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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生物化学学习指导与题解》内容以教材编排顺序分章节编写，每一章均由“教学大纲基本
要求”、“知识要点”、“重点难点”、“典型例题解析”、“练习题”和“参考答案”六个模块组
成。
书后设有自测试题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模拟题。
《基础生物化学学习指导与题解》不仅适合高等院校生物类各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参考，对准备参加研
究生考试的学生也十分适用。
　　本学习指导与题解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基础生物化学》(第2版)编写而
成，重点介绍每章大纲要求掌握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相互联系，并设有习题，以配合生物化学课
程的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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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2.2酶的作用机制 酶能提高生化反应速度是因为酶能降低反应所需的活化能，酶通
过与底物形成过渡态复合物降低反应活化能。
酶对底物结合的专一性是酶促反应专一性的基础，酶和底物结合过程是一个诱导契合的过程。
酶对底物的结合和催化主要通过活性中心实现。
活性中心只占酶蛋白的一小部分，是一级结构中不相邻的残基通过折叠相互靠近形成的特异模体
（motif），活性中心又可以分为结合部位和催化部位，事实上这两部分在许多情况下不可分。
参与活性中心形成和稳定整个蛋白质构象的氨基酸残基称之为必需残基。
酶对底物结合的高效性和催化的专一性可以用多种理论解释，如酶和底物结合过程中的临近和定向效
应、酶和底物结合时底物分子和敏感键中存在张力和变形、酶和底物结合使得酶可通过酸碱催化理论
降低反应活化能、酶和底物结合使得酶可通过共价催化理论降低反应活化能、酶的活性中心存在的低
介电区可以增强酶促反应的反应性。
对胰凝乳蛋白酶和溶菌酶作用机制的研究为洞察酶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3.2.3酶促反应动力学 酶动力学描述的是酶在不同条件下催化反应的速度。
酶催化反应的速度受酶浓度、底物浓度、温度和pH及反应体系中的激活剂和抑制剂等因素影响。
米氏方程描述的是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速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呈现双曲线型。
当底物浓度饱和时，酶促反应速度达到最大（Vmax）。
米氏常数（Km）是指当酶促反应速度达到最大反应速度一半时所对应的底物浓度。
米氏常数在一定程度可以反映酶与底物的亲和力，Km越大亲和力越小。
Km和Vmax可以通过双倒数作图法等方法获得pH和温度对酶促反应的影响表现为类钟形曲线。
酶的抑制剂分为两大类，可逆抑制剂和不可逆抑制剂，不可逆抑制剂和酶的活性中心不可逆结合，从
而抑制酶活性。
可逆抑制作用分为竞争性可逆抑制作用、非竞争可逆抑制作用、反竞争可逆抑制作用。
对酶的抑制剂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帮助揭示酶活性部位的结构、分析和推测代谢反应途
径以及为临床药物的设计提供依据。
 3.2.4酶活性的调节 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多种酶活性调节模式。
一些酶首先以没有活性酶原形式产生，后通过其他水解酶的作用打断一些肽键重新构象，形成活性酶
形式，即酶原激活。
采取这一策略的主要是一些蛋白酶，如胰蛋白酶、胰凝乳蛋白酶等。
诱导酶是一类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表达的酶，这种调节方式本质上是通过调节酶的数量调节酶促反应
速度。
同工酶是一组具有相同功能但结构却不同的酶，同工酶的表达因环境不同和组织不同而不同，生物体
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不同外界条件和不同组织器官中某种酶的活性。
别构酶是多亚基酶，除含有底物结合部位外，还含有调节物结合部位（别构部位）。
当调节物结合到别构部位时，别构酶的构象发生变化，从而增高或降低酶的催化活性，进而调节代谢
途径运行的速度。
酶的共价修饰调节通常涉及酶分子特定部位的磷酸化和去磷酸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酶在活性和非
活性性质之间切换从而达到调控代谢速率的目的，许多处在代谢途径关键部位的酶既具有别构调节又
具有共价修饰调节两种调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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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生物化学学习指导与题解》不仅适合高等院校生物类各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参考，对准备参加研
究生考试的学生也十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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