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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9版）：生
物化学》坚持以育人为本，重视发挥教材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展现我国中医药教育、医
疗、保健、科研、产业、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以期成为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科学性
、先进性、适用性的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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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血浆蛋白质功能 血浆蛋白质是血液的主要成分，在血液沟通内外环境、联系
机体各组织器官、维持内环境稳定及物质运输、免疫、凝血和抗凝血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
 1.维持血浆胶体渗透压 血浆蛋白质含量为60～80g／L，而细胞间液蛋白质含量仅为0.5～10g／L，因此
血浆蛋白质含量远高于细胞间液，这种差异使血浆具有较高的胶体渗透压，而胶体渗透压是控制血管
内外水分配、维持血量的重要因素。
 健康人血浆含白蛋白（ALB，A）35～55g／L，是血浆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是维持血浆胶体渗透压
的主要因素，血浆胶体渗透压的75％～80％由白蛋白维持。
 白蛋白在肝脏中合成。
健康成人肝脏每日合成白蛋白约12g，占肝脏合成蛋白质总量的1／4，占肝脏分泌蛋白质总量的1／2，
所以当机体营养不良或肝脏功能障碍时，血浆白蛋白减少，引起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
如果血浆白蛋白低于30g／L，会导致水潴留于细胞间液，出现水肿或腹水。
 2.运输作用 ①运输难溶于水的化合物，例如白蛋白运输脂肪酸、磺胺类药物，脂蛋白运输甘油三酯和
胆固醇，运铁蛋白和铜蓝蛋白运输铁。
②运输易被细胞摄取并灭活、或对组织造成毒害作用的化合物，例如白蛋白运输游离胆红素。
③运输易经肾小球滤出的化合物，延长其血浆半衰期，例如白蛋白运输钙，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运输
甲状腺激素，运皮质激素蛋白运输类固醇激素，肝细胞释放的视黄醇－视黄醇结合蛋白复合物在血浆
中与运甲腺蛋白（transthyretin，又称甲状腺素视黄质运载蛋白）形成复合体，向肝外组织运输。
 3.凝血、抗凝和纤溶作用 多数凝血因子、抗凝物质、纤溶系统属于血浆蛋白质，且常以无活性前体（
例如酶原）形式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被激活后发挥凝血、抗凝血和纤溶作用，维护循环系统。
 （1）凝血因子：凝血即血液凝固（blood coagulation），是指血液由流动的液体状态变成不能流动的
凝胶状态的过程，其生化过程是纤维蛋白原（又称血纤蛋白原）被活化成纤维蛋白（又称血纤蛋白）
，交织成网，把血细胞网罗其中，形成血凝块。
血浆中直接参与凝血的物质统称凝血因子，根据发现的先后顺序分别以罗马数字命名为因子Ⅰ（即纤
维蛋白原）到因子ⅩⅢ。
因子Ⅵ后被证明是活化的因子Ⅴ（Ⅴa）。
除因子Ⅲ外，其余凝血因子均存在于血浆中。
除因子Ⅳ为Ca2+外，其余凝血因子均为蛋白质。
除因子Ⅲ、Ⅳ、Ⅴ外，其余凝血因子均由肝细胞合成。
因此，肝细胞损伤严重（例如肝硬化）患者凝血因子合成不足，会导致凝血功能障碍，出现凝血时间
延长和出血倾向。
 （2）抗凝物质：①丝氨酸蛋白酶抑制物，例如抗凝血酶Ⅲ，通过抑制Ⅸa、Ⅹa、Ⅺa、Ⅻa及凝血酶，
阻断凝血过程。
②蛋白质C系统，例如蛋白质C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依赖维生素K的糖蛋白，以酶原形式存在，被因子
Ⅱa激活后通过抑制Ⅴa。
、Ⅷa、Xa等抗凝。
③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直接抑制Ⅹa，进一步抑制Ⅶa。
④肝素，激活抗凝血酶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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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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