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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化学学习指导(第3版)》各章设置与王希成编著的《生物化学》第3版一一对应。
每章须掌握的要点以问答方式给出，作者选编了具有代表性的513道习题，并在书后集中给出了比较详
细的解答。
希望读者通过做习题熟悉和掌握各章的知识点。
《生物化学学习指导(第3版)》可作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导书、学习生物化学的
辅导教材和生物化学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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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生命系统中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化学反应，几乎每一个反应都需要称
为酶的生物催化剂催化。
酶和其他催化剂一样，也是通过降低反应的活化能来提高反应速度的。
酶的显著特点是催化效率高，具有底物和反应的特异性以及可调节性。
1.酶为什么能够加快反应的速度？
酶之所以能够加快反应的速度，主要是酶利用了酶与底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包括氢键、疏水
作用和离子相互作用。
酶活性部位的结构有利于在反应过渡态发生这些弱的相互作用，从而稳定过渡态。
另外酶加快反应速度的机制还包括广义酸碱催化和共价催化。
在酸碱催化中，活性部位的弱酸给出质子，而碱接收质子，质子转移可以促进反应进行；共价催化是
通过酶与底物生成瞬间共价键，借助于酶进行基团转移加速反应。
2.米氏方程是怎样解释酶催化反应动力学的？
酶催化反应的速度u对底物S的浓度的曲线称为底物饱和曲线。
米氏方程是通过假定酶E与S结合形成ES，然后ES反应生成E+P，[ES]达到一恒定的稳态条件下推导出
来的。
米氏方程表明酶反应的起始速度是由Km和Vmax两个常数以及底物的起始浓度决定的。
酶转换数Kcat是酶最大催化活性的测量。
而kcat／Km比决定了酶的催化效率。
通过双倒数作图法很容易测得Km和Vmax。
3.从酶抑制作用的研究中可获得哪些信息？
有关酶抑制作用的研究对于理解酶具有重要的意义。
抑制剂与酶可进行可逆或不可逆相互作用。
可逆抑制剂通过非共价键与酶的活性部位结合（竞争性抑制）或与酶的其他部位结合（非竞争性抑制
），但反竞争性抑制剂只与ES复合物结合。
而典型的不可逆抑制剂与酶形成稳定的共价键。
利用可逆或不可逆抑制剂处理酶，有可能获得活性部位氨基酸残基的信息和解释酶催化的机制。
4.所有的酶都是蛋白质吗？
并非所有的酶都是蛋白质，某些RNA分子（称为核酶）也具有催化活性，在RNA加工、蛋白质合成和
其他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还有具有催化活性的抗体（称为抗体酶），但与酶不同，抗体不是与底物结合，而是与反应的
过渡态中间物紧密结合，促进底物转换为具有反应性的、过渡态构象。
5.酶活性的调节主要有哪几种方式？
调节酶活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增加或减少酶分子（酶量），二是每个酶分子的内在活性。
酶量的改变主要是通过基因表达或蛋白质降解来调节，而酶分子内在活性的改变的调节主要存在别构
调节和共价修饰调节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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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化学学习指导(第3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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