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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4个模块(共10章)：蛋白质结构功能及研究技术模块(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蛋白质的功能、蛋
白质寻靶、蛋白质研究技术)、基因结构及研究技术模块(基因和染色体、基因研究技术)、生物膜与信
号转导模块(生物膜与跨膜转运、生物信号转导)、基因表达与代谢调控模块(基因表达的调控、代谢调
节策略)。
第1～4章由西南大学李关荣编写，第5～6章由重庆大学王贵学编写，第7～8章由重庆邮电大学陈安和
编写，第9章由西昌学院董艳珍编写，第10章由新乡学院章艳玲编写。
这4个模块主要是生物化学理论和研究技术的补缺、提升、系统强化内容。
每章后有“每章小结”、“练习题”。
    本教材适宜于普通高校研究生高级生物化学课程教学选用，也适宜于相关本科生提高生物化学知识
之用。
可供相关任课教师参考，任课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设一个新的模块，如“机动专题”模块，以
补充生物化学日益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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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1.1  蛋白质结构的概述    1.1.1  弱相互作用力是稳定蛋白质构象的主要作用力  
 1.1.2  肽键是刚性的平面  1.2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1.2.1  α-螺旋是一种常见的蛋白质二级结构    1.2.2  氨
基酸序列影响α螺旋的稳定性    1.2.3  β构象使多肽链折叠成片层结构    1.2.4  β转角在蛋白质中普遍存
在    1.2.5  常见二级结构都有典型的键角和氨基酸成分  1.3  蛋白质的三级和四级结构    1.3.1  纤维蛋白适
合于结构性功能    1.3.2  球蛋白结构的多样性反映了其功能的多样性    1.3.3  肌红蛋白为球蛋白结构的复
杂性提供了早期线索    1.3.4  球蛋白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三级结构    1.3.5  多种球蛋白的分析揭示出了其共
同的结构模式    1.3.6  蛋白质模体是蛋白质结构分类的基础    1.3.7  蛋白质的四级结构有简单的二聚体，
也有大的复合体    1.3.8  蛋白质的大小有限制  1.4  蛋白质的变性和折叠    1.4.1  蛋白质结构的丧失导致其
功能的丧失    1.4.2  氨基酸序列决定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1.4.3  多肽链的迅速折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4.4  某些蛋白质的折叠需要协助  本章小结  练习题第2章  蛋白质的功能  2.1  与配体可逆结合的蛋白质
——氧合蛋白    2.1.1  氧可与血红素辅基结合    2.1.2  肌红蛋白只有单个氧结合位点    2.1.3  血液由血红蛋
白运输氧    2.1.4  血红蛋白各亚基在结构上与肌红蛋白相似    2.1.5  血红蛋白与氧结合后发生结构变化   
2.1.6  血红蛋白与氧协同结合    2.1.7  两种表明协同结合机制的模型    2.1.8  血红蛋白也可以运输H+
和CO2    2.1.9  血红蛋白与氧的结合受到2，3-二磷酸甘油酸的调控    2.1.10  镰刀形细胞贫血症是血红蛋
白的一种分子病  2.2  蛋白质与配体间的互补作用：免疫系统和免疫球蛋白    2.2.1  免疫应答有一系列特
化的细胞和蛋白质    2.2.2  “自己”和“非己”是通过细胞表面的肽展示区分的    2.2.3  细胞表面的分子
互作引发免疫应答    2.2.4  抗体有两个相同的抗原结合位点    2.2.5  抗体与抗原的结合紧密而特异    2.2.6  
抗体与抗原的相互作用是许多重要分析程序的基础  2.3  由化学能调节的蛋白质互作——肌球蛋白和分
子马达    2.3.1  肌肉的主要蛋白质是肌球蛋白和肌动蛋白    2.3.2  额外的蛋白把细丝和粗丝组织成有序的
结构    2.3.3  肌球蛋白粗丝沿着肌动蛋白细丝滑动  本章小结  练习题第3章  蛋白质寻靶  3.1  附着在内质
网上的核糖体形成分泌蛋白和膜蛋白    3.1.1  信号序列是蛋白质内质网膜转运的标记    3.1.2  胞浆蛋白通
过在其氨基末端加信号序列可重新引导到内质网    3.1.3  信号识别颗粒(SRP)检测信号序列并使核糖体
附着在ER膜上    3.1.4  GTP-GDP循环使信号序列从SRP上释放，SRP与其受体分离    3.1.5  信号肽打开蛋
白质转运通道    3.1.6  转运是通过信号序列和终止一转移序列引导的    3.1.7  ATP驱动的热休克蛋白作为
分子伴侣结合新生蛋白并帮助其折叠  3.2  糖蛋白从内质网上的多萜醇(Dolichol)供体上获得核心糖结构 
  3.2.1  葡萄糖的缺乏是糖蛋白已完全折叠正准备转运到高尔基体的信号    3.2.2  转运囊泡携带蛋白质从
内质网到高尔基体进一步发生糖基化和  ⋯⋯第4章  蛋白质研究技术第5章  基因与染色体第6章  基因研
究技术第7章  生物膜与跨膜转运第8章  生物信号转导第9章  基因表达的调控第10章  代谢调节策略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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