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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生物奥赛大纲为基准，以国内联赛要求为原则，系统阐述了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
生态学、动物行为学、微生物学等方面的生物学知识。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辅导学生的结晶，与同类书相比，作者采用大量的图表直观表达，更便于学生学习
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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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存在部位 每个真核细胞中大约有106个核糖体，它不仅存在细胞质中，也存
在于线粒体和叶绿体内。
在细胞质中进行蛋白质合成的核糖体不是自由漂浮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细胞骨架有关联，或位于
糙面型内质网上。
附着于各种生物膜表面的核糖体称为附着核糖体，合成的是分泌蛋白及内质网膜腔、溶酶体、高尔基
体和植物液泡等中的驻留蛋白和跨膜蛋白（也存在于细胞膜中）。
存在于基质中的核糖体称为游离核糖体，合成的蛋白质驻留在细胞质基质、细胞核及其他细胞器中起
作用，这类蛋白质绝大多数不进行糖基化。
 （三）功能 核糖体的唯一功能就是合成蛋白质的多肽链。
核糖体是多种酶的集合体，有多个活性中心共同承担蛋白质合成功能。
目前认为，rRNA的主要作用是：①具有肽酰转移酶的活性；②为tRNA提供结合位点；③为多种蛋白
质合成因子提供结合位点；④在蛋白质合成起始时参与同mRNA选择性地结合以及在肽链的延伸中
与mRNA结合。
核糖体上的蛋白质的主要作用可能有：①有助于rRNA折叠成有功能的构象；②有的对翻译过程中的核
糖体的构象起“微调”作用；③有的可能也有催化作用。
 核糖体大、小亚基在核仁中形成，到达细胞质基质中与mRNA共同装配成核糖体。
 四、高尔基体 几乎所有动、植物细胞中都有这一种细胞器。
动物细胞的高尔基体通常定位于细胞的一侧，植物细胞高尔基体常分散于整个细胞中。
不同细胞中的高尔基体的数量不等，每个细胞有1至几百个，肝细胞约有50个，植物细胞中可多达几百
个。
一个细胞中的多个高尔基体有的分散，有的相对集中。
 （一）高尔基体的结构 在电镜下得到确认的高尔基体是由单层膜围成的扁盘囊和小囊、小管，并呈
扁盘堆叠的结构；每个高尔基体扁盘囊有几个到十几个不等。
扁盘囊的形状一般很像一个托盘，从其边缘突出一些小管和小囊。
高尔基体成堆的囊并不像内质网那样相互连接；不同的膜囊有不同的功能，执行功能时又是“流水线
”操作的，上一道工序完成了，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这就是高尔基体的极性，并有形成面和成熟面
之分，见图3－19。
高尔基体膜上有多种酶类，其标志酶为糖基转移酶。
 （二）高尔基体的功能 1.高尔基体的主要功能是将内质网合成的多种蛋白质进一步糖基化及修饰、加
工、分类与包装，然后分门别类地运送到细胞特定的部位（膜中或溶酶体中）或分泌到细胞外。
 在高尔基体膜腔中的多肽链上的丝、苏、酪氨酸残基上的－OH与寡糖之间脱水共价结合，即称O－
连接寡糖（在内质网腔中则是N－连接）。
 例如，在人胰岛B细胞中的粗面内质网中合成并加工成的、由84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前胰岛素原，通
过以出芽的形式形成小泡转运到高尔基体的形成面，并与高尔基体的膜融合之后，进入高尔基体膜的
区室中，再经剪切加工，生成为具有51个氨基酸残基的胰岛素，然后分泌出细胞。
 偶尔也有从高尔基体各个部位形成的小泡沿微管回流到内质网并与之融合。
这可能是由于粗面内质网在进行蛋白质运输时发生包装等错误，由高尔基体返还内质网的缘故，等等
。
如图3－20。
 2.高尔基体还将内质网上合成的脂质的一部分运到细胞膜和溶酶体膜等部位。
 3.高尔基体是细胞内糖类合成的工厂。
在植物细胞中合成和分泌多种多糖（它们至少含12种以上的单糖，如半纤维素、果胶）。
在动物细胞中合成的多糖主要是透明质酸（属于氨基聚糖），为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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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中生物奥赛讲义(第2版)(套装共2册)》编写初稿和定稿的过程，实际上是一边编写初稿，一边就
付印并用于竞赛辅导的教学实践，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修改或补充的过程。
可以说，七年的编写，也是七年的实践，更是七年的修改与补充，有些章节甚至修改过七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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