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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医药类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生物化学（第2版）》编写内容完整、浅
显易懂、实用性强，由四个模块组成：一是学习目标，“学习目标”按“掌握、熟悉、了解”三级要
求分别叙述表达，属于“掌握”和“熟悉”的内容，是生化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要求在理解
基础上记忆，并能联系实际融会贯通。
“了解”的内容只作概括讲解，并扼要介绍有关知识和进展，或通过学生自学来认识和理解。
二是正文，按照教学要求组织教学内容，循序渐进，重点突出。
正文根据讲授内容插入了课堂互动和考点链接，加深学生对关键内容和考点的理解和掌握。
三是本章小结，尽量用简洁的语言小结梳理本章内容，强化学习效果。
四是综合测试，题型设计尽量参考历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真题，为学生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奠定基
础。
　　《全国医药类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生物化学（第2版）》四部分，第一部分
是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主要内容为蛋白质、核酸、酶等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及理化特性等。
第二部分是物质与能量代谢，主要内容为糖代谢、脂类代谢、蛋白质分解代谢和核苷酸代谢等代谢途
径、各条代谢途径的生理意义，各代谢途径与能量代谢的关系。
第三部分是基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主要内容为从分子水平阐明遗传信息的传递表达，即复制、转录
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以及基因工程的主要过程等。
第四部分是机能生化，包括肝脏生化、水和电解质代谢及酸碱平衡等。
　　《全国医药类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生物化学（第2版）》可供医药类高职高
专护理、助产、涉外护理等专业教学使用，计划学时为54学时，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教材内容取舍
，部分内容可作为学生的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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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高度的专一性 酶高度的专一性（specificity）是指酶对催化的反应和底物有严格
的选择性。
酶常常只能催化一种或一类反应，作用于一种或一类物质。
例如盐酸可以催化糖、脂肪、蛋白质等多种物质水解，而淀粉酶只能催化淀粉水解，对脂肪和蛋白质
无催化作用。
酶催化作用的特异性取决于酶蛋白分子上的特殊结构。
根据酶对底物选择的严格程度不同，酶的专一性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绝对专一性 一种酶只
能催化一种底物发生一定的化学反应并生成产物，这种对底物严格的选择性称为酶的绝对专一性
（absolute specificity）。
如脲酶仅能催化尿素水解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而对其他任何物质无催化活性。
 （二）相对专一性 一种酶可催化一类或含有同一种化学键的底物进行化学反应，这种对底物不太严
格的选择性，称为酶的相对专一性（relative specificity）。
如各种蛋白酶可催化多种蛋白质分子中的肽键水解，对其催化的蛋白质种类没有严格要求。
又如磷酸酶对一般的磷酸酯键都有水解作用，蔗糖酶不仅能水解蔗糖，也可水解棉籽糖中的同种糖苷
键。
 （三）立体异构专一性 当底物有立体异构现象时，酶只作用其中一种立体异构体，而对另一种没有
催化作用，这种选择性称为酶的立体异构专一性（stereospecificity）。
如L—乳酸脱氢酶只作用于L—乳酸，而对D—乳酸却没有作用。
 酶的专一性是酶有别于一般催化剂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这种专一性对生物体而言意义重大。
酶的专一性是酶对底物分子的有效识别，即使是相似分子也能准确区分，这就保证了生物体内复杂反
应有条不紊的进行。
 三、可调节性 由于酶具有高效率的特点，可以想象，倘若没有调节，将消耗大量底物，并生成过量
产物，这种情况无疑会导致生物体代谢紊乱，产生疾病甚至死亡。
正常情况下，酶的活性可以有序调节，并且调节方式也多种多样，这样的调控使生命活动表现出它对
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四、不稳定性 绝大部分酶是蛋白质，而蛋白质的活性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高温、强酸、强碱、
重金属、氧化剂、紫外线等都可以使蛋白质变性，故对酶的活性影响非常大，所以酶促反应常常要求
一定pH、温度等条件。
 第二节 酶的结构和功能 一、酶的分子组成 酶按其分子组成可分为单纯酶（simple enzyme）和结合酶
（conjugated enzyme）。
单纯酶是仅由氨基酸残基构成的酶，没有其他的结合因子，例如脲酶、一些蛋白酶、淀粉酶、脂酶、
核糖核酸酶等。
结合酶是由蛋白质部分和非蛋白质部分组成，蛋白质部分称为酶蛋白（apoenzyme），非蛋白质部分
称为辅助因子（cofactor），例如转氨酶、乳酸脱氢酶、碳酸酐酶等。
辅助因子常常是金属离子或小分子有机化合物。
酶蛋白与辅助因子结合形成全酶，全酶才具有催化活性，酶蛋白与辅助因子单独存在时没有活性。
 通常将与酶蛋白质结合疏松，可用透析法除去的辅助因子称为辅酶（coenzyme）；将与酶蛋白结合紧
密，不能用透析方法除去的，需要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才能与蛋白质分开的辅助因子称为辅基
（prosthetic froup），辅基往往与酶蛋白以共价键结合。
大多数辅助因子的前体是维生素，而且主要是水溶性B族维生素，它们在化学反应中承担着传递电子
、原子或原子团的作用。
一种酶蛋白只能与某一特定的辅助因子结合，成为有特异活性的全酶；而一种辅酶常可与不同的酶蛋
白结合，组成功能和专一性不同的全酶。
例如，NAD+与不同的酶蛋白结合，可组成乳酸脱氢酶、苹果酸脱氢酶、磷酸甘油醛脱氢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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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催化反应中，酶蛋白与辅助因子常常起不同的作用，酶蛋白主要是决定酶的专一性，而辅助因子决
定反应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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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医药类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生物化学(第2版)(供护理、涉外护理、助产等专业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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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
由“以学科知识为主线”向“基层实际应用技能为主线”转变，坚持“贴近学生、贴近岗位、贴近社
会”的基本原则。
在内容上以必需、实用、适用、够用为度，尽量满足岗位需要、教学需要、社会需要，体现农村医学
专业职业教育的特色；使教材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更好地结合。
另外根据中等职业教育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在编写中力求图、文、表并茂，化繁为简，贴近学生的学
习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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