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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生理意义：糖酵解最重要的生理意义在于迅速提供能量，尤其对肌肉收缩更为重要。
此外，红细胞没有线粒体，完全依赖糖酵解供应能量。
神经、白细胞、骨髓等代谢极为活跃，即使不缺氧也常由糖酵解提供部分能量。
 2.糖有氧氧化的基本途径、关键酶和生理意义在有氧条件下，葡萄糖彻底氧化成水和二氧化碳的过程
称糖有氧氧化。
它是糖氧化的主要方式。
 糖有氧氧化在线粒体和胞液中进行。
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与糖酵解途径相同，即从葡萄糖转变成丙酮酸（胞液中进行）；第二阶段为丙酮酸转入线粒
体内进行氧化脱羧生成乙酰CoA；第三阶段为三羧酸循环和氧化磷酸化。
 ①葡萄糖转变成丙酮酸：同糖酵解。
 ②丙酮酸氧化脱羧：丙酮酸透过线粒体内膜，进入线粒体内，经丙酮酸脱氢酶复合体催化进行脱氢、
脱羧反应转变生成乙酰CoA和NADH+H+及CO2。
丙酮酸脱氢酶复合体是由3个酶和5个辅酶或辅基组成。
3个酶为：丙酮酸脱氢酶、二氢硫辛酰胺转乙酰酶、二氢硫辛酰胺脱氢酶。
5个辅酶或辅基为：焦磷酸硫胺素（含维生素B1）、FAD（含维生素B2）、NAD+（含尼克酰胺即维生
素PP）、辅酶A（含泛酸）及硫辛酸等。
该反应不可逆行。
 ③三羧酸循环：三羧酸循环也称柠檬酸循环，在线粒体内进行。
由丙酮酸转变成的乙酰CoA进人三羧酸循环可氧化成CO2，释放出的氢经氧化磷酸化而生成水并释放
能量。
循环起始由乙酰CoA与4碳的草酰乙酸由柠檬酸合酶催化生成柠檬酸。
柠檬酸转变成异柠檬酸。
后者经异柠檬酸脱氢酶催化，脱氢、脱羧转变成α—酮戊二酸。
α—酮戊二酸再经α—酮戊二酸脱氢酶复合体催化，再一次脱氢、脱羧变成琥珀酰CoA。
琥珀酰CoA继而转变成琥珀酸，同时经底物水平磷酸化产生1分子GTP。
然后琥珀酸脱氢生成延胡索酸，后者加水生成苹果酸。
苹果酸脱氢则再生成循环开始的草酰乙酸。
草酰乙酸将与另1分子的乙酰CoA结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
故每轮循环是使1分子乙酰CoA被彻底氧化。
每轮循环需经两次脱羧，产生2个CO2，4次脱氢，产生3分子NADH+H+和1分子FADH2，这4对氢通过
呼吸链传给氧生成水的过程中，释放能量可合成9个ATP。
还有1个经底物水平磷酸化产生的GTP，故总共产生10个ATP。
 三羧酸循环的关键酶是柠檬酸合酶、异柠檬酸脱氢酶和α—酮戊二酸脱氢酶复合体。
三羧酸循环是糖、脂、蛋白质三大物质最终氧化的共同途径；是糖、脂、某些氨基酸代谢联系和互变
的枢纽；是体内产生CO2和能量的主要机制之一。
1mool乙酰CoA经三羧酸循环彻底氧化可生成10mool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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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临床执业助理医师应试指导(2013)》紧扣新大纲要求，涵盖大纲所要求的各个考
点，重点突出，题目严谨，实战性强，对广大考生通过执业医师考试有很好的辅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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