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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一

AT pas e 是三磷酸腺昔 (AT P) 合酶的一种
。

F1
一

A T 尸as e 是一类跨膜蛋 白
,

在真核细胞中

存在于线粒体的内膜中
,

该蛋白通过 FO 功能域锚定在细胞内膜中
。

F1
~

AT Pa s e 利用膜内外质子

的浓度差作为能量源
,

可将二磷酸腺昔 (A O尸)与磷酸合成为 A下p
,

F1
一

A丁尸as e 由 7 个功能域构

成
,

其中 3 个 a 功能域和 3 个 p功能域相间排列形成环形结构
,

该环形结构中间的是 y 功能域
。

p

功能域是与 AT P 结合的主要结构域
,

AT p 的形成和水解与 p 功能域的构型变化有关
。

y 功能域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