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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将实验室成果尽快地、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并为人类的生活和健康服务
。
但是由于众多原因，许多成果始终不能走出实验室大门。
生物化工学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它在理论上为传统发酵工业、传统医药工业的改造及新兴的生物技术工业提供了高效率的生物反应器
、新型分离技术和介质以及现代的工程装备技术、生产设备单元化、工艺过程最优化、在线控制自动
化、系统综合设计等工程概念，在实践上对生物技术产业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工艺学在理论知识和生产实际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自浙江大学1986年在化工系设立生物化工专业以来，“生化生产工艺学”一直是生物化工专业本科生
的专业课。
为了满足教学、科研和生产的需要，我们在1989年编写的《生化生产工艺学》讲义基础上，结合几年
来的教学体会，对原讲义进行了改编，经过多次修改、增删后形成了今天出版的《生化生产工艺学》
一书。
本书在编排上结合生化生产过程的工艺原理和特点，以生物产品的生产为主线安排各章节的内容，系
统地介绍了生化生产过程的工艺原理和生产技术，并力求反映近年来生化生产过程技术的新理论和新
进展，避免了过去同类型教材在内容上与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反应工程、生物
分离工程及生物过程控制工程等课程的重复。
本书内容上包括了工业微生物基础、淀粉制糖工艺、培养基配制和灭菌、无菌空气的制备、培养过程
中氧的供需和传递、生物反应器、发酵工艺控制、发酵染菌的分析和防治、动植物细胞大规模培养、
生化产品的分离和纯化等各个生产单元，侧重于发酵生产工艺，并介绍发酵工厂生产工艺设计的基础
和典型生化生产工艺分析。
本书由梅乐和、姚善泾和林东强共同编写，由于编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错误或不妥之处，
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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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生物产品的生产为主线安排各章节内容，系统地介绍了生化生产过程的工艺原理和生产技术。
包括工业微生物基础、淀粉制糖工艺、培养基配制和灭茵、无菌空气的制备、培养过程中氧的供需和
传递、生物反应器、发酵工艺控制、发酵染菌的分析和防治、动植物细胞大规模培养、生化产品的分
离和纯化、发酵工厂生产工艺设计基础和生化生产工艺实例等内容。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生物化工、发酵工程、食品、生物、制药等专业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与生化生
产有关的科研、设计和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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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生化生产过程的共性尽管生化生产过程中所用的生命体或其生命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
这些生命体的生命过程具有生命活动的共性，因此生化生产过程也具有相应的共性：（1）微生物或
动植物细胞要维持其生命，必须获得必要的和足够的营养和能量，这与人类为了维持生命需要食物一
样，因此，这就涉及细胞培养的培养基问题。
由于不同的微生物或动植物细胞有着不同的生理、生化特性和生长特点，对培养基的营养成分就有不
同的要求，培养基中的碳源形式、碳氮的比例、微量元素以及生长素、抑制剂的存在与否都可能对细
胞的生长和产物的代谢产生很大的影响。
如何选择作为培养基主要成分的碳源、氮源、微量元素以及生长素等，并确定培养基中各组份的含量
及比例，是各类生化生产过程所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
（2）生化生产过程中的细胞培养一般都是纯种培养过程，而微生物杂菌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
杂菌污染不仅消耗了培养基中的营养成分，使原料的利用率下降，有时还会分泌出对微生物或动植物
细胞有毒或者能破坏产物的物质，对生产过程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会使生产过程失败。
工业上，是否能防止杂菌污染导致生产倒罐是决定生产成败的关键，也是决定生产过程经济效益好坏
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严格防止杂菌的污染。
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设备和空气的灭菌或除菌是生化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3）如何合理地设计一级、二级乃至三级种子培养系统，并讨论如何掌握各级种子培养系统的培养
时间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从而使种子培养系统与生产过程合理配套也是生化生产过程所需要考虑的
问题之一。
（4）对于好氧的培养过程，需要不断地向细胞培养系统供给足够的氧气，以保证细胞的正常生长和
所需产物的形成、代谢，鉴于细胞培养液的传递特性比较复杂，如何合理地设计通气搅拌设备，使之
既能保证足够的氧气供给，又尽可能节省能量，且不使细胞或代谢产物失活是好氧培养过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即使对于厌氧的培养过程，也常常有CO，等气体、营养物质以及热量等的传递，尽管其对搅拌的要
求不象好氧培养过程那样严格，但同样也是十分必要的。
（5）微生物或动植物细胞的生长有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对营养及环境有着不同的要求。
如何合理地控制不同阶段的环境条件及营养物质的浓度是保证原料低消耗、产物高产率的重要因素。
不合理的培养过程控制有可能导致无法得到所需要的产物。
（6）生化生产过程中的代谢产物几乎都是以混合物的形式存在，如何选择合适的分离方法，使之高
效率、低成本地从细胞或培养液中提取、分离、纯化和精制所需的产物是决定生产成败的关键因素。
所有这些都是各类细胞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共同性质，只是在不同的具体生产过程对各个环节有着不同
的要求而已。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化生产工艺学>>

编辑推荐

《生化生产工艺学》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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