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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英文原著是一部阐明生物化学原理的科学名著，第1版发行于1982年。
1993年出版的第2版，是对第1版的章节进行部分修改和重组。
2000年出版的第3版，不仅对第2版的章节进行修改和重组，增加了新的内容，收入了很多全新的分子
图形，而且全面概括了现代生物化学原理和技术的主要成就和最新进展。
　　本书原著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的内容比较全面。
它包括4篇，第1篇为导论和一系列的背景知识介绍，第Ⅱ篇主要介绍细胞内分子的主要类型，第Ⅲ篇
主要讲述中间代谢，第Ⅳ篇讨论了信息通路。
其次，它的内容比较新颖。
增加了关于生物信号的章节；讨论了肌红蛋白、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和肌肉的最新功能；加入了最
新发展的代谢调节、酶和酶复合物的结构等方面的内容，还介绍了由代谢缺陷而导致的新疾病；氧化
磷酸化和光合磷酸化的相关内容也已经重新改写，融人了新发现的膜结合酶复合物的结构和引人瞩目
的ATP合成酶机制；系统地修改了遗传信息通路的章节，同时改进了编排／顷序。
再者，本书引入了许多重要技术以阐明那些已经建立的概念和原理。
新的方法主要包括NMR、质谱、SELEX和DNA微阵列等。
最后，引入了许多大分子的结构图示，总共有超过1 000张的彩色图解(包括图表、照片、分子图形)，
强调对基本原理的阐述，有助于读者深入地了解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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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活的有机体是由无生命的分子组成的。
当这些分子被分离纯化并单独进行检测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遵循所有用来描述无生命物质的物理和
化学规律。
然而，活的有机体又拥有一些不为分子的随机聚集体所能表现的非寻常属性。
本章我们首先讨论活的有机体所拥有的一些区别于别的物质聚集体的特性，接着描述只适合于所有活
的有机体的一系列原理。
这些原理是有机体和其细胞组织的基础，也为本书提供一种框架。
它们将帮助你在遨游本书正文中所列具体的说明性实例时仍然能保持一种宏观的视野。
　　形形色色活的有机体的化学统一性　　活的有机体与无生命物体区别何在呢？
首先是它们的化学复杂性和结构组织性的程度。
数千种不同分子组成细胞内错综复杂的内在结构（图1-11）。
与之相比，无生命物质（如黏土、沙粒、岩石和海水）则为相对简单的化合物的混合物。
　　其次，活的有机体能从它们所生活的周围环境中摄取、转化并利用能量（图1-1b），这种能量通
常以化学营养物质和阳光形式存在。
这种能量能使有机体构建和维持它们体内复杂的结构，以及做机械、化学、渗透和别的形式的功。
无生命物质不能以一种系统的、动态的方式利用能量来维持其结构和做功；相反，它们更趋向于向一
种更加无序的状态衰减，最终与其周围环境达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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