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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职业院校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编写而成。
　　全书的设计、选材力求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编排上力争做到适教适学。
由于生物化学就是从分子水平去探讨生命的本质，所以在各章的开始增加了该章内容与生命的关系，
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实际上，与生命的关系本身就是每章的精髓，就是我们想要给学生的最核心的内容。
学习目标的制定和与此相匹配的章后复习题使学生学习有标杆、检测有标准。
恰到好处地增加一些临床应用案例，旨在帮助学生更准确地理解各章的要点，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
而每章给出若干常见健康问题让同学们思考，其目的是巩固所学要点，培养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同时期望学生能以此体会学有所用的乐趣。
　　为了便于学习，书中将本课程所需要的某些化学基础知识，以及为了内容体系的完整所需要的知
识部分以小字形式出现。
在教学中，各校可根据具体情况有选择性地讲授。
　　本书的编写凝聚了多位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和编辑人员的心血。
第一、第十二章由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张雅娟编写；绪论、第二章和第七章由安徽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的陈辉编写；第三、第八章由滁州卫生学校的胡墨农编写；第四章由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刘
大程编写；第五、第六章由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邱烈编写；第九章由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段
于峰编写；第十章、第十一章由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蒋长顺编写。
陈辉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技术系生
物化学教研室的王齐老师负责部分绘图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不足和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使用本教材的师生以及其他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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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全国医药卫生高职高专院校规划教材，主要介绍生
物化学的基础知识。
全书共分十二章。
第一、二、三章主要介绍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包括蛋白质、核酸与酶。
B族维生素为多种辅酶的组成成分，将其纳入酶中介绍。
第四、六、七、八章介绍物质代谢及其规律，包括糖类、脂质、氨基酸及核苷酸的代谢。

第五章生物氧化安排在糖代谢后，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联系代谢来理解生物氧化的理论。
第九章基因的遗传和表达，包括DNA的生物合成、RNA的生物合成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第十、十一、十二章分别为肝的生物化学、水和无机盐代谢和酸碱平衡。

本书可作为三年制高职高专护理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其他医学类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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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对生物化学发展的贡献是重大的。
远在欧洲之前，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已开始应用了生物化学的技术。
如公元前21世纪，我国人民已能酿酒。
酿酒用的曲就是促进谷物中糖类物质转化为酒的媒介物（酶）；缺乏维生素A所致的夜盲症，古称雀
目，公元7世纪就有孙思邈用猪肝治雀目的记载，猪肝富含维生素A，可以补充维生素A的缺乏。
近代生物化学发展时期，我国生物化学家吴宪等在血液化学分析方面创立了血滤液的制备和血糖测定
法；在蛋白质研究中提出了蛋白质变性学说；在免疫化学方面，对抗原抗体反应机制的研究也有重要
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生物化学在我国得到蓬勃发展。
1965年我国科学家首先采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1981年又成功地合成了酵母丙
氨酰tRNA。
近年来，我国在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新基因的克隆与功能、疾病相关基因的定位克隆及其功能等
各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与美、英、日、法、德5国共同参与了人类生命科学史
上最伟大的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的绘制。
　　三、生物化学与医学　　生物化学是重要的基础学科，它的理论和技术已渗透到基础医学和临床
医学的各个领域并用于解决各学科的问题。
例如生理学、微生物免疫学、遗传学、细胞学、药理学及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的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平
，由此产生了许多新兴的交叉学科，如“分子遗传学”、“分子免疫学”、“分子药理学”、“分子
病理学”等。
生物化学的发展将会推动这些交叉学科的发展。
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护理等也都离不开生物化学，疾病的发病机制也需要从分子水平上加以探
讨。
近年来，通过从分子水平对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进行研究，大大加
深了人们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提高了人类对疾病的预防能力和诊疗水平。
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因诊断技术使疾病的诊断更为准确、快速、简便，而基因治疗作为
一种全新的医学生物概念和治疗手段正逐步走向临床，并将推动21世纪医学的革命性变革。
生物化学的发展与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作为医学生，掌握生物化学最基本的知识和技术不仅有利于对生命本质的理解，更是学好其他基
础医学课程和临床课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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