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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化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研究物质

的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转化的规

律和调控手段的一门科学。今天，化学已成为材料科

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的重要基础，成为

推进现代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并为

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如能源危机、环境危机

和粮食危机等，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化学课程倡

导从学生素质的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发挥学

科自身的优势，将科学探究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

去学习，使获得化学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也成为理解化

学、进行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形成科学价

值观的过程。

化学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化学人



才的重要手段。为全面提高化学教育的质量，为了更

好的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的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

一系列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特推出本套丛书。其中

涉及了中学化学教育、新世纪化学动向、化学常识等

多个方向，能够帮助教师在化学教学过程中形成良好

的教学体系，引导学生对化学这一学科有一个更全面

的了解。

本套丛书集知识性与实用性于一体，是学生在学

习化学知识及教师在进行引导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化学

方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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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

第一节　蛋白质有遗传信息作用吗

１９６７年，英格兰的康伯顿“羊搔痒病”研究所的科学家

发现：“羊搔痒病”病原体抵抗光辐射的能力特别强。在一

般情况下，微生物体内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与

核糖核酸（ＲＮＡ）很容易被光辐射损伤，然而它们对这种病

原体却影响不太大，难 道 这 种 病 原 体 没 有 ＤＮＡ 和

ＲＮＡ吗？

事隔２０多年之后，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１９８２

年，美国动物病毒学家斯坦列·普鲁森从动物脑中提取

出具有感染性的液体，他先用能破坏蛋白质的各种方法

处理：用蛋白酶处理（能分解蛋白质）；再用十二烷基硫酸

或钠苯酚处理（能链蛋白质失活）；又用焦磷酸二乙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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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蛋白质有化学修饰效应）……结果这些方法都能破

坏其感染性。接着他又用能破坏核酸的各种方法处理：

用核酸酶处理（能分解核酸）；用锌离子处理（能催化

ＲＮＡ的分解），结果发现这些方法并不能使其感染性

减弱。

显然，这些实验说明了一个问题：凡是能破坏蛋白质的

因素能降低病原体的感染性，凡是能破坏核酸的因素对病

原体不起作用。

于是普鲁森指出；这种病原体中检测不出核酸，很可能

根本不含有核酸。

自然界里竟然会有不含核酸的生命体。这简直令人不

可思议！

现代分子遗传学上有一条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圣经”：

任何生命体都具有遗传物质核酸。按照经典的观点，这条

“圣经”是可以理解的，ＤＮＡ和ＲＮＡ这两种核酸是生物遗

传的物质基础，它携带着遗传信息，在生物体代代延续的过

程中，保持着生物性状酶相对稳定性，没有核酸的生命是难

以想象的。所以生物学家常说，没有核酸就没有生命。

那么，“羊搔痒病”病原体中没有核酸存在，这样的生命

体又怎么能自我复制和传宗接代呢？

有人提出了一个假说：病原体中的蛋白质代替核酸担

负起传递遗传信息的重任，蛋白质在复制时，直接以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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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模板，合成新的蛋白质分子，即从蛋白质到蛋白质。蛋白

质能自我复制，遗传信息也直接从蛋白质流向蛋白质。

这种假说显然是“离经叛道”的，与分子遗传学上的“中

心法则”大相径庭。

如果“羊搔痒病”病原体真的只含有蛋白质，那么对这

个“金科玉律”般的中心法则，就要重新评价了，说明生物体

内还存在着另一种蛋白质复制模型。

当然这个假设是否正确，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

第二节　人体有防锈剂吗

人体中的红细胞，又称红血球，在人体中它像节节运输

氧气的列车，把人们不停地吸进来的氧气运送到全身组织。

现在科学家已查明，红细胞的运输氧气功能，全仗红细胞中

具有独特吸氧本领的铁元素。

一个有趣问题来了。红血球新陈代谢很迅速，实验证

明，人体每天通过肝脏要处理掉２０００亿个“旧”红细胞，同

时还要制造出２０００亿个“新”红细胞，以补充运输“队伍”。

按这个数字计算，人体每天应补充２０克铁，才能使铁元素

的代谢保持平衡，然而，事实上人从食物中补充进来的铁都

不及此数的十万分之一。那么，人体是怎样维持自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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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

说来有趣，人体对自己体内的铁是很吝惜的。当肝脏

处理２０００亿个红细胞时，只把硫、氢、氧等元素通过肾排泄

出来，而绝大部分铁仍留在体内，供制造新红血球作原料。

那么，留下这么多铁，不怕体内氧气把它氧化成铁

锈吗？

原来，人体内有一种天生的“防锈剂”，这种防锈剂专门

来保护铁元素，使之变废为宝的。它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每当红血球被肾脏处理后遗下铁时，它就会主动迎上去，使

它结合成“铁蛋白质”。

铁蛋白质分子结构很特殊，它能彼此地串在一起，形成

空心的圆柱体，并把铁牢牢地包围起来，让铁原子躲在圆柱

体内，从而避免与氧气作用而生锈。直至需要铁时，再把它

释放出来供造血组织使用。

如果一个人生产这种特殊蛋白质时出了毛病，那么，人体

内铁代谢平衡也会随之出毛病，例如有一种名叫古铜色贫血症

的这种遗传疾病，就是因为发病者基因出了差错，体内络合铁

的蛋白质“生产”出了故障，致使“废铁”沉积，使皮肤出现古铜

色。此外，肝癌病人铁代谢也会出毛病，在他们身中络合铁的

蛋白质特别“懒惰”，导致皮肤铁沉积，使皮肤发黑。

目前，人们对人体内铁“防锈剂”正作深入的研究，以便

进一步揭开它的秘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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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海卜赛在人体中有何作用

在自然界里，ａ－氨基酸为数不过２０多种，而这２０多

种ａ－氨基酸竟组成世界上数十万种的蛋白质。

是否还有新的ａ－氨基酸未参加蛋白质组成的行

列呢？

首先，日本的一些生物化学家在牛的大腿组织中分离

到一种新的氨基酸，它的译名叫海卜赛（Ｈｙｐｕｓｉｎｅ），此后，

英、美的化学家也相继地在许多动物器官的蛋白质中发现

了它。美国生物化学家伯克经过一番努力，竟在人的淋巴

球蛋白质中也分离到海卜赛，由此说明，海卜赛也是从人体

中所发现的新氨基酸。

海卜赛的“体态”比其他α－氨基酸稍大，它的分子中

含有９个碳原子，有２个游离的氨基、１个羟基和１个羧

基，经分析检定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跟其他氨基酸都相似。

据伯克初步研究，这种新氨基酸是作为动物生物合成的前

体，而参加动物新陈代谢，最后在动物器官中“安家落户”，

成为动物器官蛋白质的组成成分。

但是，伯克的研究工作还是极初步的，还有许多问题有

待进一步研究，例如：海卜赛在人体中有何作用？它是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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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氨基酸？它的遗传密码又是什么呢？动物如何来获取

它和利用它呢？

第四节　人体中的化学元素

人可以改变环境，可以创造大自然，是大自然的主宰。

科学研究证明，人体主要是由６０多种元素组成。到底人体

由哪些元素组成的呢？

氧、氢、碳、氮这四种元素是人体中含量最多的，它们占

人体总重量的９６％左右。除了这四种元素外，还有磷、硫、

钙、镁、钾、钠和氯，这十一种元素几乎占了人体总重量的

９９．９５％。它们被称为是组成人体的宏量元素。其中氧、氢

组成水，水约占人体重量的７０％；氧、氢、碳、氮、磷、硫是组

成蛋白质、脂肪和核酸的主要成分；钙是骨骼、牙齿的主要

成分，而镁、钾、钠、氯则是血液和各种体液的必需成分。以

上这些元素可以说是人体最基本的造体元素。

人体中除了上面的十一种宏量元素外，还有五十多种

含量很少的微量元素（一般把占人体总重量不到万分之一

的元素称为微量元素）。这五十多种微量元素加起来仅占

人体总重量的０．０５％。其中铁、铜、锌、钴、锰、锡、铬、镍、

钼、硒、锶、钒、碘、氟、硼、硅１６种微量元素是人体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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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们组成了酶、辅酶、激素等。

人体中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每一种都有它们的特殊功

能。人体如果缺少了这些元素，就会得各种各样的怪病，不

但不能正常生活，有的甚至因此而死亡。例如儿童缺了锌，

就不能正常发育长大，大脑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严重者成

为侏儒。人体缺了铁，就会影响血细胞中血红蛋白的形成。

血红蛋白担负着给各组织、器官输送氧的任务，并带走二氧

化碳。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原料。甲状腺激素能增

进人体新陈代谢能力，促进人体对糖、蛋白质和脂肪的利

用。当碘摄入量少时，甲状腺就会肿大，得“大脖子病”。缺

碘会严重影响人的智力发展。人体若是缺了铜，也会像缺

铁那样引起贫血，影响儿童骨骼和脑的发育。氟主要存在

于牙齿中，缺氟容易发生龋齿。缺铬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

等等。

也有一些微量元素是对人体有害的，如砷、汞、镉、

铅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地球化学家埃利克·汉密尔顿

发现，人体血液中的６０多种元素的含量与地壳中相应元素

的含量有着惊人的一致关系。这表明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一

样，都是地球环境发展的产物。

要使我们的身体能得到生长发育和维持正常的生理机

能所必需的各种营养元素，从小就要养成不“挑食”和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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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习惯，吃东西要粗细搭配，兼收并蓄，否则就可能造成

“微量元素缺乏症”。

无机盐是构成机体组织的重要材料；细胞内、外液的重

要成分，维持细胞内、外液一定的渗透压和体液的酸碱平

衡；维持神经、肌肉的兴奋性；是机体内具有特殊生理功能

物质的重要成分；是许多酶系统的活化剂、辅助因子或组织

成分。

１．矿物元素的生理作用
（１）构成身体的各个部分

人体是由肌肉和骨骼组成的。其中所有的软组织与肌

肉都是由氢、氧、氮、碳、钙、镁、磷、钾、钠、氯、硫（１１种必需

的常量元素）等组成。钙、镁、磷是构成骨骼、牙齿的重要

元素。

（２）维持体液平衡，协助其他营养素发挥作用，维护肌

体健康。

在正常情况下，人的血液的弱碱性状态总是恒定在

ｐＨ值为７．３５～７．４５，变动极小，其中钾、钠元素起着重要

作用，锌元素能使人有敏锐的味觉。人体肌肉能维持紧张

与弛缓的平衡状态、心脏保持一定的节律，都离不开钙和

镁。一旦人体缺钙，肌肉就要抽搐或痉挛，心跳也要加快。

（３）参与机体中多种酶的活动

它们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某些酶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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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酶反应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活化剂或抑制剂。人体内有

２０００多种酶，它们将食物分解成营养素，然后，或者组合成

肌肉、血液等新的身体组织，或者经加工后储存备用，或者

将它们变成热能，用来维持体温，为脑力、体力劳动提供能

量。酶可对老的或死亡的组织、新陈代谢的产物和进入身

体的有害物质进行清理。参加酶活动的有铁、锌、铜、镁、

钴、钼等６种元素。

（４）运送氧的任务

血液循环的主要作用就是由血液作为运输工具，把每

天从食物中吸取的营养物质和从肺吸入的新鲜氧气输送到

人体的各种组织和细胞中，供其完成重要的生理功能。氧

到肺中以后，与含在血红蛋白里的铁结合，随血液流送到大

脑和全身，铁元素担负着运载氧的任务。当人体内铁元素

不足时，就患缺铁性贫血，大脑和全身的细胞得不到充足的

氧，就会使人感到头晕、疲乏无力、心跳气喘。

（５）构成人体某些激素并参与激素的作用

人体内的激素是由内分泌细胞产生的一种物质，它对

生物体起控制和调节体内各项生命活动的作用。例如，调

节人体血糖浓度的激素是胰岛素，要充分发挥胰岛素的功

能，需要有微量元素铬、锰参加才能有效。

（６）参与肌体几乎所有的代谢过程

如糖代谢及脂肪代谢等，影响肌体生长、生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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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作为维生素、蛋白质和核酸的成分

使这些生物大分子结构稳定，保证其在体内发挥正常

功能。

第五节　常量元素

１．氧（Ｏ）与人体健康
氧在世界上可以算是最丰富的元素了。它存在于土

壤、岩石、水、空气之中，也存在于动植物的躯体之内。

氧这样的元素与人的关系有密切地联系。一个人可以

几个星期不吃食物，也可以几天不喝一滴水，但是，如果有

五分钟没有呼吸氧，那他的生命就会很危险了。

就身体的重量来说，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氧能占人体

重量的６０％左右。一个人一天需要吸入大约４．５公斤的

氧。吸入体内的氧，与吃进体内的糖、脂肪和蛋白质一起，

最终统统被血液运送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内，在那里进行

氧化反应，产生能量，供给身体的需要。据测知，氧化一克

糖需要氧０．７５升，可产生热能４．１千卡；氧化一克脂肪需

要氧２．０３升，可产生能量９．３０千卡；氧化一克蛋白质需要

氧０．９５升，可产生热能４．１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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