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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上、下篇和附录。
上篇为生物化学实验原理，共十四章，对生物分子的分离纯化、含量测定和纯度分析作了较全面扼要
的介绍，并着重论述各种层析技术、离心技术、膜分离技术、电泳技术等常用系列化实验方法的基本
原理。
下篇为生物化学实验，共选编了45个实验，包括糖类、脂类、维生素、蛋白质、酶、核酸等生生物化
物质的分离制备与分析鉴定方法，如纸层析、薄层析、离子交换层析、凝胶层析、疏水层析、亲和层
析、金属螯合层析、各种电泳和免疫技术，以及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测定法等。
其中既保留了一些对加强学生基本实验方法和技能训练行之有效的传统实验，也引进了一些较新的生
化实验技术。
大多数实验可以在6-12学时内完成，有些实验可以组合成一个综合实验，也可以各自独立作为一个实
验，便于安排教学。
每个实验后附有思考题和参考资料。
附录包括各种常用数据表，供读者查阅。
    本书可供综合性大学、师范、医药和农林院校生物化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作为实验课教材，也可
供相关教师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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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生物化学实验原理  第一章  生物大分子的分离纯化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生物原料的选择和预
处理    第三节  生物组织与细胞的破碎    第四节  生物大分子的提取    第五节  生物大分子的分离纯化    
第六节  生物大分子的活性物质的浓缩    第七节  生物大分子的结晶    第八节  生物大分子活性物质的干
燥  第二章  生物大分子活性物质含量和纯度的分析方法    第一节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第二节  粘多糖的
定量及生物活性测定    第三节  核酸含量的测定    第四节  生物大分子纯度的鉴定  第三章  层析技术    第
一节  层析技术分类    第二节  液相层析法的基本原理    第三节  柱层析系统基本操作方法  第四章  吸附
层析法    第一节  基本原理    第二节  影响吸附的因素    第三节  吸附柱层析法  第五章  纸层析法    第一节
 纸层析基本原理    第二节  影响Rf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  纸层析实验技术  第六章  薄层层析法    第一节  
薄层层析原理    第二节  薄层层析的特点    第三节  吸附剂的性质与选择  第七章  离子交换层析法  第八
章  凝胶层析法  第九章  亲和层析法  第十章  疏水层析法  第十一章  电泳技术  第十二章  离心技术  第十
三章  膜分离技术  第十四章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分析下篇  生物化学实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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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生物大分子活性物质的存在方式1.生物大分子活性物质的存在方式与其生物功能生物活性
物质的存在方式与其生物功能关系十分密切。
一般情况下，可以根据生物活性物质的生物功能推断其存在部位和分布方式。
生物活性物质分为“胞内”与“胞外”两种存在部位。
“胞外”物质是由细胞产生，再释放出来的，因此两者实质上没有严格界限。
如尿中的尿激酶是由肾细胞产生，血中的γ-球蛋白来自β-淋巴细胞。
多数微生物酶如淀粉酶、蛋白质水解酶、糖化酶常大量存在于胞外培养液中。
而合成酶类、代谢酶类、遗传物质和代谢中间产物则存在于细胞内，如DNA聚合酶、细胞色素c等。
真核细胞的DNA大部分存在细胞核内，只有少量存在于线粒体和微粒体中，而RNA主要存在于胞质中
，电子传递系统物质（包括黄素蛋白、细胞色素类）以及糖类、脂肪酸的氧化分解和氧化磷酸化有关
的酶系大部分存在于线粒体中。
消化酶虽然可分泌到胞外，但难于从消化道进行收集，只能由相应的腺体提取分离，而且这些酶在细
胞内刚合成时常常是以无活性的酶原形式存在，提取时需要预先激活。
细胞内的生物活性物质有些游离在胞浆中，有些结合于质膜或器膜上，或存在于细胞器内。
对于胞内物质的提取要先破碎细胞，对于膜上物质则要选择适当的溶剂使其从膜上溶解下来。
2.生物大分子分子间的作用力生物体系中的分子结构及分子间相互联系的作用力十分复杂。
作为一个生物大分子，其基本骨架中各原子与基团间都是共价结合，整个分子的一级结构比较稳定，
但分子间的连接主要是通过一些非共价键如氢键、盐键、金属键、范德华引力、碱基堆积力所维系，
其键能较弱，而且键的性质差别较大，它们与生物分子的生物功能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要采取不同方
法使之解离，而不损伤其分子基本结构。
但须注意的是许多生物大分子的空间高级结构也是由非共价键结合的，因此分离时应十分小心，确保
空间结构不受破坏。
故常常在十分温和的条件下操作，以避免因强烈外界因素的作用而丧失其生物活性。
这就是生化技术与一般有机化学制备技术的重大不同之处。
二、生物大分子活性物质的存在特点1.生物材料组成的复杂性生物材料中的化学组成十分复杂。
不同生物含有不同种类的活性物质。
同种生物在细胞与细胞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细胞的类型、年龄、分化程度的不同，都会改变
活性物质的组成。
尤其是色素类物质和某些生理活性成分的种类与组成在不同生物间的差别更大。
如植物含叶绿素、胡萝卜素、花色素类；动物与微生物含细胞色素、原卟啉；藻类含藻胆色素；脊椎
动物含脊椎动物激素：ACTH、MSH、GH、后叶激素、胰岛素、肾上腺素、甲状腺素、甾体激素；
无脊椎动物含蜕皮激素（变态激素）、促幼激素和外激素（信息素）——蚕的性外激素与蚂蚁的报警
激素；植物含吲哚乙酸、脱落酸、玉米素、乙烯、赤霉素等植物激素。
2.生物大分子活性物质存在的特点生物活性物质在生物体材料中含量较低，杂质含量很高，而且生理
活性愈高的成分，含量往往愈低。
如胰岛素在胰脏中的含量约为万分之二，脱氧核糖核酸酶含量为十万分之四，胆汁中的胆红素含量为
万分之五到八，由几吨竹笋方可得到几毫克竹笋素。
所以直接从生物材料纯化含量极低的生理活性物质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这正是现代生物技术的重点
开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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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化学实验原理和方法(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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