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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生物化学》是我国高职助产、护理专业三年制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2010年全国助产专业专业委员会会议精神
，编写教材的总体思路强调“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力求把思
想性、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启发性等更好地融为一体，推动助产、护理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
以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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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化学结构和生理功能，通常将营养素分为六大类：①蛋白质；②糖类；③脂类；④维生素；
⑤矿物质（无机盐）；⑥水。
　　根据人体需要量的大小，通常将营养素分为两大类：①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类、糖类和
水；⑦微量营养素，包括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维生素）、矿物质（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
　　根据在体内能否产能，可将营养素分为两大类：①产能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类和糖类三大产
能营养素，它们在体内进行生物氧化时可产生能量；②非产能营养素，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和水。
　　膳食纤维（dietaryfibre）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不是营养素，但它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是一种重要的膳食成分。
空气中的氧气是生命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它不仅参与体内三大产能营养素的氧化磷酸化作用
，为机体提供能量，而且还是人体组织结构中的主要元素，但是由于氧气不属于食物，一般不把它视
为营养素。
　　二、营养素的主要功能　　（一）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是构成人体结构的基
本组分，与人体的生长发育和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人类营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蛋白质摄入异常，容易带来一些健康问题。
　　1.营养作用食物蛋白质经过胃、肠道的消化，被水解为氨基酸和较小的肽（由2～3个氨基酸残基
构成）而被机体吸收利用。
体内的蛋白质还可不断分解为氨基酸，其中大部分氨基酸和来自膳食的氨基酸又一起用于合成新的蛋
白质分子。
构成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0种。
有些氨基酸在体内不能合成或合成速度不能满足机体需要，必须由食物提供，包括亮氨酸、色氨酸、
异亮氨酸、赖氨酸、缬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苯丙氨酸和组氨酸，称为必需氨基酸
（essentialaminoacid）。
其余的各种氨基酸可在体内合成，不一定需要由食物蛋白质提供，称为非必需氨基酸
（nonessentialaminoacid）。
　　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其体内的蛋白质总量通过代谢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
因为蛋白质是人体氮的主要来源，这种平衡称氮平衡（nitrogenbalance）。
它是分析一个人每日从食物摄入的氮量与排出的氮量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正在生长发育的婴幼儿、妊娠妇女、恢复期患者，为了满足新增组织细胞形成的需要，机体内蛋
白质的合成大于分解，即摄入的氮量大于排出的氮量，此种情况称为正氮平衡；反之，在某些疾病状
态下，可能由于大量组织细胞破坏分解，由机体排出的氮量超过摄入的氮量，此种情况称为负氮平衡
，长期负氮平衡将引起机体严重营养不良。
　　蛋白质的供给量世界各国标准不一。
供应量主要是以各类人群需要量为基础，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与食物构成情况、个体差异等因素，给
予一个具有较大安全性的摄入量。
我国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一般占总能量的10%～12%，中国营养学会提出成年男子、轻体力劳动者蛋
白质推荐摄入量为75g/d，儿童、妊娠和哺乳期妇女适当增加。
　　2.催化作用机体内大多数复杂的化学反应几乎都是在生物催化剂--酶的作用下完成的。
酶以高度催化效率、高度特异性、高度敏感性和活性可调节性等特点，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绝大多数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
　　3.调控生长和分化在遗传信息的复制、转录及翻译过程中，离开蛋白质分子的参与是无法进行的
。
如参与复制的DNA聚合酶、解链蛋白等都是一些蛋白质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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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璎婷、付达华主编的这本《医学生物化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和以下十二章内容。
第一章介绍营养生物化学基础，是因为考虑到营养学起源于医学教育的生化课，是医学生物化学教学
内容中重要的一部分。
安排在第一章学习，有利于消除学生学习生化的畏惧心理，有利于联系日常生活。
后续章节依次为：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酶、生物氧化、糖代谢、脂类代谢、蛋白质分解代谢、核酸
的结构和功能、核苷酸代谢、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血液生化、肝胆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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