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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化学》第五版已列入国家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
根据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专业教材主编会议的精神，本版教材要能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
发展的需要，较好地体现本学科的进展与我国医药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为此，本版教材重点阐述了现代生物化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尽可能反映生命科学
与化学相结合的现代药学研究模式的特点，突出了生物化学的基础理论与现代生物技术的进展及其在
现代药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本版教材还加强了结构分子生物学的内容和基因、基因组学与蛋白质组学的研究进展；充实了物质代
谢、代谢调控与基因表达调控的内容；扩充了生物药物的近代概念，介绍了生物药物研究的最新进展
；书末附有生物化学专业名词英语注解等。
力求做到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具有我国特色，并能反映生物化学的最新进展及其在现代高等药学
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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