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书】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12 综合考研精品资料-【第2册，共2册】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 页 共 996 页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 页 共 996 页 

目录 

封面............................................................................................................................................................. 1 

目录............................................................................................................................................................. 3 

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生物综合考研大纲 ...................................................................................................... 9 

2022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生物综合考研大纲............................................................................................... 9 

2023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生物综合考研大纲............................................................................................. 15 

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 生物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23 

《生物化学》考研核心笔记 .......................................................................................................................23 

第 1 章  生命的分子基础 .................................................................................................................................. 2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3 

考研核心笔记 ........................................................................................................................................................ 23 

第 2 章  氨基酸、多肽和蛋白质 ...................................................................................................................... 2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7 

考研核心笔记 ........................................................................................................................................................ 27 

第 3 章  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 3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7 

考研核心笔记 ........................................................................................................................................................ 37 

第 4 章  蛋白质的生物学功能 .......................................................................................................................... 6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8 

考研核心笔记 ........................................................................................................................................................ 68 

第 5 章  蛋白质的性质、分离纯化和鉴定 ...................................................................................................... 8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0 

考研核心笔记 ........................................................................................................................................................ 80 

第 6 章  酶的催化作用 ...................................................................................................................................... 9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98 

考研核心笔记 ........................................................................................................................................................ 98 

第 7 章  酶动力学 ............................................................................................................................................ 11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18 

考研核心笔记 ...................................................................................................................................................... 118 

第 8 章  酶作用机制和酶活性调节 ................................................................................................................ 13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36 

考研核心笔记 ...................................................................................................................................................... 136 

第 9 章  糖类和糖生物学 ................................................................................................................................ 15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54 

考研核心笔记 ...................................................................................................................................................... 154 

第 10 章  脂质和生物膜 .................................................................................................................................. 16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67 



                                                                 

                                                                              考研精品资料 

 第 4 页 共 996 页 

考研核心笔记 ...................................................................................................................................................... 167 

第 11 章  核酸的结构和功能 .......................................................................................................................... 19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94 

考研核心笔记 ...................................................................................................................................................... 194 

第 12 章  核酸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研究方法 .................................................................................................. 21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12 

考研核心笔记 ...................................................................................................................................................... 212 

第 13 章  维生素和辅酶 .................................................................................................................................. 22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20 

考研核心笔记 ...................................................................................................................................................... 220 

第 14 章  激素和信号转导 .............................................................................................................................. 23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32 

考研核心笔记 ...................................................................................................................................................... 232 

第 15 章  新陈代谢总论 .................................................................................................................................. 25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52 

考研核心笔记 ...................................................................................................................................................... 252 

第 16 章  生物化学 .......................................................................................................................................... 25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59 

考研核心笔记 ...................................................................................................................................................... 259 

第 17 章  六碳糖的分解和糖酵解作用 .......................................................................................................... 26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65 

考研核心笔记 ...................................................................................................................................................... 265 

第 18 章  柠檬酸循环 ...................................................................................................................................... 27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77 

考研核心笔记 ...................................................................................................................................................... 277 

第 19 章  氧化磷酸化作用 .............................................................................................................................. 28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86 

考研核心笔记 ...................................................................................................................................................... 286 

第 20 章  戊糖磷酸途径 .................................................................................................................................. 29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91 

考研核心笔记 ...................................................................................................................................................... 291 

第 21 章  糖异生和糖的其他代谢途径 .......................................................................................................... 30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06 

考研核心笔记 ...................................................................................................................................................... 306 

第 22 章  糖原的分解和生物合成 .................................................................................................................. 31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11 

考研核心笔记 ...................................................................................................................................................... 311 

第 23 章  光合作用 .......................................................................................................................................... 31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19 

考研核心笔记 ...................................................................................................................................................... 319 



                                                                 

                                                                              考研精品资料 

 第 5 页 共 996 页 

第 24 章  脂质的代谢 ...................................................................................................................................... 34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40 

考研核心笔记 ...................................................................................................................................................... 340 

第 25 章  蛋白质降解和氨基酸的分解代谢 .................................................................................................. 37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72 

考研核心笔记 ...................................................................................................................................................... 372 

第 26 章  氨基酸的生物合成和生物固氮 ...................................................................................................... 40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07 

考研核心笔记 ...................................................................................................................................................... 407 

第 27 章  核酸的降解和核苷酸代谢 .............................................................................................................. 42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26 

考研核心笔记 ...................................................................................................................................................... 426 

第 28 章  新陈代谢的调节控制 ...................................................................................................................... 45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50 

考研核心笔记 ...................................................................................................................................................... 450 

第 29 章  基因和染色体 .................................................................................................................................. 46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61 

考研核心笔记 ...................................................................................................................................................... 461 

第 30 章  DNA 的复制和修复 ......................................................................................................................... 46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65 

考研核心笔记 ...................................................................................................................................................... 465 

第 31 章  DNA 的重组 ..................................................................................................................................... 47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76 

考研核心笔记 ...................................................................................................................................................... 476 

第 32 章  RNA 的生物合成和加工 .................................................................................................................. 48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85 

考研核心笔记 ...................................................................................................................................................... 485 

第 33 章  蛋白质合成、加工和定位 .............................................................................................................. 49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95 

考研核心笔记 ...................................................................................................................................................... 495 

第 34 章  基因表达调节 .................................................................................................................................. 52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26 

考研核心笔记 ...................................................................................................................................................... 526 

第 35 章  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及相关技术 .............................................................................................. 53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34 

考研核心笔记 ...................................................................................................................................................... 534 

第 36 章  基因组学及蛋白质组学 .................................................................................................................. 54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41 

考研核心笔记 ...................................................................................................................................................... 541 



                                                                 

                                                                              考研精品资料 

 第 6 页 共 996 页 

《现代分子生物学》考研核心笔记 .......................................................................................................... 552 

第 1 章  绪论 .................................................................................................................................................... 55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52 

考研核心笔记 ...................................................................................................................................................... 552 

第 2 章  染色体与 DNA .................................................................................................................................... 55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55 

考研核心笔记 ...................................................................................................................................................... 555 

第 3 章  生物信息的传递（上）——从 DNA 到 RNA .................................................................................... 56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64 

考研核心笔记 ...................................................................................................................................................... 564 

第 4 章  生物信息的传递（下）——从 MRNA 到蛋白质 ............................................................................. 57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70 

考研核心笔记 ...................................................................................................................................................... 570 

第 5 章  分子生物学研究法(上)——DNA、RNA 及蛋白质操作技术 ........................................................... 57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78 

考研核心笔记 ...................................................................................................................................................... 578 

第 6 章  分子生物学研究法（下）——基因功能研究技术 ......................................................................... 58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85 

考研核心笔记 ...................................................................................................................................................... 585 

第 7 章  原核基因表达调控 ............................................................................................................................ 59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92 

考研核心笔记 ...................................................................................................................................................... 592 

第 8 章  真核基因表达调控 ............................................................................................................................ 59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98 

考研核心笔记 ...................................................................................................................................................... 598 

第 9 章  疾病与人体健康 ................................................................................................................................ 61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10 

考研核心笔记 ...................................................................................................................................................... 610 

第 10 章  基因与发育 ...................................................................................................................................... 61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18 

考研核心笔记 ...................................................................................................................................................... 618 

第 11 章  基因组与比较基因组学 .................................................................................................................. 62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24 

考研核心笔记 ...................................................................................................................................................... 624 

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 生物综合考研辅导课件 ............................................................................... 630 

《现代分子生物学》考研辅导课件 ............................................................................................................... 630 

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 生物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 764 

《生物化学》考研复习提纲 ........................................................................................................................... 764 



                                                                 

                                                                              考研精品资料 

 第 9 页 共 996 页 

 

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 生物综合考研大纲 

 

2022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 生物综合考研大纲 

 

2022 年研究生招生专业课考试参考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生物综合（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基本内容: 

Ⅰ考查目标 

掌握原核微生物、真核微生物、病毒的形态、构造、分类与功能；掌握微生物新陈代谢、及次级

代谢调控方式；掌握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及培养方法；掌握微生物学在医药行业中所引起的危害及所起

的有益作用，从而达到控制有害微生物利用有益微生物的目的。 

Ⅱ考试内容 

一. 绪论 

1.什么是微生物。 

2.人类对微生物世界的认识史 

3.微生物学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4.微生物学及其分科 

5.微生物的五大共性 

二．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 

1.掌握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 

2.熟悉六类原核微生物。 

3.掌握细菌的致病性。 

4.熟悉常见的致病菌。 

三．真核微生物的形态和功能 

1.掌握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 

2.掌握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的差别。 

3.熟悉常见的真菌及其特性。  

四．病毒与亚病毒 

1.掌握病毒的构造、化学组成及繁殖方式。 

2.熟悉常见的人类病毒及其致病性。 

3.了解类病毒、拟病毒、朊病毒。 

五．微生物的新陈代谢 

1.掌握微生物的六大营养要素及营养物质的入胞方式。 

2.掌握微生物的营养类型。 

3.熟悉微生物培养基的种类及设计原则与方法。 

六．微生物的新陈代谢 

1.掌握微生物的各种代谢。 

2.了解微生物代谢在生产中的应用。 

3.熟悉微生物代谢的调控方式。 

七．微生物的生长及其控制 

1.掌握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及影响微生物生长的主要因素。 

2.握微生物的培养方法及测定生长繁殖的方法。 

3.熟悉有害微生物的控制方法。 

八．微生物遗传变异和育种 

1.掌握微生物的遗传变异理论。 

2.熟悉微生物基因突变及其在诱变育种中的应用。 

3.了解基因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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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微生物的生态 

1.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与菌种资源的开发 

2.微生物与生物环境间的关系 

3.微生物与自然界物质循环 

4.微生物与环境保护 

十．传染与免疫 

1.熟悉传染与传染病。 

2.掌握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 

3.掌握免疫学的方法及应用 

4.了解生物制品及其应用。 

十一. 微生物的分类和鉴定 

1.掌握生物学分类方法及微生物的命名。 

2.熟悉常用的微生物的鉴定方法。 

十二.  21世纪的微生物学 

一、微生物在解决人类面临的五大危机中的作用 

二、现代微生物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三、微生物在“生命科学世纪”中的作用 

四、大力开展我国微生物学研究 

五、学好微生物学，推动人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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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基本内容: 

Ⅰ考查目标 

主要内容包括核酸和蛋白质大分子的基本结构、功能和理化特性，基因结构与功能、原核生物与

真核生物 DNA 复制、DNA 转录、蛋白质翻译、基因表达调控等。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分子生物学的基本

原理和基本概念，理解 DNA、RNA、蛋白质的特征以及功能，掌握相关分子生物学试验的基本原理、技

能。 

Ⅱ考试内容 

（一）染色体与 DNA 

1. 染色体和 DNA的结构 

2. DNA 复制 

3. DNA 损伤修复和基因突变 

4. 可移动的基因元件 

（二）RNA转录与转录后加工 

1. RNA 聚合酶 

2. RNA 转录的基本过程 

3. 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转录及产物特征比较 

4. 核酶 

（三）翻译 

1. 蛋白质生物合成的生物学机制 

2. 蛋白质修饰、加工 

（四）基因的表达调控 

1. 基本概念和原理  

2. 原核基因转录调节  

3. 真核基因转录调节 

（五）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 

1.  DNA基本操作技术 

2.  RNA基本操作技术 

3. DNA 重组技术 

4.  PCR及其衍生技术 

5. 蛋白质与蛋白质组学技术 

6. 基因功能研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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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基本内容: 

Ⅰ考查目标 

掌握生物分子蛋白质、核酸、糖、脂、维生素和激素的结构与功能；掌握物质代谢及其调控和遗

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包括 DNA的合成、RNA的合成、蛋白质合成和基因表达调控。 

Ⅱ考试内容 

一. 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1、掌握氨基酸的通式与结构特点及氨基酸的分类。 

2、氨基酸的两性解离和紫外吸收性质。 

3、掌握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包括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结构概念和维持键。 

4、掌握肽单元、模体、结构域、亚基的概念。 

5、熟悉蛋白质各级结构与功能关系，血红蛋白的分子结构及其与运氧功能关系。 

6、掌握蛋白质两性电离、亲水胶体、变性、紫外吸收、蛋白质呈色反应。 

二．核酸的结构与功能 

1、掌握核苷酸分子组成及结构，DNA、RNA组成的异同。 

2、掌握核酸（DNA、RNA）的一级结构，核苷酸分子内及分子间的连接键。 

3、掌握DNA双螺旋结构模式的要点，DNA的超螺旋结构和功能。 

4、掌握tRNA、mRNA、rRNA的特点、以及结构特点。 

5、熟悉以下概念：融解温度、增色效应、DNA复性、核酸分子杂交。 

6、熟悉核酸酶的种类及其功能。 

三．酶 

1、掌握酶的概念和分类；掌握结合酶、辅酶与辅基的概念； 

2、掌握酶的活性中心、必需基团的概念；掌握同工酶的概念。  

3、掌握酶促反应的特点。 

4、掌握影响酶催化速度的因素，米氏常数Km，最大反应速度Vmax概念及意义； 

5、掌握竞争性抑制剂结构作用特点；熟悉不同类型可逆抑制作用的动力学特点。 

6、掌握别构酶的概念，熟悉酶变构调节的机理； 

7、掌握共价修饰的概念及一些相关的化学修饰基团；掌握酶原、酶原激活概念；  

四．聚糖的结构与功能 

1、熟悉糖蛋白分子中的聚糖及其合成过程。 

2、熟悉蛋白聚糖分子中的糖胺聚糖。 

3、了解糖脂由鞘糖脂、甘油糖脂和类固醇衍生糖脂组成。 

4、了解聚糖结构中蕴含大量生物信息。 

五．维生素 

1、掌握维生素的概念、分类。 

2、掌握各种维生素的缺乏症并了解其机制。 

3、掌握B族维生素与辅酶的关系及功能。 

4、熟悉脂溶性维生素的来源、生理功能，了解其化学本质。 

六．糖代谢 

1、熟悉糖的生理功能、消化吸收过程。 

2、掌握糖酵解的定义、部位，主要的过程、关键酶、调节方式及生理意义。 

3、掌握糖的有氧氧化的的定义、部位，主要的过程、关键酶、调节方式。 

4、掌握三羧酸循环的过程、特点、生理意义及调节。  

5、掌握磷酸戊糖途径氧化阶段过程，关键酶及其生理意义。 

6、掌握糖原合成、分解的基本过程，关键酶，调节方式。 

7、掌握糖异生的概念、基本过程、关键酶及生理意义；  

8、掌握血糖概念、血糖的来源去路，掌握胰岛素对血糖的调节机理。 

9、熟悉胰高血糖素、糖皮质激素升高血糖机理。 

10、了解血糖水平异常与疾病关系。 

七．脂质代谢 

1、熟悉脂类消化吸收过程。了解脂类的分类功能。 

2、掌握脂肪酸合成的原料，关键酶及调节。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3 页 共 996 页 

 

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生物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生物化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生命的分子基础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蛋白质分子的化学组成 

考点：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考点：蛋白质的分类与主要功能 

考点：酶 

考点：核酸的化学组成与种类 

考点：DNA 的结构与功能 

考点：RNA 的结构与功能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蛋白质 

1.蛋白质分子的化学组成 

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氨基酸（主要元素：CHON；少量的 S） 

氨基酸 20 种它们结构的共同特点：含有氨基的有机酸 

 

 

2.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由相同或不同的各个氨基酸，按照一定的排列顺序，以特定的化学键方式连接，从而组成蛋白质的基

本结构。 

 

蛋白质分子是由许多氨基酸分子通过肽键，依次缩合而形成多肽链。 

（1）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多肽链中氨基酸的种类，数目和排列顺序。（主键：肽键；副键：二硫键） 

（2）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在一级结构的基础上，借氢键在氨基酸残基之间连接，使多肽链成为螺旋或折叠的结构。（氢键） 

（3）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在二级结构的基础上再行折叠。（氢键，酯键，离子键，疏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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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由两条或几条多肽链在各自三级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为蛋白质分子的结构亚基，由若干亚基之间以非共

价键形式而相互结合的复合体。（非共价键） 

 

3.蛋白质的分类与主要功能 

（1）蛋白质的分类 

①外形（青岛金м榜华研教В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纤维蛋白：角蛋白 

球形蛋白：酶蛋白，免疫球蛋白 

②功能 

结构蛋白：肌球蛋白 

调节蛋白：胰岛素 

转运蛋白：血红蛋白 

收缩蛋白：肌动蛋白，肌球蛋白 

抗体蛋白：免疫球蛋白 

催化蛋白：蛋白酶 

③组成成分 

单纯蛋白：指单纯由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白蛋白，球蛋白，组蛋白） 

结合蛋白：指单纯蛋白和非蛋白质类物质结合，非蛋白质物质称辅基。（核蛋白，糖蛋白，脂蛋白） 

（2）蛋白质的主要功能 

蛋白质是细胞和组织的主要成分； 

作为酶催化生物体内各种化学反应； 

蛋白质具有运输功能； 

收缩功能； 

调节作用 

防御作用。 

 

4.酶 

是具有高度催化活性的蛋白质和 RNA。 

（1）酶的特性 

高度的专一性 

高效的催化效能 

高度不稳定性 

（2）酶的分类 

单纯蛋白酶类 

结合蛋白酶类：酶蛋白+辅基（非蛋白质）=全酶 

 

【核心笔记】核酸 

1.核酸的化学组成与种类 

（1）化学组成 

核酸的基本单位 

单核苷酸 

①戊糖 

核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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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氧核糖 

②磷酸 

③含氮有机碱 

嘧啶：ＴＣＵ 

嘌呤：ＡＧ 

（2）核酸的种类 

脱氧核糖核酸（DNA） 

核糖核酸（RNA） 

（3）DNA 与 RNA 的区别 

 

 

2.DNA 的结构与功能 

（1）DNA 的结构 

一级结构：DNA 分子中脱氧核苷酸的排列顺序。 

二级结构： 

Watson 和 Crick 提出的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 

（2）Watson 和 Crick 的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 

①DNA 分子是由两条相互平行方向相反的多核苷酸链围绕着同一中心轴形成的双螺旋结构。 

②两条长链的碱基在双螺旋内侧按碱基配对原则（A=T，G 三 C）以氢键相连。 

③相邻碱基对旋转 36°，间距 0.34nm，一个螺旋包含 10 个碱基旋转 360°，螺距为 3.4nm。 

（3）DNA 的功能 

DNA 是遗传物质其功能是：储存，复制和传递遗传信息。 

DNA 的半保留复制 

实验：N15 标记大肠杆菌的 DNA 环状双链 

DNA 的转录 

中心法则 

 

 

3.RNA 的结构与功能 

RNA 为单链可自身回折形成局部假双链。 

mRNA、tRNA、rRNA 

（1）三种 RNA 分子的结构特征和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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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酶的定义 

核酶（ribozyme）泛指一类具有催化功能的 RNA 分子。一般是指无需蛋白质参与或不与蛋白质结合，

就具有催化功能的 RNA 分子。 

1981 年，Cech 发现四膜虫 rRNA 的前体在没有蛋白质的情况下能专一地催化寡聚核苷酸底物的切割

与连接，具有分子内催化的活性。 

1983 年，Altman 等发现大肠杆菌 RNaseP 的蛋白质部分除去后，在体外高浓度 Mg2+存在下，与留下

的 RNA 部分（M1RNA）具有与全酶相同的催化活性。 

1986 年，Cech 又证实 rRNA 前体的内含子能催化分子间反应。 

核酶的发现对于所有酶都是蛋白质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1989 年，核酶的发现者 T.Cech 和 S.Ahman

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3）微小 RNA（microRNA） 

有 20 多个核苷酸组成的单链小 RNA. 

在动物的发育、分化、细胞增殖、凋亡和脂肪代谢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2005 年美国怀特黑德研究中心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发现：人类基因组中 1/3 负责蛋白质合成

的基因由微小 RNA 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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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子生物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创世说与进化论 

考点：细胞学说 

考点：经典生物化学和遗传学 

考点：DNA 的发现与基因学说的创立 

考点：不同遗传方式的发现 

考点：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引言 

（1）分子生物学是从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从而阐明生命现象本质的科学。 

（2）广义的分子生物学：蛋白质及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结构和功能的研究都属于分子生物学的范畴，

即从分子水平阐明生命现象和生物学规律。 

（3）狭义的分子生物学：主要研究 DNA 的复制、转录、 表达和调控等过程，以涉及与这些过程相

关的蛋白质和酶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4）分子水平的生物学研究正在影响着传统生物学的各个领域。 

 

1.创世说与进化论 

（1）19 世纪中叶以前，神创论或称特创论一直占据着生物学的主导地位。 

（2）拉马克是科学进化论的创始者，他认为生命是连续的，物种是变化的，环境改变是物种变化的

原因，即：变异＝适应。 

（3）1859 年达尔文《物种起源》证明所有生物来自共同的祖先，生物按照自然选择法则在变异、在

进化，即：变异＋选择＝适应。 

（4）进化论学说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点：遗传和变异，繁殖过剩，生存斗争，适者生存。 

 

2.细胞学说 

（1）17 世纪末 Leeuwenhoek 发明了第一台光学显微镜。 

（2）1838 年 Schleiden 和 Schwan 证明动植物由细胞组成。 

（3）1858 年 Virchow 提出了细胞学说。 

（4）细胞学说的主要内容： 

①生物是由细胞和细胞的产物所组成。 

②动植物都是由单细胞发育而来。 

③所有细胞在结构和组成上基本相似。 

④新细胞是由已存在的细胞分裂而来。 

⑤生物的疾病是因为其细胞机能失常。 

 

3.经典生物化学和遗传学 

（1）生物化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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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物体内各种化合物的组成、含量、结构、化学性质和功能等。 

②生物体内各种化合物是怎样分解与合成，相互转化与相互制约以及物质转化过程中的能量转换等问

题。 

（2）经典遗传学由孟德尔提出再由摩尔根完善。 

①孟德尔根据对豌豆的有性杂交试验结果提出了遗传学的第一和第二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

定律。 

②摩尔根用果蝇做材料，将基因定位在染色体上，提出了遗传学的第三定律——连锁交换定律。 

 

4.DNA 的发现与基因学说的创立 

（1）摩尔根学派的出色工作使基因学说得到普遍承认。但人们对基因的本质仍缺乏准确的物质内容。 

（2）1928 年 Griffith 等在活体内完成肺炎球菌的转化实验。1944 年 Avery 在离休条件下完成了肺炎

球菌的转化实验，证明 DNA 是遗传信息的载体。 

（3）1952 年 Hershry 发现在噬菌体感染细菌时，DNA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4）1953 年 Watson & Crick 提出了 DNA 双螺旋模型，并对模型的生物学意义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和

预测。由此诞生了分子遗传学。 

 

5.不同遗传方式的发现 

（1）目前的科学研究以现在，地球上主要的生命体都是使用同一套标准遗传密码。 

（2）标准遗传密码的构成要素包括：DNA 序列、mRNA 序列、密码子、反密码子、氨基酸、氨酰 tRNA、

蛋白质序列。 

（3）绝大多数以 RNA 作为遗传物质的病毒也使用这套标准遗传密码。 

（4）朊病毒（prion）好像是以“蛋白质→蛋白质”的方式复制，实际上仍受正常细胞 DNA 的控制，

是细胞内蛋白质在分子水平上的病变。 

【核心笔记】分子生物学简史 

1.人们对动物和植物的研究经历了三个水平 

整体水平（形态, 解剖, 分类）：植物学；动物学 

细胞水平：细胞生物学 

分子水平：分子生物学 

 

2.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1）孕育阶段（1820~1950 年） 

①确定了蛋白质是生命的主要基础物质 

②确定了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是 DNA 

（2）创立阶段（1950~1970 年） 

①遗传信息传递中心法则的建立 

②对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进一步认识 

（3）发展阶段（1970 年以后） 

①重组 DNA 技术的建立和发展 

②基因组研究的发展 

③单克隆抗体及基因工程抗体的建立和发展 

④基因表达调控机理   

⑤细胞信号转导机理研究成为新的前沿领域 

 

3.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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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体内的有机大分子都是以碳原子为核心，以共价键的形式与氢、氧、氮、磷、硫等以不同

方式构成。 

（2）不同生物体内的种类有机大分子都是由相同的单体组合而成。 

（3）生物有机大分子组成与结构的基本原理: 

①构成不同生物体种类有机大分子的单体都是相同的。 

②所有大分子的结构都遵循共同的规律。 

③特定生物体内的核酸和蛋白质决定自身的属性。 

（4）分子生物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①重组 DNA 技术（基因工程） 

可被用于大量生产某些在正常细胞代谢中产量很低的多肽，可用于定向改造某些生物的基因组结构，

可被用来进行基础研究。 

②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 

信号转导研究，转录因子研究，RAN 剪接。 

③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结构分子生物学） 

④基因组、功能基因组与生物信息学研究 

 

4.展望 

（1）分子生物学已经渗透到生物学的几乎所有领域 

（2）分子生物学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带头学科 

（3）21 世纪是生命科学世纪，生物经济时代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

学、信号跨膜转导成为新的热门领域  

（4）21 世纪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态势 

对生命现象的认识从单基因水平向全基因组整体水平发展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技术从较长期

的积累走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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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染色体与 DNA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细胞－染色体－DNA 

考点：真核生物染色体的组成与结构 

考点：DNA 复制的延长阶段以及参与的酶和蛋白质分子 

考点：DNA 复制的调控 

考点：DNA 复制的方向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染色体的组成与结构 

1.细胞－染色体－DNA 

（1）真核细胞的结构 

原核与真核染色体 DNA 比较 

①原核生物中一般只有一条染色体且大都带有单拷贝基因，只有很少数基因〔如 rRNA 基因〕是以多

拷贝形式存在； 

②整个染色体 DNA 几乎全部由功能基因与调控序列所组成； 

③几乎每个基因序列都与它所编码的蛋白质序列呈线性对应状态。 

（2）染色体的形态示意图 

 

 

（3）人类染色体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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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生物综合考研辅导课件 

 

《现代分子生物学》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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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生物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生物化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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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生物综合考研核心题库 

 

《生物化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ping-pong reaction（兵兵反应） 

【答案】多底物酶促反应中，酶结合一个底物并释放出一个产物，留下一个取代酶，然后该取代酶再

结合第二个底物和释放出第二个产物，最后酶恢复到它的起始状态。 

 

2． 多糖. 

【答案】是由 10个以上单糖以糖苷键连接而成的大分子化合物。 

 

3． HMG CoA 

【答案】HMGCoA即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 A，由乙酰乙酰 CoA和乙酰 CoA由 HMGCoA合酶催化缩合而

成，是合成胆固醇和酮体的中间产物。 

 

4． 药物的生物转化（biotransformation） 

【答案】指体内正常不应有的外来有机化合物包括药物或毒物在体内进行的代谢转化。药物在体内的

代谢转化有其特殊方式和酶系。 

 

5． reducing sugar（还原糖） 

【答案】羰基碳（异头碳）没有参与形成糖苷键，因此可被氧化充当还原剂的糖。 

 

6． 第二相反应 

【答案】是指非营养物质通过与某些内源性极性分子或基团共价结合增加极性和水溶性，易于随胆汁

排出或经肾脏排泄。 

 

7． 色氨酸吡咯酶 

【答案】 色氨酸吡咯酶又称色氨酸加氧酶，催化色氨酸吡咯环加氧断开，是色氨酸提供一碳单元、

丙酮酸（生糖）、乙酰乙酰 （生酮）以及形成尼克酸等代谢的第一步反应。 

 

8． liposome（脂质体） 

【答案】当磷脂浓度增加到使水-空气界面达到饱和时，水环境中的磷脂将以微观的脂质聚集体的形

式存在。脂质体是是由包围水相空间的磷脂双层形成的囊泡（小泡）。 

 

9． affinity chromatography（亲和色谱） 

【答案】利用共价连接有特异配体的色谱介质分离蛋白质混合物中能特异结合配体的目的蛋白或其他

分子的色谱技术。 

 

10．手性分子 

【答案】是指具有结构不对称性、不能与其镜像重合的分子。 

 

11．基因工程 

【答案】基因工程通过DNA重组技术将外源基因在生物体（如大肠杆菌、酵母、昆虫等）中得到表达，

可以生产很有用途的产品，包括昂贵的稀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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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out（痛风） 

【答案】痛风是嘌呤代谢异常使尿酸过量生产或尿酸排泄不充分引起的尿酸堆积造成的，尿酸结晶堆

积在软骨、软组织、肾脏以及关节处。在关节处的沉积会造成剧烈的疼痛。 

 

13．脂肪酸的 氧化 

【答案】脂肪酸的 氧化是指脂肪酸氧化分解的主要方式，它包括脱氢、加水、再脱氢及硫解四步反

应。因主要从脂肪酸的 位碳原子脱氢氧化，所以称这一反应过程为脂肪酸的 氧化 

 

14．molecular hybridization（分子杂交） 

【答案】不同的 DNA片段之间、DNA与 RNA片段之间按碱基互补配对而使来源不同的两条多核酸链相

互结合的过程。 

 

15．巴士德效应 

【答案】是指有氧条件下酵母的酒精发酵受到抑制，表现为葡萄糖消耗量减少、消耗速度减慢，并维

持细胞内各种代谢物浓度基本稳定。其他生物亦如此。 

 

16．解释：2， 二磷酸果糖 

【答案】磷酸果糖激酶 2催化 6-磷酸果糖磷酸化的产物，是糖酵解、糖异生重要的调节剂。 

 

17．葡萄糖溶液的变旋现象 

【答案】一种葡萄糖立体异构体溶解于水形成平衡体系的过程中溶液的旋光度会改变，这一现象称为

葡萄糖溶液的变旋现象。 

 

18．人源化抗体（ ） 

【答案】将鼠源抗体分子的互补决定区序列移植到人源抗体可变区框架中而制成的抗体，即抗体的可

变区部分（即 VH和 VL区）或抗体所有全部由人源抗体基因所编码，主要包括嵌合抗体、改型抗体、表面

重塑抗体和全人源化抗体等几类。 

 

19．颠换 

【答案】DNA损伤的一种，是嘌呤碱基和嘧陡碱基之间的置换。 

 

20． 印迹 

【答案】Western印迹，即蛋白质印迹，先将蛋白质经聚丙烯酿胺凝胶电泳分离，转移至硝酸纤维素

膜上，以特异的蛋白质（抗体）作探针与相应的蛋白质结合，放射性显影（放射性标记的抗体）或其他方

法显现抗体抗原结合的位置及其浓度。因利用抗体抗原反应，又称免疫印迹，可检测样品中特异蛋白质的

性质和相对量。 

 

21．excision repair（切除修复） 

【答案】即在一系列酶的作用下，将 DNA分子中受损伤部分切除掉，并以完整的那一条链为模板，合

成出切去的部分，然后使 DNA恢复正常结构的过程。 

 

22．peptide unit（肽单位） 

【答案】又称为肽基（peptide group）,是肽链主链上的重复结构。是由参与肽键形成的氮原子和碳

原子及它们的 4个取代成分：羰基氧原子、酰胺氢原子和两个相邻的 碳原子组成的一个平面单位。 

 

23．等位基因（allele）  

【答案】一对同源染色体在同一基因座上的一对基因称为一对等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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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氧化脱氨基 

【答案】是指在酶的催化下，氨基酸氧化脱氢、水解脱氨基，生成氨和 酮酸。 

 

25．协同反馈抑制（ ） 

【答案】指两个或以上的反馈抑制作用，其作用点是一个酶时，反馈作用的强度大于两者单独作用之

和。 

 

26．glucuronate pathway（糖醛酸途径） 

【答案】从 6_磷酸葡萄糖或 1-磷酸葡萄糖开始，经 UDP-葡萄糖醛酸生成葡萄糖醛酸和抗坏血酸的途

径。但只有在植物和那些可以合成抗坏血酸（维生素 C）动物体内，通过该途径可以合成维生素 C。 

 

27．药物代谢的抑制剂（inhibitors of remedy metabolize） 

【答案】许多化合物可以抑制某些药物的代谢，称为药物代谢的抑制剂。 

 

28．糖的有氧氧化 

【答案】在有氧条件下葡萄糖彻底氧化分解生成 和 ，释放大量能量的反应过程。 

 

29．体液 

【答案】分布于细胞内外、含有多种无机盐和有机物的溶液。 

 

30．氨甲酰磷酸 

【答案】①线粒体中氨与二氧化碳在 供能条件下合成的活性氨甲酰基化合物，尿素循环第一步反

应的产物。②细胞质中谷氨酰胺与二氧化碳在 供能条件下合成的活性氨甲酰基化合物，嘧啶核苷酸从

头合成途径第一步反应的产物。 

 

31．微量元素 

【答案】是指人体每日需要量在 以下、不超过体重 的元素。 

 

32．基因克隆 

【答案】基因克隆又称分子克隆或重组 DNA，即在体外利用各种工具酶将目的基因和载体 DNA组成一

个具备自我复制能力的复制子，进而将它转化或转染宿主细菌或细胞，筛选出含有目的基因的宿主细胞（转

化子），扩增转化子以提取目的 DNA的技术。 

 

33．phenylketonuria（苯丙酮酸尿症） 

【答案】苯丙酮酸尿症是由于苯丙氨酸轻化酶缺乏，苯丙氨酸不能正常轻化为酪氨酸只能靠转氨生成

苯丙酮酸，引起苯丙酮酸堆积的代谢遗传病。苯丙酮酸堆积对神经有毒害，智力发育出现障碍。 

 

34．酶活性中心 

【答案】由酶的必需基团组成的特定空间结构区域，能与底物特异地结合并将其转化为产物，称为酶

的活性中心（或活性部位）。辅酶或辅基参与酶活性中心的组成。 

 

35．topoisomerase（拓扑异构酶） 

【答案】通过切断 DNA 的一条或两条链中的磷酸二酯键，然后重新缠绕和封口来改变 DNA连环数的酶。

拓扑异构酶Ⅰ通过切断 DNA 中的一条链减少负超螺旋，增加一个连环数；而拓扑异构酶Ⅱ切断 DNA的两条

链增加负超螺旋，减少 2个连环数。 

 



                                                                 

                                                                              考研精品资料 

 第 783 页 共 996 页 

36．酶原激活 

【答案】无活性的酶的前体（酶原）在一定条件下水解开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肽键，分子构象改变，形

成活性中心，出现酶的活性，这种转化过程称为酶原激活。 

 

37．变构效应 

【答案】生物体内的有些酶受到变构调节。即变构效应剂与酶的调节亚基结合引起酶结构变化而改变

酶的活性，这种调节方式称为变构效应。 

 

38．permeability coefficient（通透系数） 

【答案】是离子或小分子扩散通过脂双层膜能力的一种量度。 

 

39．缓冲液 

【答案】是指能够抵抗有限稀释或少量外来酸、碱的影响，保持其 没有明显改变的溶液。 

 

40．galactosemia（半乳糖血症） 

【答案】人类的一种基因型遗传代谢缺陷病，患者体内缺乏半乳糖-1-磷酸尿苷转移酶，不能使半乳

糖-1-磷酸转变为 UDP-半乳糖，结果使血中半乳糖积累，进一步造成眼睛晶状体半乳糖含量升高并还原为

半乳糖醇。 

 

41．上游启动子元件 

【答案】真核生物顺式作用元件之一类，典型的是在上游 区的 TATA 盒，在上游 区的

GC盒或 CAAT盒等调控转录的 DNA序列，是 RNA聚合酶识别和结合之处，它们与相应的转录因子结合以控

制转录效率。 

 

42． （脂肪酸 氧化） 

【答案】动物体内 12碳以下的脂肪酸等在酶的催化下，在远离羧基末端的烷基末端（端）碳 原子被

氧化成羟基，再进一步氧化而成羧基，生成 ， 二羧酸的过程。 

 

43．homologous proteins（同源蛋白质） 

【答案】来自不同种类生物，而序列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例如血红蛋白。 

 

44．allopurinol（别嘌呤醇） 

【答案】别嘌呤醇是结构上（嘌呤环上第 7位是 C，第 8位是 N）类似于次黄嘌呤的化合物，对黄嘌

呤氧化酶有很强抑制作用，常用来治疗痛风。 

 

45．PRPP 

【答案】PRPP是磷酸核糖焦磷酸（phosphoribosyl pyrophosphate）的缩略词，是活化的核糖，参与

曝呤核苷酸、嘧啶核苷酸的从头合成和补救合成。 

 

46．脂溶性维生素 

【答案】是指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和维生素 K等 

 

47．移码突变 

【答案】是指编码区内发生插入缺失，且插入缺失的不是 3〃个碱基对，导致该位点下游的遗传密码

全部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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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简述细菌 RNA 聚合酶的校正机制。 

【答案】RNA 聚合酶可在两个水平上进行校对：一是借焦磷酸解除错误掺入的核苷酸，而是聚合酶发

生熄火，酶向后退，切除一段 RNA（包括错配碱基），然后再重新开始转录。 

 

60．举例说明单链核酸中形成茎环结构的重要性。 

【答案】例如，当转录产物结构中形成茎环结构时往往意味着转录的终止。 

 

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 生物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浙江中医药大学 612生物综合之生物化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生物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药物代谢的抑制剂（inhibitors of remedy metabolize） 

【答案】许多化合物可以抑制某些药物的代谢，称为药物代谢的抑制剂。 

 

2． catabolite gene activator protein，CAP（降解物基因激活蛋白） 

【答案】也叫环腺苷酸调节蛋白，是一个二聚体蛋白质，能与环腺苷酸形成复合物，之后与乳糖操纵

子启动子附近特异 DNA序列结合，促使 RNA聚合酶的转录起始。 

 

3． 转录起始因子 

【答案】参与转录起始作用的蛋白因子。如原核生物 RNA聚合酶的 a亚基。 

 

4． 营养必需氨基酸 

【答案】营养必需氨基酸：20种标准氨基酸中的 8种氨基酸（苯丙氨酸、蛋氨酸、缬氨酸、赖氨酸、

异亮氨酸、亮氨酸、色氨酸和苏氨酸）不能在人体内合成，需从食物获取，缺乏其中任何一种都会出现负

氮平衡。 

 

5． configuration（构型） 

【答案】一个有机分子中各个原子特有的固定的空间排列。这种排列不经过共价键的断裂和重新形成

是不会改变的。构型的改变往往使分子的光学活性发生变化。 

 

6． 嘌呤核苷酸从头合成 

【答案】利用 、一碳单位、氨基酸和磷酸核糖等较简单物质为原料，经过一系列酶促反应，合成

嘌呤核苷酸，称为从头合成，是体内多数细胞合成嘌呤核苷酸的主要途径。 

 

7． glyoxylate cycle（乙醛酸循环） 

【答案】乙醛酸循环是某些植物、细菌和酵母中三羧酸循环的支路，通过该循环中异梓檬酸裂解酶和

苹果酸合成酶的作用可以由乙酰 CoA净合成琥珀酸。乙醛酸循环是油料植物种子脂肪酸转化为糖类物质以

及微生物利用乙酸为碳源进行代谢的途径。 

 

8． Klenow fragment （Klenow片段） 

【答案】E.coli DNA 聚合酶Ⅰ经部分水解生成的 C 末端 605 个氨基酸残基片段。该片段保留了 DNA

聚合酶 的 聚合酶和 外切酶活性，但缺少完整酶的 外切酶活性。 

 

二、问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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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什么在通气条件下产生等量的酵母菌所消耗的葡萄糖量明显低于静置培养？ 

【答案】酵母菌是兼性厌氧菌，通气做有氧呼吸，不通气做无氧呼吸，静置培养没有氧气，故做无氧

呼吸，产生能量相同的条件下消耗的葡萄糖量有氧呼吸少于无氧呼吸，所以在通气条件下产生等量的酵母

菌所消耗的葡萄糖量明显低于静置培养。 

 

10．以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为例，具体分析二者的功能差异，从而解释空间结构决定生物学功能的关系。 

【答案】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有相似的三级结构和相似的氧结合机理，其血红素辅基中 的价态

对于它们可逆结合氧十分重要。但肌红蛋白是单体蛋白，在低氧时，对氧有较高的亲和力，有利于从含氧

量少的血液中结合氧，其氧结合曲线呈双曲线特征；而血红蛋白是寡聚蛋白，在低氧时(脱氧血红蛋白)对

氧的亲和力低，在高氧时(氧合血红蛋白)对氧有高亲和力，氧合曲线呈 S形特征，血红蛋白的 S形氧合曲

线还表明其亚基间有协同效应。 

 

11．蛋白质有哪些重要功能？  

【答案】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体现者。具有催化作用(酶)；调节作用(免疫球蛋白)；运输作用(血红

蛋白)；贮存作用；作为结构成分等。蛋白质也可作为能量的来源、氮源、提供缓冲效应和体液渗透压。 

 

12．对于下列酶促反应： 

 

(1)请用稳态方法推出米氏方程(写明推导过程)。 

(2)如果该酶有两个底物(S1，S2)，如何判断哪个是该酶的最适底物？为什么？ 

【答案】 (1)ES复合物的形成速度为：  

ES复合物的分解速度为：  

在稳态条件下，ES复合物的形成速度等于分解速度： 

 

即  

若  

则  

即 ① 

酶反应速度  

酶被底物饱和时，  

酶反应速度 ② 

由①和②可求得  

(2)分别测定两个底物的米氏常数，米氏常数小的底物是最适底物，这是根据最适底物的定义而定的。 

 

13．酶的共价修饰调节及其生理意义？ 

【答案】共价调节酶分子中有活性区和调节区，调节剂通过共价键与酶分子结合，以增减酶分子上的

基团，从而调节酶的活性状态与非活性状态相互转化。 

主要类型有六种:①磷酸化/去磷酸化；②乙酰化/去乙酰化；③腺苷酰化/去腺苷酰化；④尿苷酰化/

去尿苷酰化；⑤甲基化/去甲基化；⑥ 。 

意义:通过共价修饰调节可以控制调节酶在活性状态与非活性状态相互转化，以保证代谢反应的正常

进行。 

 

14．真核生物基因转录调控因子有什么重要的功能域？ 

【答案】真核生物基因转录调控因子也叫反式作用因子，是一类特殊的 DNA结合蛋白。不同的转录调

控因子能与 DNA上的特异的顺式作用元件相互作用，对转录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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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结合 DNA的转录调控因子都有结合 DNA的结构域，并有一些共同的结构，其基序结构主要有以下

几种。 

(1)螺旋-转角-螺旋。 

(2)锌指:是调控转录的蛋白质因子中与 DNA 结合的一种基元，它是由大约 30 个氨基酸残基的肽段与

锌螯合形成的指状结构，锌以 4 个配位键与肽链的 Cys 或 His 残基结合，指形突起的肽段含 12〜13 个氨

基酸残基，指形突起嵌入 DNA的大沟中，由指形突起或其附近的某些氨基酸侧链与 DNA的碱基结合而实现

蛋白质与 DNA的结合。 

(3)亮氨酸拉链:两个蛋白质分子近 C 端肽段各自形成两性 螺旋， 螺旋的肽段每隔 7 个氨基酸残基

出现一个亮氨酸残基，两个 螺旋的疏水面相互靠拢，两排亮氨酸残基疏水侧链排列成拉链状，形成疏水

键，使蛋白质结合成二聚体，螺旋的上游富含碱基氨基酸(Arg、Lys)肽段借 Arg、Lys 侧链基团与 DNA 的

碱基相互结合而实现蛋白质与 DNA的特异结合。 

(4)螺旋-突环-螺旋:由两个两性 螺旋通过一个肽段连接形成螺旋-环-螺旋结构，两个蛋白质通过两

性螺旋的疏水面相互结合，与 DNA结合则依靠此基元附近的碱性氨基酸侧链与 DNA碱基结合而实现。 

 

15．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翻译起始阶段有何异同之处？ 

【答案】相似之处在于：都需生成翻译起始复合物；都需多种起始因子；翻译起始的第一步都需核蛋

白体的大小亚基先分开；都需mRNA、氨酰 结合到核蛋白体小亚基上；mRNA在小亚基上就位都需一定

的结构成分协助；在结合有mRNA和起始tRNA的小亚基上，最后需加上大亚基；都需消耗能量。 

不同之处：真核生物中，核蛋白体是 ； 种类多；起始tRNA是 且不需甲酰化；mRNA没有

SD序列。mRNA在小亚基上就位需 端帽子结构和帽结合蛋白及 ； ， 先结合到小亚基上。

原核生物中，核蛋白体是 ； 种类少； ，需甲酰化；需SD序列与 配对结合，及

辨认识别序列；mRNA先于起始tRNA结合到小亚基上。 

 

16．何谓酶的专一性？酶的专一性有哪几类？ 

【答案】酶的专一性是指酶对催化的反应和反应物有很严格的选择性。酶往往只能催化一种或一类反

应，或只作用一种或一类底物。根据对底物的选择性，酶的专一性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结构专一性和立体

异构专一性。 

结构专一性指酶对底物的特征结构——化学键或功能团等有选择，根据酶对底物的化学键及两侧基团

的要求不同，可以分为两类： 

(1)绝对专一性：只作用于一种底物产生一定的反应，称为绝对专一性。 

(2)相对专一性:专一性要求略低①键专一性：只要求作用于一定的化学键，对键两侧的基团没有严格

要求；②基团专一性立体异构专一性指酶对底物的构型有选择。 

立体专一性是指当底物具有立体异构体时，酶只能催化一种异构体发生某种化学反应，而对另一种异

构体无作用，，可分为旋光异构专一性和几何异构专一性。 

旋光异构专一性：当底物具有旋光异构体时，酶只作用于其中一种；②几何异构专一性：对于底物的

几何构型有严格要求，含有双键的化合物具有顺反异构，酶只作用于其中一种。 

 

三、论述题 

17．如何区分相对分子质量相同的单链 DNA与单链 RNA? 

【答案】DNA和 RNA的组成不同，理化性质存在差异。 

（1）用专一性的 RNA 酶与 DNA酶分别对两者进行水解。 

（2）用碱水解，RNA 能够被水解，而 DNA不被水解。 

（3）进行颜色反应，二苯胺试剂可以使 DNA变成蓝色；苔黑酚（地衣酚）试剂能使 RNA变成绿色。 

（4）用酸水解后，进行单核苷酸的分析（色谱法或电泳法），含有 U的是 RNA，含有 T的是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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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当胰蛋白酶 102位的 Asp突变为 Ala时将对该酶与底物的结合和对底物的催化有什么影响？ 

【答案】胰蛋白酶通过一个 、一个 和一个 ，它们成串排列，通过氢键网络成一个所

谓的催化三联体，催化三联体在功能上起转移电荷的作用。通过底部 残基的负电荷吸引碱性氨基酸

残基的侧链，如果胰蛋白酶 102 位的 Asp 突变为 Ala 时，改变了催化三联体的转移电荷的作用，Ala为疏

水性氨基酸，在空间结构形成过程中位于分子内侧，对活性中心的空间结构改变影响不大，所以对底物的

结合无显著影响；但对底物的催化活性丧失。 

 

19．怎样确定双向复制是 DNA复制的主要方式，以及某些生物的 DNA采取单向复制？ 

【答案】通过放射自显影方法，在复制开始时，先用低放射性的 胸腺嘧啶核苷标记大肠杆菌。经

数分钟后，再转移到含有高放射性的 胸腺嘧啶核苷的培养基中继续标记。这样在放射自显影图上，复

制起始区的放射性标记密度比较低，感光还原的银颗粒密度就较低；继续合成区标记密度较高，银颗粒密

度也较高。对于枯草杆菌、某些噬菌体和高等真核细胞的染色体等许多 DNA来说，都是双向复制，所以银

颗粒的密度分布应该是中间密度低，两端密度高；而对于大肠杆菌噬菌体 、质体和真核细胞线粒体等某

些 DNA来说，复制是单向的，则银颗粒的密度分布应该是一端局、一端低。 

 

20．鱼藤酮是来自植物的一种天然毒素，强烈抑制昆虫和鱼类线粒体 NADH 脱氢酶；抗霉素 A 也是一种毒

性很强的抗生素，强烈抑制电子传递链中泛酸的氧化。 

（1）为什么某些昆虫和鱼类摄入鱼藤酮会致死？ 

（2）为什么抗霉素 A 是一种毒药？ 

（3）假设鱼藤酮和抗霉素 A封闭它们各自的作用部位是等同的，那么哪一个毒性更厉害？ 

【答案】（1）NADH 脱氢酶被鱼藤酮抑制，降低了电子流经呼吸链的速度，因此也就减少了 ATP 的合

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生成的 ATP不能满足生物体对 ATP的需求，生物体将死掉。 

（2）因为抗霉素 A强烈抑制泛醌的氧化，同样会发生（1）的情形。 

（3）由于抗霉素 A封闭了所有电子流向氧的路径，而鱼藤酮只是封闭来自 NADH，而不是来自

的电子的流动，所以抗霉素 A的毒性更强。 

 

21．阐述乙酰 CoA参与了哪些生物化学反应过程？ 

【答案】（1）乙酰 CoA在线粒体中与草酰乙酸生成柠檬酸进入 TCA循环； 

（2）乙酰 CoA参与酮体生成； 

（3）乙酰 CoA参与乙醛酸循环； 

（4）乙酰 CoA参与脂肪酸从头合成途径； 

（5）乙酰 CoA参与固醇的合成； 

（6）乙酰 CoA通过 TCA循环参与氨基酸代谢； 

（7）乙酰 CoA参与柠檬酸-丙酮酸转运系统的生化过程。 

 

22．指出三种测定蛋白质含量的方法，并以其中一种方法为例，说明其原理和主要特色。 

【答案】（1）双缩脲法：利用在碱性条件下，肽键和铜离子形成有色复合物，测定其颜色的吸光值

并和标准蛋白质比较可获得其含量值。灵敏度低，但特异性高，干扰小。操作简便快速，适合大批量样品

含量测定。 

（2）紫外吸收法：利用蛋白质在 280nm下有最大吸收，在此波长下测蛋白质溶液的吸光值并与标准

蛋白质比较可获得其含量值。优点是迅速、简便、不消耗样品，可回收。在蛋白质和酶的生化制备中广泛

应用。缺点是其他吸收紫外线的物质有干扰，与标准蛋白质中色氨酸、酪氨酸含量有差异的样品存在误差。 

（3）凯氏定氮法：利用蛋白质中氮的含量比较稳定，平均含量为 ，通过凯氏定氮仪测出蛋白质

中氮的含量，可知蛋白质的含量。操作烦琐，试剂消耗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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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RNA干扰｜戀刀一䄀 椀渀琀攀爀昀攀爀攀渀挀旿屴
	94．衰减调控
	95．基因诊断芯片｜拿屴
	96．高能化呜扲�
	97．聚呜抑皔쵞�
	98．酶的活性中心
	99．寡糖
	100．VLDL
	101．DNA的增色效应和减色效应
	102．低血糖
	103．血清酶
	104．prochiral molecular｜扯屢䭠❒ٛ僿屴
	105．PI
	106．细胞凋亡
	107．诱导性表达
	108．citric acid shuttle｜执겑硺罨귿屴
	109．缓冲体系
	110．磷脂
	111．post-transcriptional processing｜抏江啔๒ꁝ屴
	112．noncompetitive inhibition｜抗幺�襠❢酒㙏屵⣿屴
	113．二氢叶酸还原酶
	114．多不饱和脂肪酸
	115．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116．DNA的复制
	117．新化学实体｜拿屴
	118．反巴斯德效应
	119．类花生酸
	120．等渗溶液
	121．饱和脂肪酸｜戀猀愀琀甀爀愀琀攀搀 昀愀琀琀礀 愀挀椀擿屴
	122．顺反子｜戀挀椀猀琀爀漀滿屴
	123．salting out｜扶큧郿屴
	124．营养必需脂肪酸
	125．可扩散钙
	126．ACAT
	127．生物药物｜拿屴
	128．chemiosmotic theory｜打ᙛ普ថུڋ뫿屴
	129．反义核酸
	130．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131．基因
	132．feedback inhibition｜打춙衢酒㛿屴
	133．单链结呜抆쭶緿屢｜�
	134．竞争性抑制
	135．呜晓ᙏ屵⣿屢｜�
	136．酮血症｜戀欀攀琀漀渀攀洀椀懿屴
	137．configuration｜执著诿屴
	138．半保留复制
	139．thin-laver chromatography｜抅葜䊂犌ㇿ屴
	140．生糖氨基酸
	141．基因突变
	142．胰脂肪酶
	143．基因组文库
	144．energy charge｜技ﶃ矿屴
	145．uncouplin gagent｜抉皀呒䋿屴
	146．isoelec tricfocusing electrophoresis,IFE｜扻䥵㖀婱♵㕬屴
	147．
	148．翻译
	149．糖组｜戀最氀礀挀漀洀旿屴
	150．conformation｜执蒌懿屴

	《生物化学》考研核心题库之问答题精编
	1． 简要说明影响氧化磷酸化的因素。
	2． 试比较DNA与RNA的分子组成、分子结构、细胞内主要分布及生理功能不呜晒ٝ呼אּ�
	3． 什么是氨中毒？试述尿素的呜扢ၓ쩡ཎ䤰�
	4． 何为呜普邑쵾쐀ⱏ䵰륲祟ɠ➑쵾쑎쪍썛偎쭛ﱶ萀䐀一䆑쵾쓿ὢ粉膋๎屴种DNA重组方式在机制上的差异。
	5． 用简单的词句解释下列名词：
	6． 比较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转录起始的第一步杜瑎쁎䡎ൔ屦？
	7． 核苷酸是细胞呜扢ၨ㢑硶葓齥駿屦在核苷酸的呜扢ႏ읺ⷿ屦细胞通过何种方式来调节不呜晨㢂碑콶葞玈懿ᾋ핒٧過䬰�
	8． 表示出体内利用果糖呜扢ၼ홓齶蒐ᑟ萰�
	9． 在搏斗或逃逸时｜暀빎ઁ穽⁶蒑쩥㹏쎏�鴰ş쎀豔貚ꢚ벀豎葼홓龖䶉屦在肝脏中糖原降解的终产物是葡萄糖｜暀屦在骨骼肌中的终产物是丙酮酸。请回答以下问题：
	10．蔗糖呜扢ၶ葎⑧憐ᑟ萰�
	11．简述蛋白质的定量测定方法的类别和胶体金测定的原理。
	12．一种叫做FP的十肽｜晑睧屴抗肿瘤活性。请根据下面的信息推导该肽的氨基酸顺序。
	13．简述草酰乙酸在糖代射中的重要作用。
	14．比较脂肪酸生物呜扢၎❓ᙶ葓㩒⬰�
	15．质粒含杜琀⡖�꽽靠✀⥔谀⡬⢂쒗劗屴素抗性)基因｜晗⡧葞晴쵾쑛健퉑教ㅭ㭔屦若杜瑎ஏ앑뗿屦质粒分别可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16．简述磷酸葡萄糖的代谢途径。
	17．参与真核生物核糖体循环的蛋白质因子杜瑔鯿㮉腧屴何作用？
	18．已知用限制性内切核酸酶和酶切以后可分别产生黏性末端序列和平末端序列
	19．真核生物成熟mRNA的结构特点及各结构的功能是什么？
	20．列举5个具杜瑬뭵靏屵⡶蒑皃潲椰�
	21．蛋白质杜瑔鮑춉腒龀﷿�
	22．氰化物为什么能引起窒息死亡？其解救机理是什么？
	23．是如何作为第二信使在细胞间信息转导中发挥作用的？
	24．何谓酮体？酮体生成杜瑏啵ὴ١ཎ䧿ύ肉腓�湏卦⽙艏啵ὢၓ쩬❓ᙒ⥵⡶萰�
	25．真核生物转录前水平的基因调节主要杜瑔魥륟�
	26．简述载脂蛋白的分类和主要作用。
	27．试述下列因素如何影响DNA的复性过程。①阳离子的存在；低于的温度；③高浓度的DNA链。
	28．关于的DNA聚呜抑瘡惿屦试回
	【答案】
	29．下列符号所代表的糖类化学名称分别是什么。
	30．试说明DNA双螺结构模型的要点。
	31．试以磺胺为例阐明竞争性抑制的特点及磺胺抑菌的作用机制。
	32．什么是逆转座子？杜瑎쁎䡲祟臿�
	33．杜璏�䡎N⩞罔䫿屦说某厂生产的一种补品含杜琀㝹쵬⡗晴磿屦其中杜瑑쵦⽟얗l⡗晴硻䤰ɏ悋פֿ蚏�^罔䫿屦杜瑏啡ὠ�
	34．已知一蛋白质杜瓿ᨀⴀ吀爀瀀ⴀ䴀攀琀ⴀ䄀猀瀀ⴀ吀爀瀀ⴀ䜀氀礀ⵞ轒ᜰɎ㩎虔屢成一个12核苷酸长度的探针｜晵⡎蹨쁭䮋쭶綍⡶著節屦因此由上述序列推测：
	35．脂类物质在生物体内主要起哪些作用？
	36．区别乜瑿ꞑ硟ꩳ꽎❓ᙸ硓ᙎ镲楬㑞獸硓ᘀ䄀吀偵ὢၥ륟ྲྀ葎ൔ屦。
	37．简述受体蛋白效应蛋白型受体的结构与功能作为药物作用的生物化学基础。
	38．请写出：(1)完整线粒体内从NADH至这段呼吸链的组成顺序；(2)产生偶联ATP呜扢ၶ蒐䷿ᬀ⠀㌀⥎屴个作用于这段呼吸链不呜暐䵶葢酒㙒䉶葔൹쩏屵⡰뤰�
	39．简述酶工程的概念及其主要研究范畴。
	40．何谓转录？简述转录与复制的异呜晰맿�
	41．什么是生物转化作用？生物转化的化学反应杜瑔魼筗诿屦可作为结呜扒䉶葲榍⡎㮉腧屴哪些？
	42．基因治疗可采用哪些方法？各杜瑏啒⥟૿�
	43．请回答1mol软脂酸彻底氧化分解｜晎ꝵὙᩜᅤ楜᐀䄀吀倀�
	44．遗传密码杜瑎쁎䡲祰맿�
	45．试述酶的米氏常数的特点及重要意义。
	46．蛋白质分离纯化技术是蛋白质研究和制备的一项重要技术。简单说明凝胶色谱法、离子交换色谱和亲和色谱法的分离纯化原理。
	47．生物氧化与非生物氧化的杜瑔魟ɔ屦点？
	48．举例说明酶的活性是怎样测定的。
	49．写出草酰乙酸参加的代谢循环的名称和意义。
	50．试述RNA生物呜扢ၶ葎�Ⱬ斚ꑓ쩷Ὠ㠀洀刀一䅶葢ၱ齒ꁝ읺ର�
	51．蛋白质变性过程中｜晧屴哪些现象出现？并举出乜瑹춀ﵟᖍ瞆쭶綍⡓�❶蒋핒䈰�
	52．论述参与原核生物DNA复制过程所需的物质及其作用。
	53．大量食用生鸡蛋清为什么会造成体内生物素缺乏？
	54．酶的专一性分哪几种(举例说明)？
	55．什么是糖蛋白？糖蛋白的多糖链与蛋白质多肽链通过哪些方式连接？
	56．用阳离子交换树脂分离核苷酸时｜晨㢂碈ខㅶ葑䡔ຘ穞车⾀屦不是UMP→GMP→AMP→CMP。为什么？
	57．简述胆汁酸肝肠循环及其生理意义。
	58．分离蛋白质的几种层析法及原理。
	59．简述酶法分析的主要特点和类型。
	60．真核生物中的转录后加工过程杜瑔鯿ὔҁཎ䥦⽎쁎䣿�
	61．以乳酸脱氢酶为例说明呜晝癙艏啾쑢ၓ쩑癡ཎ䤰�
	62．假设前期实验发现苯甲酸可能通过蛋白质X活性中心的K150、L200与蛋白质X相互作用｜晳끗⡛ﱞ屢幜晧悐읛驰륺腓�斚貋솏�v鉏屵⡸湛鹎䬀㔀〰Ā䰀㈀　ぶꕶ珿屦请提出你的实验方案(定点突变技术可省略｜晏䚉膋թ婺腓�葥륨䠰Ƙ蒋ꅶ葛麚豾퍧鱞百�穀屢理解释)。
	63．请列出两条跨膜细胞信号转导的途径。
	64．什么是生物膜的相变温度｜晑癮⥞Ꚛ�乎䕞ꙓ홑덎蹔魖�
	65．画出DNA复制过程中的复制叉｜晨ݑ繁㙢䂗v葔ѹ춑癔貏蕖僿屦并简述各种酶和辅因子的功能。
	66．羊毛衫等羊毛制品在热水中洗后在电干燥器内干燥｜晒ᥥ㙿⤰ɏ䙎ᵾ읔솏�䱔屦样的处理｜晓瑎㙿⤰ə艏喉쩷䁎⑹쵳낌懿�
	67．简述常用物质代谢的研究方法。
	68．与原核生物相比｜晷Ὠ㡵ὲ楗節쑧屴哪些特点？
	69．根据结构与催化机制(聜晎൦⽨㥣溈ꮚ煒꡶葹뭛偼筗謀⧿屦说出乜瑼箚煒뭛偶萀䄀吀傑癔൹�
	70．简述真核mRNA和原核mRNA的结构特点和不呜晎䭙а�
	71．从代谢的角度简要分析哪些物质在什么情况下会引起酮血或酮尿？
	72．真核生物染色体的线性复制长度是如何保证的？
	73．凝胶过滤和超过滤都是蛋白质分离纯化过程中常用的技术。它们杜瑥煔屦之处？试述它们两者的原理和操作。
	74．杜瑎Nﵨ㢑硨㝔쇿屦可能混杜瑜ᆋ뢆쭶綍⣿屦只允许定性测定一种元素即可确定其杜瑥쭶綍⡬慧폿屦你遜瑢쵑䍽屦为什么？
	75．激素可分为水溶性激素(如肾上腺素)和脂溶性激素(如固醇类激素)。大部分水溶性激素不进入到靶细胞里面｜暀屦是通过作用于细胞表面的受体发挥它的效应；脂溶性激素不仅进入靶细胞｜暀屦且是在细胞核内发挥作用。两类激素作用的模式与它们的溶解性、受体位置杜瑎쁎䡶獠⟿�
	76．简述乙酰CoA的来源与去路。
	77．通常以DNA中的G、C含量来描述其分子特征。
	78．当胞浆中脂肪酸呜扢႑콶�屦线粒体中脂肪酸氧化就会停止｜晎㩎쁎䣿�
	79．概述在肝、肾等组织内进行的转氨基偶联氧化脱氨作用的特点。
	80．核酸定磷法为什么要用强酸进行消化？杜瑎쁎䡥륬핓桦術ᙛ豑棿�
	81．简述糖蛋白寡糖链的主要功能。
	82．简述生物膜的流动性｜晞登肏Ɏⶁʀꪑ硛漏蹭䅒ꡠ❶葏屵⣿屦以及胆固醇对于膜流动性的影响｜晵⢋햚貋셦ຆ쭶綍⡶葭䅒ꡠ✰�

	《生物化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论述题精编
	1． 何为PCR?简述其基本原理。
	2． 动物体内脂肪酸代谢调控如何进行？
	3． 试述酶活性的调节方式。
	4． 生物体降解糖原｜扭쁼觿屴为什么采用磷酸解聜晎൦⽬㒉�
	5． 举例说明竞争性抑制剂的特点及应用。
	6． 酶溶液在加热时｜暑癶葭㭠❏᪐ၮ၎❙ㇿ屦己糖激酶在45 C加热12min后｜晭㭠❎❙㔀　◿屦但是如果己糖激酶溶液中杜瑙➑콶葞镲槿屢葡萄糖｜瑛塗⡥屦在45 C加热12min后｜晭㭠❓❙㌀◿屦为什么杜瑞镲楛塗⡥屦己糖激酶的热变性会受到抑制？
	7． 试述别构酶活性调节的机理。
	8． 以胰凝乳蛋白酶为例｜晻肏癓齶葯쁭㮏읺ର�
	9． 简述原核生物转录终止的两种方式。
	10．某蛋白质分子内部形成一个典型的螺旋结构｜暋땬⡗晴硞轒ᝎ㫿屦请指出该序列中哪些氨基酸面向分子内部？哪些氨基酸面向分子外部的水溶性环境？并解释理由。
	11．试述丙酮酸的去向？
	12．请举例说明酶的别构调节的生物学意义。
	13．用反应式说明酮戊二酸是如何转变成谷氨酸的｜晧屴哪些酶和辅助因子参与？
	14．酶活性中心低介电性对酶活性杜瑎쁎䡡ཎ䧿�
	15．在老鼠实验中发现｜晬ꅧ屴表达基因的个体含杜瑙➑콶萀䰀䐀䰰ɗ⢙溘�捞㡠앑땎屦老鼠会患杜瑒ꢁ屴粥样硬化。简述的缺乏如何引起LDL含量升高？
	16．胰蛋白酶、胰凝乳蛋白酶、弹性蛋白酶都是丝氨酸蛋白酶｜暀屦且都是从胰腺分泌的消化酶｜晎㩎쁎䡏屵⡞镲楎ൔ屦？
	17．在生物体内酶活性的调节可通过共价作用和非共价作用的方式进行｜暋ѣݑ祈y춌艥륟屦并举例说明。
	18．以葡萄糖作为碳源进行谷氨酸的发酵｜晑饑冀ㆄ憄Ѽ횏汓�ႌ㝬⢑碗�腾쾏읶葑⩎⊐ᑟ葶葔൹屦标出重要环节的酶及辅酶。
	19．如果mRNA上的阅读框已被确定｜晛荜ٓᙸŎy쵙᪀뵶葬⡗晴碘穞輰Ɏ칎�쭶綍⡶葝⡗晴碘穞迿屦是否能确定唯一的一种mRNA的核苷酸序列？为什么？
	20．真核生物DNA聚呜抑癧屴哪几种？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21．试述胰岛素如何降低血糖浓度？
	22．试述血浆脂蛋白分类及作用｜暏綁ʆ쭶絶葔⭎䥓쩏屵⠰Ȁ䰀䐀䱓䞚�Ā䠀䐀䲖䵏乎㩏啛ﲁꢁ屴粥样硬化？
	23．DNA复制需要RNA引物的证据杜瑔鯿�
	24．丙酮酸的氧化速率取决于细胞对能量的需要｜暋핫풏荎N⩎멗⢗奫扏ᅠ潥豗⡐媕羍�뮏큒ꡥ屦骨骼肌对丙酮酸的利用。
	25．试述多底物酶促反应类型。
	26．葡萄糖分子的第五位碳用标记｜晗⡧屴氧情况下进行彻底氧化。问经过几轮乜瑿ꞑ硟ꩳ꿿屦该呜晏䵽⁸덓屎㪑쩥㻿�
	27．糖酵解和糖异生作用中各杜瑎屴个可能产生无效循环的位点｜暏�屴个位点在两条途径中分别由什么酶来催化？以两条途径中果糖磷酸与果糖｜晎豸硎䮕蒏汓�㩏讋욀�⽙艏喐网䵥䡟ꩳ꽶萰�
	28．试述柠檬酸调控软脂酸呜扢ၶ葧㩴ذ�
	29．比较复制与转录的区别。
	30．简述基因工程的主要过程。
	31．鱼藤酮是来自植物的一种天然毒素｜晟㩰졢酒㙦چ歔貜籼签뽼鉏匀一䄀䐀䢁ㅬ⊑盿᭢鞗屴素A也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抗生素｜晟㩰졢酒㙵㕛偏ₐኔ﹎�硶葬❓ᘰ�
	32．糖酵解中间产物都是磷酸化呜扲槿屦为什么？
	33．为什么哺乳动物摄入大量糖容易长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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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简述血糖的来源、去路。
	14．概述在肝、肾等组织内进行的转氨基偶联氧化脱氨作用的特点。
	15．通常以DNA中的G、C含量来描述其分子特征。
	16．哺乳动物脂肪酸呜扢ၓ흧겑硭卞ꙓ�ᙟ煔췿屦为什么？
	17．一基因的编码序列中发生了一个碱基的突变｜暐ꍎ䢏�⩗節蒈梏빎ꝲ楗⡾퍧葎ਰŒ龀﵎ﵓ텵ὔ魥㥓��
	18．以原核生物为例简述mRNA的转录过程。
	19．脂肪酸的呜扢ၗ⢀�䙎ⶏ�䳿屦但脂肪酸呜扢ၢ䂗�腶葓齥饎妑瀀䌀漀䅗⡾뽼鉏卑蕎ꝵ屦这种物质不能直接穿过线粒体内膜｜晗⡾욀�蕙艏喉뎏��飿�
	20．生物体降解糖原｜扭쁼觿屴为什么采用磷酸解聜晎൦⽬㒉�
	21．Glu和Lys残基是某酶活性所必需的两个残基。根据pH对酶活性影响研究揭示｜暋癶葧Y❐걓᙭㭠❶萀瀀䢏텎ⵠ✰ʋ悋ຏ�⪑癶葭㭠➐䵶萀䜀栀楔谀䰀礀獫譗練⢑癏썓쵞鑎葏屵⣿屦并予以解释。
	22．如何理解乜瑿ꞑ硟ꩳ꽶葓첑쵏屵⣿屴羧酸循环中间体草酰乙酸消耗后必须及时进行回补｜晔♒᥎屴羧酸循环就会中断｜晩൲楏卑薃䦑灎妑硧屴哪几种回补途径？

	2024年生物化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RNA
	2． 缓冲液
	3． 核酸复性｜戀爀攀渀愀琀甀爀愀琀椀漀渀 漀昀 渀甀挀氀攀椀挀 愀挀椀擿屴
	4． 低分子量G蛋白｜戀猀洀愀氀氀 䜀 瀀爀漀琀攀椀滿屴
	5． 能量代谢｜拿屴
	6． wobble hypothesis｜扤䙒ꡛ暋屴
	7． 低血糖
	8． 鸟氨酸循环
	9． 在真核细胞内进行着各种不呜晶葎≓쵞铿屦为什么相互间不发生干扰｜晎侀끽燿�
	10．氨基甲酰磷酸是体内哪些物质代谢呜扢ၶ葎ⶕꝲ槿�
	11．简述核苷酸的生物功能。
	12．许多蛋白(酶)呜扢ၔຐ﵎䵏卶葟扟ཛ塗⣿屦以两类(种)蛋白(酶)为例说明这种机制的重要性。
	13．双螺旋DNA的模板链中一段序列如下：
	14．简述核小体的结构及功能。
	15．鉴于生物药物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要求较高｜暋肏癒㚐聧⽑睧屴哪些特点。
	16．简述尿素生成的基本过程和生理意义。
	17．请举例说明酶的别构调节的生物学意义。
	18．脂肪酸分解和脂肪酸呜扢ၶ蒏읺୧屴什么差异？
	19．酶活性中心低介电性对酶活性杜瑎쁎䡡ཎ䧿�
	20．真核生物DNA聚呜抑癧屴哪几种？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21．试述维生素在氨基酸代谢中的作用。
	22．在基因表达的转录水平调控中｜晎㩎쁎䡷Ὠ㡵ὲ楙ᩎ㩫掌ͣꟿ屦聜晓齨㡵ὲ楙ᩎ㪍ᾌͣ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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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生物化学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可扩散钙
	2． 鸟氨酸循环
	3． electron transfer inhibitor｜扵㕛偏ₐቢ酒㙒䋿屴
	4． configuration｜执著诿屴
	5． 胶体渗透压
	6． 可变脂
	7． Southern blot｜打坓炏異聧屴
	8． antimetabolite｜扢靎≲槿屴
	9． 说明一碳单位的种类及相应转变。
	10．果糖憐酸激酶(phosphofmctokinase｜昀倀䘀䬀⥦⽼횑疉≎蒖傐ᾑ盿屦此酶反应速度对底物果糖-6-磷酸浓度作图的动力学曲线如下图a所示｜晦뼀扦⽗⡓쵞鑏卼פֿⵒꁑ敎[驭卞ꘀ䄀吀偢䁟青ぶ葒ꡒ魛晦뿿屦曲线c是在ATP存在的条件下再加入一定浓度的果糖-2,6-二磷酸()｜晏鵖﹖�呙艎க飿�
	11．质粒含杜琀⡖�꽽靠✀⥔谀⡬⢂쒗劗屴素抗性)基因｜晗⡧葞晴쵾쑛健퉑教ㅭ㭔屦若杜瑎ஏ앑뗿屦质粒分别可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12．试述体内葡萄糖如何转变(呜扢က⦁ʀꩶ葵ὓᙧ㩴ذ�
	13．请写出：(1)完整线粒体内从NADH至这段呼吸链的组成顺序；(2)产生偶联ATP呜扢ၶ蒐䷿ᬀ⠀㌀⥎屴个作用于这段呼吸链不呜暐䵶葢酒㙒䉶葔൹쩏屵⡰뤰�
	14．怎样证明酶是蛋白质？
	15．胆固醇呜扢ၶ葓齥饦⽎쁎䣿ᾀ왖晴蝓汓�㩔魵ὴ٭㭠❲榍⣿�
	16．为什么DNA聚呜抑癧屴核酸酶活性聜昀刀一䆀婔屢酶无核酸酶活性？
	17．阐述乙酰CoA参与了哪些生物化学反应过程？
	18．比较己糖激酶与葡萄糖激酶。
	19．为什么说乜瑿ꞑ硟ꩳ꽦⽼혰Ɓɔ貆쭶綍⡎屴大物质代谢的共呜暐�
	20．试述肝昏迷的生化机理。
	21．DNA复制需要RNA引物的证据杜瑔鯿�
	22．为什么说转氨基反应在氨基酸呜扢ၔ貖䶉읺ⶐﶍ瞑춉腏屵⣿�

	2024年生物化学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基因重组
	2． 四氢叶酸
	3． sodium dodecy1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昀匀䐀匀ⴀ倀䄀䜀䗿屢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4． mismatch repair｜投ᦑ䵏屴
	5． 基因工程药物
	6． 血清酶
	7．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抐᪐ོﭥ烿屴
	8． dipolar ion｜扐癧腹뭛僿屴
	9． 简述Cech及Altman是如何发现具杜瑐걓᙭㭠❶萀刀一䅶蓿�
	10．试述血浆脂蛋白捜璍薐ό뭟썬핔豵㕬핶葒ټ筓쩒龀ﴰ�
	11．解释糖代谢中的巴斯德效应与反巴斯德效应。
	12．磺胺是一种抗菌药物｜暋肏婢謁鞃챶葧㩴ذ�
	13．根据实验结果推断多肽链的序列(给出推断依据)：
	14．如何解释酶活性与pH的关系的变化｜晐䝙艑癧Y❭㭠❗⠀瀀䠀㴀㑢ᘀ瀀䠀㴀ㅥ屦酶活性可能涉及哪些氨基酸侧链？
	15．试解释：
	16．酶为什么能加快反应速度？请简述其工作原理。
	17．试述维生素在氨基酸代谢中的作用。
	18．试述酶催化反应高效率的机理。
	19．指出乜瑹쵭䭛骆쭶綍⡔⮑콶葥륬헿屦并以其中一种方法为例｜暋๑癓齴ٔ豎㮉腲禂爰�
	20．乙酰CoA的1位碳被呜晏䵽ދ끔屦与草酰乙酸以及TCA循环所需要的酶及辅助因子一起温育｜晟ꩳ꽎T桔屦草酰乙酸和二氧化碳上是否杜瑔屦位素标记｜晙艧鱧屴请写出其位置。
	21．如何区分相对分子质量相呜晶葓喔︀䐀一䅎๓喔︀刀一䄀�
	22．试述多底物酶促反应类型。

	2024年生物化学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氨基酸的等电点
	2． 新化学实体｜拿屴
	3． 糖复呜扲槿屢glycoconjugate｜�
	4． apoCⅡ
	5． 单核巨噬细胞系统
	6． 核糖体循环
	7． 密码
	8． enzymatic compartmentation｜抑癶葓㩛ꑓ屴
	9． 试以酶原激活说明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10．今杜瑎�쭶綍⡭屢液｜晔⭧屴A、B、C3种蛋白质｜晔҆쭶綍⡶葬⡗晴硾쑢ၙ艎�
	11．试说明DNA双螺结构模型的要点。
	12．与DNA聚呜抑癎ൔ屦｜昀刀一䆀婔屢酶没杜瑨Ⅻ捭㭠⟿屦试解释为什么转录过程缺少校正功能对细胞并无害处。
	13．蛋白质中疏水作用力主要由何驱动？疏水作用力与温度杜瑏啶獠⟿屦并解释之。
	14．简述体内氨基酸代谢库的来源与去路。
	15．很多酶的活性中心均杜琀䠀椀獫譗禎쉎屦请解释。
	16．简述药物基因组学在药学领域中的应用。
	17．酶活性中心低介电性对酶活性杜瑎쁎䡡ཎ䧿�
	18．举例说明氨基酸降解的主要方式？
	19．HMGCoA在脂类代谢中杜瑏問屵⣿�
	20．动物以脂的形式贮存能量杜瑦㺄坶葏ᢍ詠⟿屦为什么还要以糖原的形式贮存能量？
	21．酶溶液在加热时｜暑癶葭㭠❏᪐ၮ၎❙ㇿ屦己糖激酶在45 C加热12min后｜晭㭠❎❙㔀　◿屦但是如果己糖激酶溶液中杜瑙➑콶葞镲槿屢葡萄糖｜瑛塗⡥屦在45 C加热12min后｜晭㭠❓❙㌀◿屦为什么杜瑞镲楛塗⡥屦己糖激酶的热变性会受到抑制？
	22．简述基因工程的主要过程。

	2024年生物化学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alkaptonuria｜扜㾞톑硵쟿屴
	2． 反义核酸
	3． 渗透活性物质
	4． exon
	5． carnitine shuttle system｜技襫퉸녺罨굼ﭾ�屴
	6． 蛋白多糖
	7． amino acid metabolic pool｜扬⡗晴硎≞鏿屴
	8． operator gene｜扤쵾땗節屴
	9． 蛋白质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0．下列试剂常用于蛋白质化学研究｜替屦丹磺酰氯、脲｜晎豸嵗𤋮ᾂ⠀䐀一䘀䈀⤰ǿ屦巯基乙醇｜晬㑔屢菌乜璑滿屦胰蛋白酶｜晟ɸ歬ゑ碂˿屦胰凝乳蛋白酶,SDS｜晣ݑ禍ْ⭛豢၎ᝎﭒꇿ屦需用上述何种试剂？
	11．真核细胞的胞浆里的值很低｜暀屦的值很高。怎样理解这样一个事实？试就动物体脂肪酸呜扢ႏ읺ஏ�䲋ꢋ먰�
	12．人体血液中的白蛋白主要起什么作用？白蛋白含量过低会造成什么影响？为什么？
	13．什么是共价修饰调节作用？
	14．简述膜内外物质是怎样跨膜出入细胞的。
	15．什么是脂肪动员？为什么会得脂肪肝？
	16．试分析磷酸己糖异构酶使糖酵解反应易化的机理。
	17．比较噜晔摎๖❕癨㢂硔屢成区别。
	18．为什么脂肪酸呜扢၎葿⥔屢反应是丙二酸单酰辅酶A｜暀屦不是两个乙酰辅酶A?
	19．试述乙酰CoA羧化酶在脂肪酸呜扢၎蒌ͣꝧ㩒㘰�
	20．采用哪些方法可获取目的基因？
	21．胰蛋白酶、胰凝乳蛋白酶、弹性蛋白酶都是丝氨酸蛋白酶｜暀屦且都是从胰腺分泌的消化酶｜晎㩎쁎䡏屵⡞镲楎ൔ屦？
	22．动物体内脂肪酸代谢调控如何进行？

	2024年生物化学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酶的正协呜晠�
	2． induced-fithypothesis｜抋ﱙ兔屢学说｜�
	3． multifunctional enzyme｜扙ᩒ龀盿屴
	4． 卫星 DNA｜戀猀愀琀攀氀氀椀琀攀 䐀一䇿屴
	5． 成肽反应
	6． 非竞争性抑制｜戀渀漀渀挀漀洀瀀攀琀椀琀椀瘀攀 椀渀栀椀戀椀琀椀漀滿屴
	7． 药物代谢
	8． 断裂基因
	9． 简述DNA损伤后的切除修复过程。
	10．为什么多细胞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比原核生物要复杂？为什么研究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更困难？
	11．试述氨基酸在体内的作用。
	12．试述维生素C的生化作用。
	13．简述生物药物的特点。
	14．简述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中启动子的结构特点及功能。
	15．作为克隆载体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16．现含杜琀䄀⠀⤰Ā䈀⠀⤰Ā䌀⠀⥎屴种球状单体蛋白质的混呜抆쭶絮뙭닿屦当分别经过凝胶过滤和SDS-PAGE进行分离时｜暕�
	17．鱼藤酮是来自植物的一种天然毒素｜晟㩰졢酒㙦چ歔貜籼签뽼鉏匀一䄀䐀䢁ㅬ⊑盿᭢鞗屴素A也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抗生素｜晟㩰졢酒㙵㕛偏ₐኔ﹎�硶葬❓ᘰ�
	18．为什么哺乳动物摄入大量糖容易长胖？
	19．在EMP途径中｜晸硧鱼홯삑癓휀䄀吀偶葓춙衢酒㛿屦聜昀䄀吀偓瑓졦⽸硧鱼홯삑癶葎y쵞镲槿屦试问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使酶失去效用？
	20．试述血浆脂蛋白分类及作用｜暏綁ʆ쭶絶葔⭎䥓쩏屵⠰Ȁ䰀䐀䱓䞚�Ā䠀䐀䲖䵏乎㩏啛ﲁꢁ屴粥样硬化？
	21．磷酸果糖激酶活性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杜瑏啵ὴ١ཎ䧿�
	22．简述原核生物转录终止的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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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现代分子生物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scRNA
	2． 拓扑异构酶
	3． 插入序列
	4． 诱导物
	5． 反向重复
	6． 原癌基因
	7． PCR
	8． 切除修复
	9． 什么是增强子？增强子具杜瑔魲祰뤀㽘鹟㩛偗⡗節梏빎ⶍ睎쁎䡏屵⣿ὑ癏屵⡓齴٦⽎쁎䣿�
	10．细胞通过哪些修复系统对DNA进行修复？各自杜瑏啲祰맿�
	11．区别可诱导和可阻遏的基因调控。
	12．举例说明单链核酸中形成茎环结构的重要性。
	13．什么是转录起始前复呜扏匀�
	14．真核生物DNA序列捜瑱枑쵙൞ꙓَ㩔篿ὒْ⭧屴什么样的特征？它们在整个基因组中分别充当什麽样的角色？
	15．真核生物启动子的基本结构包括哪些部分？分别杜瑏啒龀﷿�
	16．简述真核生物染色体的组成以及组装过程。

	2024年现代分子生物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呜普遟ɟ扗節�
	2． 终止子
	3． 腜瑑늏ﶎ⪋햚�
	4． 真核细胞的转化
	5． 表达载体
	6． 转录因子
	7． 颠换
	8． 弱化子
	9． 细胞学说的内容杜瑔鬀�
	10．什么是HGP？其科学意义是什么？迄今为止HGP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哪里？
	11．简述真核与原核细胞中翻译起始的主要区别。
	12．核糖体上杜瑔鮑춉腶葭㭠❏䵰맿ὔҁ屴何功能？
	13．RNA的加工都包括哪些方面？各自杜瑏啡ཎ䧿�
	14．蛋白质杜瑑춏沏큧㩒㛿ὔѧ屴什么特点？
	15．简要回答原核生物DNA的主要特征。
	16．DNA复制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列举说明。

	2024年现代分子生物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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