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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系统地论述了有机光化学与相关生物化学和生命科学的学科交叉方面的科学问题。
系统地阐述了光合作用的最新进展，从辅酶NAD（P）H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及其脱氢酶分子
层面上探讨了光合作用中的重要基础科学问题，论述了视觉光化学的最新进展，对视杆细胞和视锥细
胞以及视紫红质分子等方面的重要研究进展做了充分论述。
本书对光敏化、光医学、紫外光的效应和臭氧光化学、生物发光与生命光化学等重要科学问题做了详
尽的论述；对花朵的光化学现象、微生物与光化学、游离基与光化学等新问题的论述能够引起读者的
广泛兴趣。
    本书可作为从事有机化学、光化学、药物化学、植物化学、天然产物化学、生物化学、石油化学、
化学工业、材料化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有
机化学、光化学、生命科学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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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生物有机光化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它是研究生物体或生物吸收光能以后的一系列分子变化过程，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光生物过程，通常
简称生物光化学（photobiochemistry or boilogical photochemistry）。
一般来说，生物有机光化学涉及光合作用、视觉光化学、游离基光化学等内容。
光合作用是生物光化学的核心内容，然而光合作用最本质的科学问题属于化学问题，只有从分子层面
进一步搞清楚其中酶与辅酶参与的化学反应，才能接近自然界的本来面目。
　　另外，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来看，世界面临着巨大的人口问题。
由于人口问题导致的粮食危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严重影响，全球范围内耕地面积的减少，说明了提
高粮食和其他作物产量的紧迫性。
　　从生物光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光合作用，特别是从酶与辅酶参与的化学反应切入，容易使研究工作
深入，取得较大的突破。
光合作用是维持地球上全部生命的最根本的反应。
光合作用把光能转变为化学能，把无机物转变为有机物。
光合作用是在叶绿体中完成的，叶绿体中分布着多种捕捉光能的色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植物呈现
绿色的叶绿素。
叶绿素是一种取代四吡咯化合物，其中四个氮原子络合了一个镁原子。
叶绿素的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存在叶绿醇，它是一个疏水性很高的二十醇，它通过与叶绿素侧链上的
羧基的酯化而与叶绿素键连。
叶绿素a是吡咯环上一个位置被甲基取代，而叶绿素b则是这个位置被醛基取代，这就是叶绿素a与叶绿
素b的不同之处。
叶绿素a和叶绿素b吸收光的范围是不同的，叶绿素a为蓝绿色，在460nm没有明显的吸收，而叶绿素b
为橄榄绿色，在460nm有极强的吸收，这两种叶绿素对太阳光的吸收有互补性。
在波长范围500～600nm内叶绿素对光的吸收非常弱，但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是这样，蓝藻和红藻含有
捕光丰富的色素，能够利用那些不被叶绿素强吸收的阳光。
在每一个叶绿体中都有类囊体片堆积，类囊体片中形成类囊体膜，光反应就发生在这些物质上。
叶绿素分子中的电子捕获光能，激发态的电子以电子传递链方式沿一系列受体流动，在这个发生在明
处的光反应中，水分子被氧化成氧分子进入大气；同时，类囊体膜驱出的质子参与了ATP的形成，这
里的关键是激发态的电子将NADP+还原为NAD（P）H、ATP和NAD（P）H储藏的化学能用于光合作
用的第二步中糖类的化学合成，这个发生在类囊体膜外部基质的暗处，因而光合作用的第二步也叫暗
反应。
来自大气中的C0。
与五碳糖结合，五碳糖来自三碳糖，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
驱使碳水化合物生物合成的能量就是ATP储藏的能量和NAD（P）H的还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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