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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人们对新课程观的理解，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

基本条件。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

作，而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开发利用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成为当

务之急。

在执行新课程计划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教

师应该成为学生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学生应

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应当学会主动地

有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为自身的学习、实践、探

索性活动服务。

为此，我们开发了《中学理科课程资源》丛书。这套

丛书共３６本，分为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方面。根据新

课标的改革方向，每个方面又分为教学、百科和新方位三

个方向，是针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而编写的精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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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理科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说到底是为了学

生的发展而展开的，让每一位理科教师在进行理科课程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时能更多地关注学生自身存在的一切

资源，激发和唤醒学生的多种潜能，为学生以后能主动学

习、主动探索、主动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理科方

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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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物化学发展历史

第一节　生物化学的概念和内容

一、生物化学的概念

生物化学是以生物体为对象，研究生命化学本质的

科学。它应用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生

物体内各种物质的化学及其化学变化规律，通过对这些

规律的了解，以期认识和阐明生命现象的本质，并将这些

知识应用于工、农、医等实践领域，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生物化学可分为不同的学科。若以不同的生物为对

象，生物化学可分为动物生化、植物生化、微生物生化、昆

虫生化等；若以生物体的不同组织或过程为研究对象，则

可分为肌肉生化、神经生化、免疫生化、生物力能学等；因

研究的物质不同，又可分为蛋白质化学、核酸化学、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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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支；研究各种天然物质的化学称为生物有机化学；研

究各种无机物的生物功能的学科则称为生物无机化学或

无机生物化学。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生物化学与其他学科又融合

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生化药理学、古生物化学、化学

生态学等；或按应用领域不同，有医学生化、农业生化、工

业生化、营养生化等。

二、生物化学的研究内容

生物化学的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静态生物化

学、动态生物化学以及机能生物化学。

静态生物化学研究蛋白质、核酸、糖类和脂类等生命

物质的化学组成、分子结构和理化性质，以及它们在生物

机体内的分布和所起的作用。

动态生物化学研究生命物质在生物机体中的新陈代

谢及其规律，包括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及机体与周围环境

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规律。

机能生物化学研究生命物质的结构、功能和生命现

象之间的关系，包括各种生命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

作用及其结构变化对生命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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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物化学发展简史

生物化学这一名词的出现大约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

初，但它的起源可追溯得更远，其早期的历史是生理学和

化学的早期历史的一部分。例如１８世纪８０年代，拉瓦

锡证明呼吸与燃烧一样是氧化作用，几乎同时科学家又

发现光合作用本质上是动物呼吸的逆过程。又如１８２８
年沃勒首次在实验室中合成了一种有机物———尿素，打

破了有机物只能靠生物产生的观点，给“生机论”以重大

打击。

１８６０年巴斯德证明发酵是由微生物引起的，但他认

为必须有活的酵母才能引起发酵。１８９７年毕希纳兄弟

发现酵母的无细胞抽提液可进行发酵，证明没有活细胞

也可进行发酵这样复杂的生命活动，终于推翻了“生机

论”。

生物化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主要是静

态的描述性阶段，对生物体各种组成成分进行分离、纯

化、结构测定、合成及理化性质的研究。其中菲舍尔测定

了多糖和氨基酸的结构，确定了糖的构型，并指出蛋白质

是肽键连接的。１９２６年萨姆纳制得了脲酶结晶，并证明

它是蛋白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 读 生 命 化 学

４　　　　

　
　
　
　
　
　
　
　
　
　
　

　
中
学
理
科
课
程
资
源

此后四、五年间诺思罗普等连续结晶了几种水解蛋

白质的酶，指出它们都无例外地是蛋白质，确立了酶是蛋

白质这一概念。通过食物的分析和营养的研究发现了一

系列维生素，并阐明了它们的结构。

与此同时，人们又认识到另一类数量少而作用重大

的物质———激素。它和维生素不同，不依赖外界供给，而

由动物自身产生并在自身中发挥作用。肾上腺素、胰岛

素及肾上腺皮质所含的甾体激素都是在这一阶段发现

的。此外，中国生物化学家吴宪在１　９３１年提出了蛋白

质变性的概念。

第二阶段约在２０世纪３０～５０年代，主要特点是研

究生物体内物质的变化，即代谢途径，所以称动态生化阶

段。其间的突出成就是确定了糖酵解、三羧酸循环以及

脂肪分解等重要的分解代谢途径。对呼吸、光合作用以

及腺苷三磷酸（ＡＴＰ）在能量转换中的关键作用有了较

深入的认识。

当然，这种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对生物合成途径

的认识要晚得多，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才阐明了氨基

酸、嘌呤、嘧啶及脂肪酸等的生物合成途径。

第三阶段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主要特点是研究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生物化学在这一阶段的发展，

以及物理学、技术科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细胞学等其他

学科的渗透，产生了分子生物学，并成为生物化学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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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物化学与其他生命
科学的关系

　　从生物学的发展历史看，人们对生物体（生命现象）

的认识，是从宏观到微观，从形态结构到生理功能。首先

是观察生物体的形态，继而解剖观察其组织结构，从器

官、组织到细胞不同层次的观察和研究，曾产生了一系列

生物学的分支，如分类学、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等。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开始，从对细胞的研究深入到对组成细胞物

质的分子结构进行研究。虽然生物化学的起源可以追溯

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但生物化学的真正蓬勃发展，却始于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由于当时对构成生物体的

基础物质一 蛋白质和核酸的分子结构得到初步探明，从

而促进了生物化学的迅猛发展。生物化学的成就，又带

动和促进了生命科学向分子水平发展，生物学的各分支

学科，又衍化出若干分子水平的新学科，如分子分类学、

分子遗传学、分子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分子病理学、分子

细胞生物学，终于又独立产生一门崭新的生命科学———

分子生物学，从而使人们对生命的本质和生物进化的认

识向前大大迈进一步。

生物化学既是现代生物学科的基础，又是其发展前

沿。说它是基础，是由于生物科学发展到分子水平，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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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生物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各种生命现象，包

括生长、繁殖、遗传、变异、生理、病理、生命起源和进化

等，因此它是各学科的共同语言；说它是前沿，是因为各

生物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要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在很

大程度上有赖于生物化学研究的进展和所取得的成就。

事实上，没有生物化学上生物大分子（核酸和蛋白质）结

构与功能的阐明，没有遗传密码和信息传递途径的发现，

就没有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没有生物化学

对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发现及纯化，也就没有今天的生

物工程。由此可见，生物化学与各生物学科的关系是非

常密切的，在生物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主要以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学为

基础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其主要任务是从分子水平

来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规律。因此广义而言，生物化学

主要研究内容的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

能，也纳入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范畴，有时就很难将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开，二者关系非常密切。正因为如

此，国际生物化学协会现已改名为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协会，中国生物化学学会也已更名为中国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不过，目前人们还是习惯采用狭义的概念，将分子生

物学的范畴偏重于核酸（或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主要研

究基因或核酸的复制、转录、表达和调节控制等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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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有着各自的侧重点。

第四节　生物化学与现代工、
农、医的关系

　　生物化学是在医学、农业、某些工业和国防部门的生

产实践的推动下成长起来的，反过来，它又促进了这些部

门生产实践的发展。生物化学在发酵、食品、纺织、制药、

皮革等行业都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例如皮革的鞣制、脱

毛，蚕丝的脱胶，棉布的浆纱都用酶法代替了老工艺。近

代发酵工业、生物制品及制药工业包括抗生素、有机溶

剂、有机酸、氨基酸、酶制剂、激素、血液制品及疫苗等均

创造了相当巨大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固定化酶和固定化

细胞技术的应用更促进了酶工业和发酵工业的发展。

第五节　２１世纪生物化学的发展趋势

生物化学现在的研究前沿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

（１）蛋白质三维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　重点在于

完整、精确、动态地测定蛋白质在溶液和晶体状态下的三

维结构，并分析与其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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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蛋白质折叠的研究　主要包括生物体内新生肽

链的折叠和体外变性蛋白的重折叠，以及以氨基酸序列

知识为基础的蛋白质构象预测。

（３）多肽工程和蛋白质工程　主要包括通过有控制

的基因修饰和基因合成，对现有的蛋白质和多肽加以定

向改造，同时设计并最终生产比自然界已有的性能更加

优良、更加符合人类需要的蛋白质和多肽。

（４）核酸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包括ｔＲＮＡ结构和功

能、核糖体的结构与功能、ＤＮＡ复制、ＲＮＡ翻译、酶活性

ＲＮＡ的结构和功能、ｓｎＲＮＡ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５）蛋白质功能的研究　包括酶促作用，受体识别，分

子间专一性结合的机理，信息通生物化学过受体本身或通

过分子间的作用而传递的机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酶学

中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是酶活性ＲＮＡ和抗体酶的发现。酶

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中有效的方法是蛋白质工程和一些物理

技术已经可以描绘出酶蛋白的立体构象。固定化酶和生物

传感器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效益。酶学研究包括三个

部分：基础酶学，即酶的结构与功能、动力学、酶分子设计等；

应用酶学，即疾病的诊断、治疗、物质测定及酶在工农业中的

应用；酶工程，即固相载体、固定化技术、酶传感器等。

（６）基因工程的研究　包括基础研究（如基因信息的表

达、传递、调控等的机理研究，工程化宿主，翻译后加工，肽链

折叠等）和关键技术（如基因体外操作和基因转移技术、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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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肽链再折叠、高密度培养技术等）研究。

（７）生物分子的合成和组装　包括膜脂与膜蛋白的相

互作用，膜蛋白的相互作用，物质跨膜传送，跨膜信息传递和

脂质体功能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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