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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根据卫生部教材办公室2009年5月召开的主编会议上确定的编写原则和基本要求，在上版
教材的基础上编写的。
其指导思想是以“五年一贯制”医学高职学生为培养对象，突出职业技能培养，贴近岗位对专业人才
的要求，在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上以必需、够用为度。
本教材供医学高职（五年一贯制）各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作为国家助理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自学考试
的学习用书。
　　本教材继承了上版教材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等特点和优势，保留了上版教材的基本内容和基
本框架，只是在教材的整体格式、编写风格以及个别内容上进行了适当的增减和修订。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每章之前都列出学习目标，以增强学生学习的针对性；②结合教材内容，
在正文中设计“旁注”和“链接”，以起到对内容的引申及扩展的作用，增加教材的生动性，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③每章内容后设有应用导引，以引导学生在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临床实践工作中对生化
知识的应用；④每章后附有思考题，旨在考查学生对重点内容的掌握程度，同时为晋级考试、执业医
师考试做好准备。
　　本教材共分为13章，削减了上版教材的“营养生物化学基础”、“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相关章节
；整合了“血液生化”的部分内容；增加了“维生素”和“水、电解质代谢与酸碱平衡”章节；正文
后附有11个实验指导。
本教材共安排了72学时，其中理论课60学时，实验课12学时，各学校在教学中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依专业进行适当的学时分配和内容调整。
　　本教材的编写是由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全国11所医学院校的资深生物化学教师共同承担完成的。
编者们以严谨求实的态度，科学认真的作风，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积极投入编写工作。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大力支持，李惠芳老师、孙秀玲老
师、刘丽华老师、文程老师协助主编在统稿、审稿及校对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较紧，本教材存在的不足和遗漏在所难免，敬请同行专家和使用本教材
的师生、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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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继承了上版教材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等特点和优势，保留了上版教材的基本内容和基本
框架，只是在教材的整体格式、编写风格以及个别内容上进行了适当的增减和修订。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每章之前都列出学习目标，以增强学生学习的针对性；②结合教材内容，
在正文中设计“旁注”和“链接”，以起到对内容的引申及扩展的作用，增加教材的生动性，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③每章内容后设有应用导引，以引导学生在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临床实践工作中对生化
知识的应用；④每章后附有思考题，旨在考查学生对重点内容的掌握程度，同时为晋级考试、执业医
师考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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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物化学作为生命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在基础医学领域中的意义也是举足轻重的。
基础医学是临床医学的基础，它主要是从组织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上揭示人体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以
及异常的结构和功能。
基础医学所涵盖的学科除生物化学外，还包括生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药理学和病理学
等，现今，这些学科的研究都已深入到分子水平，都需要用到生物化学的理论和技术来解决它们各自
的问题。
近年来，由生物化学衍生而来的新学科——分子生物学，更是渗透到基础医学的各个领域，由此而产
生了许多新兴的交叉学科，如分子生理学、分子免疫学等。
这些学科只有通过生物化学的研究，才能在分子水平上阐明器官、组织水平的生理功能。
　　二、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关系　　生物化学对于临床医学各学科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临床医学主要是以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及疾病的诊断、治疗等为目的。
现今，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索疾病的病因，做出更为准确、灵敏的诊断以及更为有效的防治方法，临床
医学各学科的研究也都已进入到了分子水平，例如，近年来对于一些重大疾病如肿瘤、心血管疾病、
遗传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免疫性疾病等都进行了分子水平上的研究，进而在这些疾病的发生、发
展、诊断和治疗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离不开生物化学理论和技术的支持。
例如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技术——DNA重组技术，该技术能将疾病相关基因进行克隆，从而
更深层次地揭示疾病的发病机制，同时也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
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的应用，为临床医学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全新的理念。
总之，生物化学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临床医学的进步，而随着生物化学的进一步发展，其理论和技术
也会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临床医学中。
　　三、生物化学与药学的关系　　生物化学的理论和技术在药学科学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生
化药物学、药物化学、生化药理学、分子药理学和生物工程制药等，它是药学研究、药品生产、药物
质量控制和药品临床应用的基础学科。
例如，将生物体内重要的活性物质变成药物，用于治疗疾病的生化药物学，就是应用生物化学的研究
成果。
这类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已有数百种，尤其是利用重组DNA技术生产有药用价值的蛋白质、多肽等产
品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项重大产业。
再如生物制药工业，就是以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制药工业的新门类，
生产出来的越来越多的重组药物如人胰岛素，人生长素，干扰素和乙肝疫苗等在临床上都已得到了广
泛的使用。
因此，生物化学是现代药学科学的重要理论和技术基础，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
　　综上所述，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已渗透到医药科学的各个领域，与医药科
学的各个学科相互联系，彼此交叉。
生物化学一方面推动了医药科学各学科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它自身吸取了众多学科的长处，使之
发展更具生命力。
随着医学的发展，生物化学理论和技术势必会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医药科学的各领域中。
而从分子水平上探讨生命现象的本质、探索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已成为当代医学研究的共同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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