来，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很多，但得到现代科学实验强有力支持的就只有“化学进化论”。
化学进化论认为在原始地球条件下，无机物可以转化为有机物，有机物可以发展为生物大分子和多分
子体系，直到出现原始的生命体。
　　这些简单的生命体就是最初的生命，它具备了最简单的代谢和繁殖功能，这些就是生命属性的基
本特征。
虽然这种最低级的生命形式比今天最简单的微生物还要简单得多，但它们都是靠自然选择进化，成为
各种各样的生命体。
　　为了证明化学进化学说，历代科学家作了辛勤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美国科学家Stanley Miller在1952年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
他在实验室中模拟原始地球的大气成分和电闪雷鸣的自然环境，将甲烷、氨气、氢气、水蒸气等泵人
密闭容器，进行连续一个星期的火花放电，得到了组成生命不可缺少的蛋白质原料——氨基酸。
随后的50多年，科学家们利用类似Miller实验的条件，合成出了许多被认为与生命起源有关的有机物质
。
这些实验结果给予了关于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学说有力的支持。
　　1965年9月17日，我国科学家用没有生命的简单的有机物合成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
这一成果为人类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也对生命的化学进化学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生命的了解深入到分子水平，对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世纪初科学家们完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确定了人体细胞核中遗传性DNA的全部
物质（即基因组），测定了其中每种基因的化学序列。
这一成就应用于医学，对人类遗传性疾病可以作出分子水平的解释。
在生命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化学研究工作者尝试用外源性活性小分子——天然化合物或以天然化
合物为模板设计合成的天然化合物类的新颖分子为探针，去探索生命体中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和细胞发
育与分化的调控作用及其所包含的分子机制。
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个新的前沿交叉学科领域——化学生物学应运而生。
化学生物学的诞生，不仅会创制出更多对生物体的生理过程具有调控功能的生物活性小分子，极大地
促进生物学的发展和变革，同时也会给其他相关学科如医药、农业、环境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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