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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课程考试《生物化学（一）》课程考试

C 卷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3 分，共 6 题，合计 18 分）

1. 盐溶：当是指低浓度中性盐增加蛋白质溶解度的现象，当少量低浓度中性盐加入蛋白质溶液

时，吸附在蛋白质表面，增加带电层的彼此排斥。

2. 核酸变性：米指在某些理化因素作用下，DNA 双螺旋区氢键断裂，空间结构破坏，形成单链

无规则线团状态的过程。

3. 不对称碳原子：指与四个不同的原子或原子团共价连接并因此失去对称性的四面体，也称手

性碳原子或手性中心，常用 C*表示。

4. 酸值：中和 1g 中的游离脂肪酸所需氢氧化钾的毫克数。

5. 氧化磷酸化：温在生物氧化过程中，氧化放能反应常常与吸能的磷酸化反应偶联发生。偶联

反应将氧化释放的一部分自由能用于无机磷参加的高能磷酸键生成反应。这种氧化反应与磷酸

化吸能反应的偶联称为氧化磷酸化。

6. 皂化反应与皂化值：皂化反应：脂肪在碱性条件下水解产生脂肪酸的盐类的过程即为皂化反

应；皂化值：表示在规定条件下，完全皂化 1g 油或脂所消耗的氢氧化钾毫克数称为皂化值，用

以评估油脂质量，并计算该油脂的相对分子质量。

二、单项选择（每小题 2 分，共 10 题，合计 20 分）

1. C 2. D 3. B 4. A 5. C 6. B 7. D 8. A 9. B 10. A

三、判断正误，在括号中打“√”或“×”（每小题 1 分，共 10 题，合计 10 分）

1. × 2. √ 3. × 4.√ 5. × 6. √ 7. × 8. √ 9. × 10. √

四、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4 题，合计 40 分）

1、脂质具有哪些生物学功能？

答：（1）脂类是构成生物膜的重要物质，几乎细胞所含的所有磷脂都集中在生物膜中。

（2）脂类是机体代谢所需能量的贮存形式和运输形式。

（3）脂类可为动物机体提供溶解于其中的必需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

（4）脂类具有营养、代谢及调节功能。

（5）脂类具有防止机械损伤与阻止热量散发等保护作用。

（6）脂类作为细胞的表面物质，与细胞识别、种（属）特异性和组织免疫等有密切关系。

评分标准说明：每条内容 2 分，回答任意 5 点即可。每条内容的解释符合逻辑、阐述正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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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2、简述蔗糖、乳糖、麦芽糖的结构特点和性质（变旋现象和旋光性质）。

答：（1）蔗糖：结构特点：由 1 分子葡萄糖和 1分子果糖以α,β-1,2 糖苷键结合而成；（2分）

性质：无变旋现象；有右旋光性质。（2 分）

（2）麦芽糖：结构特点：由两分子葡萄糖以α-1,4-糖苷键结合而成；（2 分）性质：有变旋现

象；右旋光性。（1分）

（3）乳糖：结构特点：由 1 分子葡萄糖和 1 分子半乳糖以β-1,4-糖苷键结合而成；（2 分）性

质：有变旋现象；右旋光性。（1分）

3、1分子 8 个碳原子的饱和脂酸彻底氧化可生成多少分子 ATP?(包括推算过程)

答：8 个碳原子的脂酸共经过 3次β氧化（2 分）

生成 3 分子 FADH2 → 3×1.5 分子 ATP（2 分）

3 分子 NADH → 3×2.5 分子 ATP（2 分）

4分子乙酰 CoA → 4×10 分子 ATP（2 分）

共生成 52 分子 ATP 。（2分）

因活化过程消耗了两个高能键，净生成 50 分子 ATP

4、参与 DNA 复制的主要酶和蛋白因子有哪些？各有什么功能？

（1）DNA 解旋酶：将 DNA 双螺旋结构解除。

（2）DNA 聚合酶 I：切除引物，DNA 修复；II：DNA 修复；III：DNA 复制。

（3）引物酶：催化引物的形成。

（4）DNA 连接酶：催化双链 DNA 分子中单链切刻处的 5'-磷酸基和 3'-羟基生成磷酸二酯键，

将两个单链末端之间连接起来。

（5）拓扑异构酶 I：切断 DNA 的一条链，解除超螺旋结构；

（6）拓扑异构酶 II：切断 DNA 两条链，待正超螺结构解除后再使两条链重新接上。

（7）单链 DNA 结合蛋白：防止解开的 DNA 单链被酶水解以及重新结合成双链。

评分标准：每点答对得 2 分，答对任意 5个得 10 分，多答不计分。

五、综合题（每小题 10 分，共 1 题，合计 12 分）

试从营养物质的角度，解释减肥者要减少糖类物质的摄入量（相关代谢途径、细胞定位、主要

反应、关键酶）

答：因为糖能为脂肪的合成提供原料，即糖能转化为脂肪。（2 分）

1、葡萄糖在胞液中经 EMP 分解为丙酮酸，其关键酶是己糖激酶，6-磷酸果糖激酶和丙酮酸激酶。

（2分）



3

2、丙酮酸进入线粒体在丙酮酸脱氢酶复合体催化下氧化脱羧成乙酰 CoA，后者与草酰乙酸在柠

檬酸合酶催化下生成柠檬酸，再经柠檬酸-丙酮酸循环出线粒体，在胞液中裂解为乙酰 CoA，后

者为合成脂肪酸提供原料。（4 分）

3、胞液中的乙酰 CoA 在乙酰 CoA 羧化酶作用下生成丙二酸单酰 CoA，再经脂肪酸合成酶系催化

成软脂酸。（2分）

4、胞液中经 EMP 生成的磷酸二羟丙酮酸还原成 3-磷酸甘油醛，后者与脂酰 CoA 在脂酰转移酶

催化下生成脂肪。（2 分）

由此可见，摄入大量的糖类物质可转化为脂肪储存在脂肪组织中。因此减肥者要减少糖类物质

的摄入量。

评分标准补充说明：评分标准仅供参考，只要内容的解释符合逻辑、阐述正确即可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