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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医学高职高专‘十一五’规范教材”出版发行已三年余，该套教材在全国医学教育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
为了不断完善和提升教材的质量和水平，使本套教材更臻成熟和完善，成为精品教材，教材编审委员
会决定对其进行修订，更名为“全国医学高职高专精编教材”。
本套教材修订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坚持“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和“四
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以适应21世纪培养全科医护人员的需要。
在修订过程中，保持了原教材的优点，删去了一些叙述偏多的和各学科交叉的内容，充实和更新了一
些理论和技能知识，充分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的特色，使之具备“内容精湛、知识新颖、必须够用、质
量上乘”的特点。
本套教材编排新颖，版式紧凑，图文形式多样，主体层次清晰，篇章节安排合理、有序，每章节开始
的“导学”与结尾处的“小结”均采用提示性小图标，使教材的形式生动有趣，充分体现了清晰性、
易读性和趣味性。
“导学”主要介绍本章或本节的内容主旨和要求学生“了解、熟悉及应用”的内容，以方便教师教学
和学生轻松愉快地获得有关内容的重要信息。
“小结”则是对本章或本节中心内容的凝练和概括，便于教师课后总结和学生课后复习。
本次修订除各教材的原编者外，还聘请了全国各地部分高职高专医学院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参与编
写。
对于这些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教师的辛勤工作，谨致深切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及限于我们的水平，教材中难免存在某些缺点，甚至错误，尚希广大同仁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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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医学高职高专精编教材：生物化学（第2版）》教材修订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坚持“五性”
（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和“四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
以适应21世纪培养全科医护人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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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的竞争性抑制作用第六章 糖代谢第一节 糖的化学性质及其生理功能一、糖的化学性质二、糖的生
理功能第二节 糖的分解代谢一、糖的无氧氧化——糖酵解二、糖的有氧氧化三、磷酸戊糖途径第三节
糖原的合成与分解及糖异生一、糖原的合成与分解二、糖异生第四节 其他己糖的代谢第五节 血糖一
、血糖的来源与去路二、血糖浓度的调节三、血糖水平异常四、葡萄糖耐量试验实验一比色分析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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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血浆脂蛋白代谢一、血脂二、血浆脂蛋白的分类三、血浆脂蛋白的组成与功能四、血浆脂蛋白
代谢五、血浆脂蛋白代谢异常实验一血清脂蛋白预染琼脂糖电泳实验二肝中酮体的生成第八章 氨基酸
代谢第一节 蛋白质的营养作用一、氮平衡二、蛋白质的生理需要量三、蛋白质的营养价值第二节 蛋
白质的消化、吸收与腐败及氨基酸代谢概况一、蛋白质的消化二、氨基酸的吸收三、蛋白质的腐败作
用四、氨基酸代谢概况第三节 氨基酸的一般代谢一、氨基酸的脱氨基作用二、氨的代谢三、酮酸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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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解代谢一、嘌呤核苷酸的分解代谢二、嘧啶核苷酸的分解代谢第三节 核苷酸的抗代谢物一、嘌呤
核苷酸的抗代谢物二、嘧啶核苷酸的抗代谢物第十章 物质代谢的调节第一节 细胞水平的调节一、代
谢途径的区域化分布和限速酶二、细胞水平的调节第二节 激素水平的调节一、细胞膜受体激素的信息
传递二、细胞内受体激素的信息传递第三节 整体水平的调节一、饥饿状态下的调节二、应激状态下的
调节第十一章 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第一节 DNA的生物合成一、DNA的半保留复制二、DNA的损伤
与修复三、反转录第二节 RNA的生物合成一、参与转录的物质二、转录过程三、转录后的加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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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 血液生物化学第十三章 肝生物化学第十四章 水与无机盐代谢第十五章 酸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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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蛋白质是构成生物体的重要高分子有机含氮化合物，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蛋白质是构成组织和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约占人体固体成分的45％。
人体结构复杂，含蛋白质种类多达10万余种。
蛋白质功能的广泛性与其结构的多样性密切相关，许多重要的生命现象和生理活动都是通过蛋白质来
实现的。
蛋白质的生理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酶的催化作用物质代谢的生化反应几乎每一步都是在酶的催化下完成的，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
2.运输及储存作用血浆、血细胞中存在具有运输与储存作用的蛋白质，如血红蛋白、脂蛋白、肌红蛋
白等。
3.协调运动作用如肌肉的收缩是通过两种蛋白丝的滑动来完成的。
4.调控作用如参与基因调控的组蛋白、非组蛋白、阻遏蛋白等。
5.机械支撑作用结构蛋白对细胞和组织起重要的支持作用，如皮肤、骨骼、肌腱和软骨中的胶原蛋白
等。
6.免疫保护作用如血浆中的免疫球蛋白和补体能特异地识别清除病原微生物和异体蛋白质。
7.氧化供能作用1g蛋白质在体内氧化分解可释放约17kJ（4kcal）能量。
8.其他作用如在细胞间起信号转导作用的蛋白类激素和细胞受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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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化学(第2版)》供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及卫生管理类相关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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