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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医药卫生类农村医学专业教材：生物化学》以农村医学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作为编写的
主导思想，在编写过程中实现了由传统的“以学科体系为引领”向“以解决基层岗位实际问题为引领
”的转变，以及由“以学科知识为主线”向“基层实际应用技能为主线”的转变，同时坚持“贴近学
生、贴近岗位、贴近社会”的基本原则，以学生认知规律为导向，以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教学计划和
课程目标为纲领，结合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考点”，根据农村医学专业岗位的实际需求，
体现“实用为本，够用为度”的特点，构建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及适用性相结合的农村
医学专业教材体系。

　　《全国医药卫生类农村医学专业教材：生物化学》共14章，内容包括绪论、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核酸的结构与功能、维生素、酶、生物氧化、糖代谢、脂类代谢、氨基酸的代谢、核苷酸代谢、基
因信息的传递、信号转导、癌基因与抑癌基因、肝生物化学，另附实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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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内分泌激素 又称内分泌信号，由特殊分化的内分泌细胞释放，如胰岛素、甲状腺
素和生长激素等。
其特点是通过血液循环到达靶细胞，作用距离以米为单位，在三种细胞间信息分子中作用距离最远。
此外，大多数内分泌激素作用时间较长。
按照内分泌激素受体的分布部位，还可将其分为胞内受体激素和胞膜受体激素。
胞内受体激素如甲状腺素、类固醇激素等，受体位于细胞液或细胞核中，它们很容易通过细胞膜进入
靶细胞与受体结合。
胞膜受体激素如胰岛素、生长激素等则很难直接通过细胞膜的脂质双层进人细胞，必须与靶细胞表面
的受体结合而引发靶细胞的应答反应。
 此外，根据细胞间信号分子化学本质的不同，还可将它们分为以下5种类型：①蛋白质和肽类，如生
长激素、细胞因子和胰岛素等；②氨基酸及其衍生物，如甘氨酸、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等；③类固醇
激素，如糖皮质激素和性激素等；④脂肪酸衍生物，如前列腺素；⑤气体，如一氧化氮和一氧化碳等
。
 （二）细胞内信号分子及其化学本质 在细胞内传递细胞调控信号的化学物质称为细胞内信号分子。
细胞内信号分子的化学本质多样，主要包括以下5种类型：①无机离子，如Ca“；②糖类衍生物，如
三磷酸肌醇（IP3）；③脂类衍生物，如二酯酰甘油（DAG）、神经酰胺（Cer）、花生四烯酸及其代
谢产物；④蛋白分子，如DNA结合蛋白等；⑤核苷酸，如cAMP、cGMP。
通常将Ca2+、IP，、DAG、Cer、cAMP、cGMP、花生四烯酸及其代谢产物等在细胞内传递信号的小
分子化合物称为第二信使。
而DNA结合蛋白这一类负责细胞核内外信息传递的物质，则通常称为第三信使。
它们能与靶基因特异序列结合，发挥出转录因子或转录调节因子的作用。
如细胞原癌基因中的立早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常作为第三信使参与基因调控、细胞增殖与分化以及肿
瘤的形成等。
 细胞内信号分子在传递信号时绝大部分通过酶促级联反应方式进行。
它们最终通过改变细胞内有关酶的活性、开启或关闭细胞膜离子通道及细胞核内基因的转录等，发挥
出调节细胞代谢及控制细胞的生长、繁殖和分化的功能。
 以上将体内信号分子分为细胞间信号分子和细胞内信号分子。
需要指出的是：按溶解性的不同，细胞间信号分子还可分为水溶性信号分子，如生长因子、细胞因子
、水溶性激素等；以及脂溶性信号分子，如类固醇激素、甲状腺素等。
正常情况下，水溶性信号分子不能直接进入细胞，而大部分脂溶性信号分子可以直接通过细胞膜进入
细胞。
 第二节 受 体 受体是存在于细胞膜上或细胞内的能识别化学信号分子并与之结合的成分，它能把识别
和接收到的信号准确无误地放大并传递到细胞内部，进而引发相应的生物学效应。
受体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个别为糖脂。
能与受体特异性结合的化学物质称为配体。
细胞间信号分子就是一种最常见的配体。
此外，某些药物、维生素和毒性物质也可作为配体而发挥相应的生物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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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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