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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生物学习过程中，探讨细胞能量转化时，我们主要学

习的载体就是线粒体和叶绿体，一般而言，生物需要太阳光的辐射能，但

是由于不能直接利用，就要借助相关载体实现辐射能转化为化学能，其中，

叶绿体借助光合作用实现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储存在脂肪、蛋白质等有机

大分子中。而线粒体将其转变为细胞生活的直接能源ATP，确保维持生物

生长。文章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对同学们学习高中生物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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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粒体和叶绿体自身功能

线粒体主要是由外膜、内膜、膜间隙和基质组成的，其中，内膜具有

高度不通透性，含有心磷脂，且在其内部会形成嵴结构，结构内含有与能

量转化相关的蛋白质。而在基质中，能实现蛋白质的合成、DNA 的复制

以及 RNA 的合成工作。线粒体中蛋白质的种类非常多，只有一少部分是

线粒体自身合成的，多数蛋白质都是核基因组编码而成，在核糖体上形成

相关编码结构后，借助线粒体内部的转运机制，有效落实合成功能。正是

借助后转运的方式，其蛋白质含量才能供给细胞需求。

叶绿体主要包括叶绿体膜、类囊体、基质，借助光合作用实现光合磷

酸化。只有有效进行光合磷酸化，才能实现电子的传递、ATP 的合成，并

且形成 +NADP 还原酶。其自身形成的蛋白质数量也较为有限，多数的蛋白

质都是核基因编码形成的。主要的蛋白质合成场所是核糖体，借助转运过

程有效进入叶绿体，其基础性转运过程类似于线粒体 [1]。

2  线粒体和叶绿体蛋白质转运机理

线粒体和叶绿体合成蛋白质本身受到限制，就导致其种类也较为有限，

另外，无论是线粒体还是叶绿体，其蛋白质合成体系都对核基因组有较强

的依赖性，只有借助相应的载体，才能实现蛋白质的合成以及转运。因此，

在对其机理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要将所学知识进行有效的整合，建立

健全完整的知识链条，确保分析水平和分析效果符合标准，从而一定程度

上完善知识体系，正确理解线粒体和叶绿体蛋白质转运的过程。除此之外，

在参与叶绿体组成蛋白质的分析中，要对来源进行区别化阐述，从而完善

具体知识分析水平。其一，主要是由ctDNA进行编码，并且在叶绿体的核糖

体上合成相应的蛋白质。其二，主要是在核DNA上进行编码，在细胞质核

糖体上合成相应蛋白质。其三，主要是由核DNA进行编码，在叶绿体的核

糖体中合成蛋白质。

在蛋白质合成后，就要进行合理化的蛋白质转运，从而发挥蛋白质的

实际作用，这也是我们学习高中生物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线粒体蛋白

质要借助跨膜转运，需要定位在线粒体基质中，对蛋白质转运进行初步判

断。或者是定位在线粒体的内膜亦或是膜间隙中，确保蛋白质转运过程分

析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叶绿体主要是蛋白质也是借助跨膜转运。其基本

的转运过程较为复杂，借助转运肽实现蛋白质转运，转运肽将蛋白质运送

到 的蛋白质细胞质中，从而有效合成前体蛋白，借助 N 端对含有运送方

向信息的特殊序列进行读取，保证运输完整性。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特殊序列，有明确的要求：1）特殊序列需要富

含碱性氨基酸物质 [2]。2）特殊序列的羟基氨基酸的含量要较高，才能满

足实际转运需求。3）特殊序列中，酸性氨基酸的含量几乎为零，维护其

碱性环境。4）特殊序列会形成双性α 螺旋结构。另外，要对其基本功能进

行判定，能发挥蛋白质识别功能的同时，实现牵引过膜。除此之外，在转

运过程中也要借助信号肽，对于在内质网中形成的蛋白结构，N 端能提高

水平，并且在内质网中直接合成相应的信号序列，确保合成过程的完整性。

3  植物叶绿体和线粒体蛋白质转运的研究趋势

为了更好地内化相关蛋白质转运知识，我们除了要对课本中的相关内

容进行总结和分析外，也要对课外延伸知识有所认知，确保从宏观角度分

析整个知识点。多了解一些生物科学的前沿发展动态，对于高考解题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将生活和知识结构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更加多元

化的解题思路，确保答题的正确性。近几年，对于线粒体和叶绿体定位特

异性的研究一直没有终止，相关科学家借助微阵列对编码产物也进行了定

位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在mRNA序列定位中，其并非呈均匀分布状态，

多数都集中在线粒体表面的核糖体结构上，也就是说，尽管磷酸化能保持

蛋白质定位特异性，但是，只有被线粒体有效识别的信号肽才能进行有效

的磷酸化，才能被叶绿体的胞质引导系统识别并接受 [3]。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中生物学习中，我们要结合知识点建立相应的知识框

架结构，提高自身的知识内化能力，更加灵活的应用相关知识。对于线粒

体和叶绿体的认知，也要从宏观转变为微观，全面分析蛋白质的转运过程，

从而提高生物高考解题效率和准确率，一定程度上实现生物素养的全面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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