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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特有的一门医学学科。
通过中西医的优势互补，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疑难疾病的诊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成为我国乃至
世界临床医学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力量。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越来越倾向于中西医结合诊疗疾病，由此中西医结合的队
伍越来越壮大，不少高等医药院校（包括高等中医药院校和高等医学院校）适应社会需求，及时开设
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或称中西医结合专业），甚至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系、中西医结合学院，
使中西医结合高等教育迅速在全国展开，有些院校的中西医结合专业还被省、市、地区评为当地“热
门专业”、“特色专业”。
但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却明显滞后于中西医结合专业教育的发展，各院校使用的多是自编或几个院校
协编的教材，缺乏公认性、权威性。
教材的问题已成为中西医结合专业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规划、组织编写了高等
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第一版本科教材，即“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
。
本套教材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高等
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通过大量调研工作，根据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两个基础、一个临床”的教学
模式（两个基础：中医基础、西医基础；一个临床：中西医结合临床）以及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的现
状，实行先临床后基础的分步实施方案，首先重点系统规划了急需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教材和部分专业
引导性教材共16部（分别为：《中外医学史》《中西医结合医学导论》《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
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中西医结合
耳鼻咽喉科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中西医结合危重病学》《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中西
医结合精神病学》《中西医结合肿瘤病学》《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中西医结合口腔科学》《中西
医结合肛肠病学》），组织全国开设中西医结合专业或中西医结合培养方向的78所高等中医药院校、
高等医学院校的专家编写，于2005年正式出版发行并投入教学使用。
上述教材在教学使用过程中，得到师生的普遍好评，也被列为国家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的蓝本教
材。
为确保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的系统性，满足教学的需要，进一步编纂该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成为许
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为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先后在北京、长沙、广州等地组织了多次专家
论证会，统一了思想，决定启动中西医结合基础课程的教材建设工作，认为基础课程教材的建设应遵
守以下原则：①保持中西医基础课程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充分体现专业基础教材的科学性，突出“三
基”，构筑中西医结合临床课程的专业基础，能支撑中西医结合临床课程的专业学习；②体现中西医
结合学科学术发展的现状，保持教材的先进性、实用性和启发性；③突出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
的专业基础特点，立足于本科教学层次的需要，把握适当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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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
创新人才，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规划和指导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
和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共同组织编写了这套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
教材，生物化学是中西医结合专业西医基础课的主干课程。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是现代生命科学和医学发展的领头学科和主要推动力，也是认识生命现象
和疾病本质及指导中西医结合研究与发展的重要科学理论，因此，学习和掌握生物化学基础理论、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对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至关重要。
这些年来，由于缺乏适合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生物化学》教材，各高等医药院校的中西医结合专业一
直选用其他专业的相关教材。
中西医结合是连接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的纽带和桥梁，中西医结合教育是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
途径之一，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大优势，而中西医结合教育的发展和提高需要与之配套的医学教材作
为支撑，为此，编写能体现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和特点、反映中西医结合学术发展的《生物化学》教
材非常必要。
　　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在突出“三基” （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坚持“五性”（思想
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的同时，各章内容按教学大纲要求及多数院校的教学时数进
行安排和编写，并尽可能反映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发展，
突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内容力求做到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便于读者学习与理解。
本教材共二十一章，第一章至第十七章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是中西医结
合专业的学生应该讲授与掌握的内容。
第十八章至第二十一章，即细胞信号转导、血液的生物化学、肝脏的生物化学、生物化学在中西医结
合研究中的应用，属于组织器官生化和学科进展方面的内容，各院校可根据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生物化
学教学时数和具体情况选择讲授。
本书专业术语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注了英文，并将其汇集成汉英名词对照附于书后，以便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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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诊断三、酶与疾病的治疗小结第七章 糖代谢第一节 糖的消化、吸收与生理功能一、糖的消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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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生理功能第二节 三酰甘油代谢一、三酰甘油的分解代谢二、三酰甘油的合成代谢第三节 类脂的
代谢一、甘油磷脂代谢二、鞘磷脂代谢三、胆固醇代谢第四节 血浆脂蛋白代谢一、血脂的组成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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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生物化学（biochemistry）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和描述生物体的化学组成、生物体内
的化学反应过程及其与生理功能的联系的一门科学，也即生命的化学。
人们通常将有关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及基因结构、表达与调控的内容，称为分子
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从广义上讲，分子生物学是生物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从分子水平上揭示生命现象的角度来看，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20世纪中叶以来，以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为代表的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为生物化学的发展注
入了生机与活力，使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成为生命科学领域中发展最快的前沿学科之一。
生物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其理论的发展与各种实验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
生物化学的研究除采用化学的原理与方法外，尚运用物理学、生理学、遗传学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生物化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交叉，既促进了本身的发展，也使其成为生命科学各学科之间进行
沟通的共同语言。
第一节 生物化学的发展历程生物化学是在有机化学、生理学、生物学和医学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门新
型学科，其起源可追溯至l8世纪，但在20世纪初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生物化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生物化学的初期阶段在20世纪之前，人们主要是对生物体的化学组成及各种组成成分的理化性质
进行研究。
在这一阶段，生命物质被分成了糖、脂和氨基酸；发现了酶和核酸；证实了染色体由核酸和蛋白质组
成；提出了基因和代谢的概念。
因为初期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构成生物体的基本物质的化学组成、结构、理化性质，所以常将这一
阶段称为“静态生物化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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