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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

前言

　　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都表明，职业教育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
要素之一。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作
为高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卫生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家输送了大批高素
质技能型、应用型医疗卫生人才。截至2008年，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已达1184所，年招生规模超过310万
人.在校生达900多万人，其中，设有医学及相关专业的院校近300所，年招生量突破30万人，在校生突
破150万人。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
必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人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
这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意见。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既具有职业教育的普遍特
性，又具有医学教育的特殊性，许多卫生职业院校在大力推进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精品课程建设，
发展和完善“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
模式等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高等卫生职业教育发展的形势使得目前使用的教材与新形势下的教学要
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强高职高专医学教材建设成为各院校的迫切要求，新一轮教材建设迫
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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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化学》是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是一本供高职高专医学类学生
使用的必修课教材。《生物化学》是在对多所医学高职高专院校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教育部
对生物化学的基本要求，集各院校编者多年的教学教改经验编写而成。全书共十七个项目，包括了生
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物质代谢及其调节、遗传信息传递与基因工程、重要组织器官的生物化学、
操作与训练五部分内容。与其他同类教材相比。本教材有以下特点：①突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②
强调应用、够用、实用的目的；③注重生物化学与临床的联系；④删减了与其他学科重叠的内容，增
加了学科领域的新进展。《生物化学》主要适用于医学类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学生，同时也可作为五
年一贯制、职业医师资格考试、自学考试学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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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食物蛋白质的消化、吸收是人体氨基酸的主要来源。蛋白质经消化才被吸收，未经消化而直接进
入体内常会引起过敏反应。蛋白质消化主要在小肠进行，蛋白质由多种蛋白水解酶催化后，将蛋白质
水解成以氨基酸为主的消化产物，才能被吸收利用。一、蛋白质的消化唾液中没有消化蛋白质的酶，
蛋白质的消化从胃开始。胃黏膜细胞刚分泌出来的没有活性的胃蛋白酶原，经胃酸的激活转变为具有
催化活性的胃蛋白酶。胃蛋白酶也能激活胃蛋白酶原转变成胃蛋白酶，这称为自身激活作用。胃蛋白
酶主要水解由芳香族氨基酸、蛋氨酸或亮氨酸等残基组成的肽键，将其生成多肽及少量氨基酸。由于
食物在胃中停留的时间很短，因此消化很不完全。　　小肠是蛋白质消化的主要场所。小肠内的肠液
中有肠激酶、氨基肽酶等蛋白水解酶，胰液中有胰蛋白酶原、糜蛋白酶原、弹性蛋白酶原、羧基肽酶
原A及B，这些蛋白酶类最初都以无活性的酶原形式存在。胰蛋白酶原在肠激酶特异地激活下生成有活
性的胰蛋白酶。胰蛋白酶可分别激活糜蛋白酶原、弹性蛋白酶原和羧基肽酶原，使这些酶原转变成有
活性的酶。　　胰蛋白酶、糜蛋白酶及弹性蛋白酶都是内肽酶类。因为水解肽键是从肽链内部开始，
所以称为内肽酶。羧基肽酶及氨基肽酶分别从肽链C端及N端开始水解，每次水解掉一个氨基酸，故
称为外肽酶。食物蛋白质在上述各种内肽酶和外肽酶协同作用下，95％被水解成氨基酸及二肽，即可
被肠道吸收。二、氨基酸的吸收作用氨基酸的吸收主要在小肠中进行。氨基酸吸收的详细机制目前尚
未完全搞清楚，但是，已有不少证据表明，氨基酸吸收主要是耗能需钠的主动转运过程，同时也表明
，肠黏膜上皮细胞膜上存在着与氨基酸吸收有关的载体蛋白。　　现已经证明二肽可以直接被吸收，
通过肠黏膜上皮细胞刷状缘转运过程进入细胞内，在胞质中二肽酶的水解下，生成氨基酸，穿过内皮
细胞基底膜或侧膜，转运进入门静脉。三、蛋白质的腐败作用在消化过程中，有一小部分蛋白质不被
消化，也有一小部分消化产物不被吸收，肠道细菌对这部分蛋白质及消化产物所起的分解作用称为腐
败作用。实际上，腐败作用是细菌本身的代谢过程，以无氧分解为主。产物有胺、脂肪酸、醇、酚、
吲哚、甲基吲哚、硫化氢、甲烷、氨、二氧化碳及维生素K。除脂肪酸和维生素K可被机体利用，其他
都是有害物质。这里介绍几种有害物质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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