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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糖生物学真正大学本科水平的教材。
展示糖的结构，揭示糖的功能，阐释生命现象。
　　　生化学家发现糖的结构与细胞和蛋白质相关已经有1 00多年了，但糖生物学学科是近年来才形
成的。
复杂糖的重大生物功能的原理已经建立，其对于细胞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开始凸显出来。
　　这是第一本全面介绍糖生物学基本概念的本科生水平的教材，也是非专业人士了解糖生物学知识
的捷径，它重点阐述糖在细胞和组织中的功能。
本书详解了在蛋白质形成和稳定性、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先天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中的糖基化作用，以
及人类疾病相关的糖生物学。
　　本书结构简明，新制作的图片丰富，表格清晰，参考文献新颖，使得本书颇具可读性且便于理解
。
本书可供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病毒学等相关专业的大学高年级学生和初入学研究生，以
及上述专业的研究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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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糖生物学概念1.1糖生物学包括连接蛋白质和脂质的糖的多种功能1.2糖缀合物分成三大类1.3聚糖由
相关化学结构的单糖组成1.4单糖间的糖苷键有多种构型1.5糖苷键的形成需要能量，并由特异酶催
化1.6了解聚糖结构与功能间的关系比了解其他生物大分子困难1.7聚糖结构在基因组内间接编码1.8总
结2　N-连接糖基化2.1不同的N一连接聚糖有共同的核心结构2.2 N-连接聚糖的组装须经三个主要步
骤2.3 N-连接聚糖的前体寡糖在脂质多萜醇上组装2.4连接多萜醇的前体寡糖被转移到多肽的天冬酰胺
残基2.5糖苷酶和糖基转移酶修饰核心寡糖结构2.6杂合结构和聚乳糖胺序列是核心寡糖的常见延
伸2.7ABO血型取决于红细胞聚糖的各种末端糖2.8数百个糖基转移酶产生非常多样的N_连接聚糖2.9单
个糖蛋白的N一连接聚糖常为不均一的2.10连接单个糖蛋白的N一连接聚糖的性质取决于蛋白质和表达
它的细胞2.11高甘露糖结构出现在低等真核生物中，但糖基化机构在高等生物中已进化到可以产生复
合型聚糖2.12 N一连接聚糖对多细胞生物的发育是不可或缺的2.13总结3　寡糖构象3.1寡糖三维结构称
为寡糖构象3.2单糖只拥有数目有限的构象3.3用扭角描述聚糖构象3.4局部空间和电子相互作用限制了
糖苷键的可能构象3.5共价结构中己糖问的相互作用距离影响寡糖构象3.6协同相互作用决定寡糖的整体
折叠3.7寡糖构象是动态的3.8近程和远程相互作用也决定多糖构象3.9寡糖构象可用X射线晶体学和核磁
共振方法分析3.10总结4　聚糖结构分析策略4.1用酶法分析N_连接聚糖结构4.2　用凝集素分析分离的
寡糖和整体糖缀合物4.3质谱和核磁共振波谱学是确定聚糖结构的有效物理方法4.4化学法合成小分子寡
糖4.5酶法合成寡糖4.6糖与蛋白质或脂质用化学法连接产生新糖缀合物4.7总结5　0-连接糖基化5.1黏蛋
白是大型的和大量的0一糖基化保水蛋白质5.2一些细胞表面蛋白质具有黏蛋白样结构域5.3多数可溶性
和细胞表面糖蛋白含有小簇0一连接糖5.4向蛋白质顺序添加单糖的黏蛋白型糖的生物合成发生在高尔
基体内5.5蛋白聚糖是赋予胞外基质强度的大量0一糖基化蛋白质5.6细胞表面蛋白聚糖与生长因子相互
作用5.7蛋白聚糖的生物合成除糖基转移酶外还需要一些修饰用酶5.8O-连接岩藻糖基聚糖对发育期胞
外信号传导非常重要5.9在某些蛋白质上发现异常的O-连接糖基化5.10添加O-连接N-乙酰葡糖胺以修饰
胞质蛋白和核蛋白5.11总结6　糖脂和膜蛋白的糖基化6.1多数整合性膜蛋白都是糖基化的6.2神经细胞
黏附分子的聚唾液酸化阻止细胞黏附6.3细胞膜含有糖脂和糖蛋白6.4糖鞘脂生物合成发生在高尔基体
内6.5细胞表面糖脂对神经系统的发育非常重要6.6糖脂的分解缺陷引发疾病6.7有些蛋白质通过糖脂锚
与膜结合6.8糖脂锚在内质网内添加到蛋白质上6.9连接糖脂锚的蛋白质定位于质膜6.10缺乏糖脂锚引发
阵发性夜间血红蛋白尿疾病6.1l总结7　糖基化对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影响7.1研究糖基化影响的各种方
法7.2糖可以稳定细胞黏附分子CD2的结构7.3寡糖置换锥虫多变表面糖蛋白的a螺旋7.4结合单糖可提高
蛋白质的稳定性7.5 N一糖基化可增强核糖核酸酶的稳定性7.6寡糖可调控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7.7覆盖
蛋白质表面的寡糖可防止蛋白酶解7.8总结8　细胞和生物体中的糖蛋白穿行8.1动物凝集素具有多种多
样的结构和功能8.2凝集素在分泌途径中具有重要功能8.3钙连蛋白和钙网蛋白帮助糖蛋白在内质网折
叠8.4凝集素参与错折叠糖蛋白的降解8.5 L一型凝集素从内质网运送糖蛋白到高尔基体8.6甘露糖一6一
磷酸残基将溶酶体酶靶向溶酶体8.7两类甘露糖一6一磷酸受体参与溶酶体酶靶向8.8脱唾液酸糖蛋白受
体将变更的血清糖蛋白清除到肝脏8.9甘露糖受体从循环系统去除天然发生的糖蛋白8.10甘露糖受体也
调控硫酸化激素的活性8.1l某些胞内凝集素在细胞核内起作用8.12总结9　细胞黏附和信号传导中的糖
识别9.1选凝素是白细胞的黏附分子9.2选凝素的特异性糖配体已被确认9.3选凝素也是信号传导分子9.4
C一型凝集素参与抗原呈递过程9.5 DC—SIGN和DC_SIGNR增强对T细胞的人免疫缺陷病毒感染9.6
siglec是细胞黏附和信号传导分子9.7唾液酸黏附素是巨噬细胞上的黏附受体9.8髓磷脂相关糖蛋白在中
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中具有作用9.9 CD22是B细胞的信号传导分子9.10胞外半乳凝素具有细胞黏
附和细胞信号传导作用9.1l甘露糖结合蛋白是宿主的防御分子9.12甘露糖结合蛋白启动凝集素补体激活
途径9.13甘露糖受体协助巨噬细胞内化病原体9.14总结10　动物凝集素中的糖识别机制10.1凝集素依据
一级结构分类10.2 C一型糖识别域以Ca。
+配合物形式与单糖两羟基结合10.3 C一型糖识别域中少数残基确定结合的配体型10.4单糖结合的一些
特性在糖识别域的所有型中是类似的10.5寡糖配体与选凝素的结合需要附加的与糖识别域的相互作
用10.6很多凝集素中都发现延伸的结合位点10.7化合价和寡聚体几何结构决定凝集素对寡糖的特异性和
亲和力10.8总结11植物、细菌和病毒糖生物学11.1植物和微生物聚糖具有哺乳动物中未发现的功能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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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利用寡糖作信号传导分子11.3常见的植物凝集素是生物学家的有用工具11.4有些植物凝集素是毒
素11.5许多细菌毒素是凝集素11.6细菌利用凝集素与宿主细胞表面结合11.7病毒利用凝集素靶向细胞表
面11.8凝集素在进化早期出现，但在高等生物中有多样功能11.9总结12　糖基化与疾病12.1N一连接聚
糖合成中酶的突变导致糖基化先天性失常12.2糖基转移酶的反常表达造成血凝缺陷12.3糖尿病中出现的
蛋白质化学糖化12.4糖的抗体能引发疾病12.5类风湿关节炎中IgG糖基化的变更12.6糖基化的改变与癌症
相关12.7糖基化改变的监测可能对癌症的检测和治疗有用12.8总结13　糖生物学前景13.1特异性聚糖作
用的重要线索将继续来自生化和基因的研究13.2基因组学开始为糖生物学提供新的洞察力13.3糖组学将
对糖生物学提出全面看法13.4模式生物对糖基化的原始功能分析最为有用13.5从分子基础上了解聚糖的
作用需要进一步阐明结构和功能间的关系13.6有关糖生物学的不断增加的知识正用于解决实际问题13.7
总结索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糖生物学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