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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命的特征和生物化学的研究范畴

生物体的独特性质:

生物体具有高度的化学复杂性和精细的微观组织

生物体有着从环境中吸收、转化和使用能量的系统

生物体具有精确的自我复制和自组装能力

生物体能够感觉到环境改变并有作出反应的能力

生物体内部的化学成分及它们之间有规律的相互作用
各具有独特的功能

生物的进化



第二节　一些生物化学的基本概念

一、生物分子是含有不同功能基团的含碳化合物

二、细胞含有一组通用的小分子

三、分子量，分子质量和它们的正确单位

四、摩尔和摩拉

五、生物大分子是细胞的主要成分

六、生物分子的构型

七、生物分子的构象

八、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立体特异性



第二节　一些生物化学的基本概念

生物体是由含碳化合物组成的。碳元素占细胞干重的一半
以上。碳原子能和氢形成单键，也可与氧原子和氮原子形
成单键和双键。

在生物分子中共价联系的许多碳原子能够形成线性链、分
叉链或环形结构.

碳原子的这种多样的成键功能看来是生物在起源和进化过
程中选择碳化合物作为细胞分子机器的主要因素。



第二节　一些生物化学的基本概念

所有细胞水相（细胞质）中溶解着一组分子量（Mｒ） 
约100～500的100～200个不同的有机化合物。这些主要
代谢中间体和代谢途径存在于整个进化过程中。

有一些小的生物分子只存在于一些特殊类型的细胞或物
种中



第二节　一些生物化学的基本概念

第一种是分子量或相对分子质量，记为Mr.

第二种是分子质量记为m，它就是一个分子的质量，
或者是这种物质的摩尔质量除以阿佛伽德罗数。这个
分子质量m以道尔顿为单位表示。



第二节　一些生物化学的基本概念

摩尔是特殊的数量单位，用来计量物质微粒， 如分
子、原子、离子、中子、质子、电子的数量，数值上
等于阿佛伽德罗常数6.022×1023／mol.

摩拉是生物化学界中最常用的溶液浓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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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物能学和热力学

生物能学是定量研究能量转换 的科学：能量从一种
形式改变成另一种形式，这些过程发生在活细胞中，
这些化学过程的性质和功能是这些转换的基础。

一、生物能量转化服从热力学定律

二、细胞需要自由能资源

三、标准自由能改变和一个反应的平衡常数直接相关



第三节　生物能学和热力学

焓是反应系统的热含量，它反映出反应物和产物化学键的
类型和数量。当一个化学反应释放能量时，它被称为放热
的反应，也就是反应产物的热含量少于反应物。通常地把
这种情况叫做ΔG负值。反应系统从环境吸收热量称吸热反
应，有一个正的ΔG值。

熵是一个系统随机性或紊乱程度的定量表达。当一个反应
的产物比反应物更简单和更紊乱时，这个反应被认为获得
熵（熵增加）。



第三节　生物能学和热力学

细胞是等温系统，它们必须在恒温恒压下工。

细胞能用的、必须使用的是自由能，表述为Gibbs自
由能函数犌，它能预示一个化学反应的方向，它们的
精确平衡位置，以及在恒温恒压下它们能做功的数量
（理论上的）。

异养型细胞从营养物质中获得自由能，光合成细胞获
得自由能靠吸收太阳光的能量，两大类细胞都把自由
能转化成ATP和其他富能化合物，为在恒温下做生物
功提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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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水及生物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

一、氢键使水具有特殊性质

二、水和极性溶质形成氢键

三、水和带电溶质的相互作用

四、结晶物质溶于水导致熵增加

五、非极性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

六、非极性化合物迫使水结构作能量优化改变

七、范德华作用是原子间的弱吸引力

八、弱相互作用是大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关键

九、溶质影响水溶液的依数性和渗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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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水及生物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
水是一种极性溶剂。它易于溶解大部分生物分子，这
些生物分子一般是带电的或极性化合物。易溶于水的
化合物称为“亲水的”。

而非极性溶剂像氯仿和苯对极性生物分子不是好溶剂
但是易于溶解“疏水化合物” ———非极性分子如
脂肪和蜡。

水溶解像Nacl这样的盐类靠水合作用并稳定Na+ 和
Cl+ 离子，以弱化它们之间的静电作用，抵抗它们
结合成晶体的趋向。



第四节 水及生物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

像Nacl这样的盐溶解时，钠离子和氯离子获得比在晶
格中大得多的运动自由度，结果系统的熵增加，这是
盐类易溶于水的原因。



第四节 水及生物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

一些在生物学上很重要的气体CO2，O2 和N2 是非极性的

有些生物体含有水溶性的“载体蛋白” ,它们能促进O2 的
运输。二氧化碳在水溶液中形成碳酸，因而作为HCO－3自
由地溶于水（在25℃时约 100ｇ／Ｌ），又可和血红蛋白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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