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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业务课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   基础生物化学         科目代码：    671      

 

 

一、考试目的和要求 

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领域重要的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在现代生物学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学生在系统掌握生物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基

础上，具备综合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内容 

第一章 蛋白质化学 

1.蛋白质的元素组成，氮的含量及应用； 

2.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种类、结构通式；氨基酸的分类与英文缩写；氨基酸的结

构特点； 

3.氨基酸的两性性质、紫外吸收性质及重要化学反应； 

4.肽和肽键，多肽链及 N、C末端，主链骨架的概念； 

5.蛋白质的分类； 

6.蛋白质的结构；分析比较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的结构和功能； 

7.蛋白质一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一级结构与功能关系空间结构、蛋白质功

能、物种进化的关系；分子病的概念和例子。蛋白质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血红蛋白的变构效应与协同效应； 

8.蛋白质的理化性质――蛋白质的两性电离、蛋白质的胶体性质、紫外吸收性质。

蛋白质的变性、沉淀与呈色反应。蛋白质的分离纯化――透析与超滤、盐析和其

它沉淀法； 

9.电泳的概念、原理、种类――层析的种类与原理；超速离心的概念及在蛋白质

研究中的用途。多肽链中氨基酸序列分析测定的程序、基本方法。 

第二章 酶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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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酶的命名与分类； 

2.酶的分子组成――单体酶、寡聚酶、多酶体系； 

3.多功能酶、酶辅助因子的种类和作用； 

4.酶活性中心及必需基团； 

5.酶促反应的特点； 

6.酶促反应的机制――中间产物学说、诱导契合学说； 

7.酶促反应动力学，米-曼方程，Km与 Vm的意义，Km与 Vm测定；酶浓度的影响；

温度的影响与最适温度，pH的影响原因和最适 pH； 

8.酶的抑制作用；可逆抑制作用——竞争性、非竞争性、反竞争性抑制作用及区

别；激活剂的概念。酶活性测定及活性单位。酶活性的调节――酶原激活、别构

效应、共价修饰；酶含量的调节――酶蛋白合成的诱导与阻遏；同工酶。 

第三章 维生素和辅酶 

维生素概念、命名、分类；了解各维生素化学结构、来源，掌握维生素作为辅酶

的作用机理。 

第四章 核酸化学 

1.核苷酸的结构、种类、缩写；核苷酸的作用； 

2.核酸的一级结构； 

3.DNA的空间结构； 

4.DNA的功能； 

5.RNA的种类，mRNA、tRNA的结构特点与功能的关系； 

6.核酸的理化性质、变性和复性及其应用。 

第五章 激素 

了解激素概念、分类、来源、生理功能，掌握含氮类激素的作用机制。 

第六章 核酸的生物合成 

1.复制的基本规律――半保留复制和半不连续性复制； 

2.原核生物的 DNA聚合酶； 

3.DNA复制的保真性； 

4.复制所需的酶和蛋白因子:解螺旋酶、引物酶、单链 DNA结合蛋白、拓扑异构

酶、DNA连接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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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核生物 DNA生物合成基本过程； 

6.真核生物 DNA合成与原核生物的主要区别； 

7.逆转录； 

8.DNA损伤（突变）与修复――光复活、切除修复、重组修复、SOS修复转录的

模板和酶； 

9.原核生物的 RNA聚合酶、核心酶及全酶的功能、σ亚基，真核生物的 RNA聚合

酶Ⅰ、Ⅱ、Ⅲ的功能；原核生物的启动子、RNA聚合酶的识别及结合位点；原核

生物的转录过程，真核生物的转录后修饰；核酶。 

第七章 核酸的降解和核苷酸代谢 

了解核酸的解聚与核苷酸的降解。了解嘌呤碱基和嘧啶碱基分解的大致过程，掌

握各碱基分解的终产物，了解痛风的发病机理。掌握嘌呤、嘧啶核苷酸从头合成

所需的原料，了解合成的大致过程，了解核苷酸合成的补救途径，了解脱氧核苷

酸的合成。 

第八章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1.mRNA、tRNA、核糖体；遗传密码；核糖体的亚基、P位、A位；tRNA与氨基酸

的活化，氨基酰-tRNA合成酶，起始氨基酰-tRNA； 

2.肽链合成起始因子、原核起始复合物的形成；真核起始复合物的形成；肽链的

延长因子；进位、转肽、移位；肽链延长方向；肽链合成的终止；多聚核糖体； 

3.蛋白质合成后加工和输送，信号肽。 

第九章 生物氧化 

1.呼吸链、呼吸链复合体的概念；呼吸链复合体的种类和组成；各传递体的结构

和作用；NADH氧化呼吸链、琥珀酸氧化呼吸链及其排列顺序，排列顺序的确定

方法；氧化磷酸化概念、偶联部位及确定方法；P/O比值；氧化磷酸化偶联机制； 

2.ATP合成酶的结构与作用机制；呼吸链抑制剂的概念、种类；解偶联剂的概念、

作用机制和代表性物质；氧化磷酸化抑制剂；ADP的调节； 

3.高能化合物的概念、种类；ATP的结构、生成与利用方式；磷酸肌酸的生成及

作用；通过线粒体内膜的物质转运：胞浆 NADH的氧化——α-磷酸甘油穿梭、苹

果酸－天冬氨酸穿梭；ATP、ADP、PPi的转运。 

第十章 糖代谢 

1.糖酵解的概念、进行部位、代谢意义；糖酵解具体代谢过程；糖酵解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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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果糖激酶-1、丙酮酸激酶、己糖激酶的调节方式； 

2.糖的有氧氧化概念、进行部位、过程；丙酮酸脱氢酶复合体的组成、总反应式

和反应过程；三羧酸循环具体代谢过程及意义；有氧氧化调节的关键酶、调节因

素； 

3.巴斯德效应； 

4.磷酸戊糖途径大致过程、调节和生理意义； 

5.糖原合成与分解代谢的基本反应，糖原代谢的调节，糖原累积症；糖异生途径

的反应、原料；糖异生的调节――三个底物循环；糖异生的生理意义；乳酸循环； 

6.血糖的概念、来源、去路；血糖的调节――肝的调节与激素调节；血糖水平异

常。 

第十一章 蛋白质降解和氨基酸代谢 

1.蛋白质的营养作用和氮平衡，必需氨基酸的概念和种类； 

2.氨基酸的脱氨：转氨与联合脱氨；α-酮酸的代谢；氨的转运，鸟氨酸循环，

高血氨症和氨中毒； 

3.个别氨基酸的代谢； 

4.氨基酸的脱羧基作用； 

5.一碳单位的概念与种类，一碳单位与四氢叶酸，一碳单位与氨基酸代谢。 

第十二章 脂代谢 

1.脂质的分类和功能； 

2.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脂肪动员的概念、限速酶），脂酸的活化、脂酰 CoA进

入线粒体的过程及限速酶、脂酸的β-氧化过程；脂酸氧化的能量生成；脂酸的

其它氧化方式；酮体的概念、生成的器官、亚细胞部位、过程，酮体氧化的器官

和主要的酶、酮体生成的生理意义、酮体生成的调节； 

3.软脂酸合成的亚细胞部位、合成原料乙酰 CoA及乙酰 CoA出线粒体的机制；脂

酸合成的限速酶乙酰 CoA羧化酶、脂酸成酶系及过程、内质网及线粒体脂酸碳链

的加长的原料、不饱和脂酸的合成、脂酸合成的调节；甘油三酯的合成。 

第十三章 代谢的相互联系和调节 

1.物质代谢的整体性，代谢调节，各组织、器官物质代谢各具特色，各种物质代

谢均具有共同的代谢池，ATP是机体储存能量及消耗能量的共同形式，NADPH 是

合成代谢所需的还原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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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质代谢在能量代谢上的相互联系，糖、脂、蛋白质、核酸代谢之间的相互联

系（糖代谢与脂代谢的相互联系、糖代谢与氨基酸代谢的相互联系、脂类代谢与

氨基酸代谢的相互联系、核酸代谢与氨基酸代谢的相互联系）；组织、器官的代

谢特点及联系； 

3.细胞水平的代谢调节（细胞内酶的隔离分布；关键酶变构调节的概念、调节的

机理、变构调节的生理意义；酶的化学修饰调节的概念、酶促化学修饰的特点；

酶量的调节、酶合成的诱导与阻遏、降解的调节。）激素水平的代谢调节；整体

调节。 

三、考试方式 

闭卷 

四、考试知识点 

第一章 蛋白质化学 

蛋白质的元素组成和化学组成，氨基酸和蛋白质的重要性质，蛋白质的空间

结构，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蛋白质电泳。 

第二章 酶化学 

酶的组成、命名、分类，酶催化反应高效性和专一性的机制，酶促反应动力

学，影响酶促反应速度的因素，酶促反应的抑制，酶活性调节方式。 

第三章 维生素和辅酶 

维生素概念、命名、分类；各维生素化学结构、来源，B族维生素在生物体

内的作用机理。 

第四章 核酸化学 

核苷酸的结构、种类、缩写；核苷酸的作用；核酸种类，核酸的空间结构；

核酸的理化性质。 

第五章 激素 

含氮类激素的作用机制。 

第六章 核酸的生物合成 

DNA复制的基本规律，DNA复制的保真性；复制所需的酶和蛋白因子；原核

生物 DNA复制，真核生物 DNA合成与原核生物的主要区别；逆转录；DNA损伤（突

变）与修复； RNA聚合酶；原核生物的转录过程，真核生物的转录后修饰；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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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 

第七章 核酸的降解和核苷酸代谢 

嘌呤碱基和嘧啶碱基分解的大致过程，各碱基分解的终产物，痛风的发病机

理；嘌呤、嘧啶核苷酸从头合成所需的原料，核苷酸合成的补救途径。 

第八章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核糖体结构，氨基酰-tRNA合成酶，起始氨基酰-tRNA；肽链合成起始因子、

原核起始复合物的形成；真核起始复合物的形成；肽链的延长因子；进位、转肽、

移位；肽链延长方向；肽链合成的终止；多聚核糖体；蛋白质合成后加工和输送，

信号肽。 

第九章 生物氧化 

呼吸链，氧化磷酸化，P/O比值，ATP合成酶；呼吸链抑制剂，解偶联剂，

氧化磷酸化抑制剂。高能化合物，ATP的结构、生成与利用方式；线粒体穿梭。 

第十章 糖代谢 

糖酵解,糖的有氧分解,巴斯德效应,磷酸戊糖途径,糖原代谢,糖异生,乳酸

循环,血糖。 

第十一章 蛋白质降解和氨基酸代谢 

蛋白质的营养作用和氮平衡，必需氨基酸；氨基酸脱氨，鸟氨酸循环，个别

氨基酸的代谢,氨基酸的脱羧,氨基酸与一碳单位。 

第十二章 脂代谢 

脂质的分类和功能；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 甘油三酯的合成,脂酸合成的调

节；。 

第十三章 代谢的相互联系和调节 

物质代谢的重要特点；各物质代谢之间的相互联系；细胞水平的代谢调节；

激素水平的代谢调节；整体调节。 

五、参考书目 

1.王镜岩，朱圣庚，徐长法（编著）．生物化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2.郑集，陈钧辉（编著）．普通生物化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7%8E%8B%E9%95%9C%E5%B2%A9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6%9C%B1%E5%9C%A3%E5%BA%9A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9%83%91%E9%9B%86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9%99%88%E9%92%A7%E8%BE%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