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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讲述烷烃、烯烃、炔烃、芳香烃、卤代烃、醇、酚、醚、醛、酮、醌、羧酸及其衍生物
、含氮有机化合物、杂环化合物、氨基酸、蛋白质和酶的命名、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以及重要
的有机化合物等，按照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以“必需”与“够用”为度的原则，通过案例分析，加强
应用性，为后续专业课服务。

　　本书编排格式分成了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案例分析、必备知识、拓展知识、课堂讨论、阅读材
料等，便于学生理解与掌握，以及职业能力的培养。

　　本书适用于精细化工、日化、工业分析与检测、应用化工等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以作为相关行业
从业人员学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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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氧化还原酶。
促进底物的氧化或还原。
如细胞色素氧化酶、乳酸脱氢酶、氨基酸氧化酶。
 （2）水解酶。
促进水解反应。
如胃蛋白酶、淀粉酶、蔗糖酶、脂肪酶等。
 （3）转移酶。
促进不同物质分子间某种化学基团的交换或转移。
如转氨酶等。
 （4）裂解酶。
催化从底物分子双键上加基团或脱基团反应，即促进一种化合物分裂为两种化合物，或由两种化合物
合成一种化合物。
如碳酸酐酶等。
 （5）异构酶。
促进同分异构体互相转化，即催化底物分子内部的重排反应。
如磷酸葡萄糖异构酶等。
 （6）合成酶。
促进两分子化合物互相结合，同时ATP分子（或其他三磷酸核苷）中的高能磷酸键断裂，即催化分子
间缔合反应。
如谷氨酰胺合成酶、谷胱甘肽合成酶等。
 二、酶的特性 酶是一种生物催化剂，它具有一般催化剂的共性，但是酶的催化能力和催化反应条件
有其自身的特异性。
 1.对环境变化敏感 生物酶具有蛋白质的一般特性，当受到高温、强酸、强碱、重金属离子、配位体或
紫外线照射等因素的影响时，非常容易失去催化活性。
 2.催化反应条件温和 酶的催化反应都是在比较温和的条件下进行的。
例如，在人体中的各种酶促反应，一般都是在体温和血液的pH条件下进行的。
一般来说，动物体内的酶最适温度在35～40℃之间，植物体内的酶最适温度在40～50℃之间；动物体
内的酶最适pH大多在6.5～8.0之间，植物体内的酶最适pH大多在4.5～6.5之间。
 3.催化对象专一 酶的催化作用具有高度的专一性。
例如，脲酶只能催化尿素水解，而对尿素衍生物和其他物质的水解不具有催化作用，也不能使尿素发
生其他反应。
而麦芽糖酶只能催化麦芽糖水解成葡萄糖；蔗糖酶只能催化蔗糖水解成葡萄糖和果糖等。
 4.催化效率高 用生物酶催化剂，可降低反应活化能，提高反应转化率，催化效率远远超过化学催化剂
（高108～109倍）。
 三、酶的命名 通常有习惯命名和系统命名两种方法。
 1.习惯命名法 （1）根据酶所催化的底物。
例如，水解淀粉的酶称为淀粉酶，水解蛋白质的称为蛋白酶；有时还加上来源，以区别不同来源的同
一类酶，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等。
 （2）根据酶催化的反应类型。
催化底物分子水解的称为水解酶，催化还原反应的称为还原酶。
 2.系统命名法 根据酶所催化的整体反应为基础的，规定每种酶的名称应明确写出底物名称及其催化性
质。
若酶反应中有两种底物起反应，则这两种底物均需列出，当中用“：”分隔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化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