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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1994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酶工程》和200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酶工程》（第
二版）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酶工程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结合作者的教学实践和科研成果，修改
补充而成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自从《酶工程》（第二版）出版以来，在国内100多所高等院校广泛使用，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006年，《酶工程》（第三版）列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为了高质量地完成编写任务，作者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酶工程的文献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对《酶工程》（第二版）的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
　　近几年来，随着易错PCR（error～prone PCR）、DNA重排（DNA shufiling）、基因家族重排
（gene family shuffling）等基因随机突变技术和各种高通量筛选（high—throughputscreening）技术的发
展，酶定向进化（directed evolution）技术已经成为生物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酶定向进化是模拟自然进化过程（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在体外进行基因的随机突变，建立突
变基因文库，在人工控制条件的特殊环境中，定向选择获得酶的突变体的技术过程。
酶定向进化技术具有适应面广、目的性强、效果显著等特点，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具有新的催化
特性的酶突变体。
定向进化可以显著提高酶活力，增强酶的稳定性，改变酶的底物专一性等，已经成为一种快速有效地
改进酶的催化特性的手段。
为此，本书新增“酶定向进化”一章，由原来的9章扩展为lO章，同时对其他章节的内容也作了修改
和补充。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适应多媒体教学的需要，在本书的基础上，由郑穗平、韩双艳编写制
作了配套的教学课件。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华南理工大学和科学出版社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并承蒙有关专家、教授的热情关怀和帮助，提供了不少资料和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虽然第三版的内容有较多的更新，但是由于酶工程是一门迅速发展的学科，新技术、新工艺、新
方法不断涌现，加上作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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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1994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酶工程》和200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酶工程》(第二版)
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酶工程的最新进展，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和科研成果，修改补充而成的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主要介绍酶的生产和应用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及其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内容包括绪论、微生
物发酵产酶、动植物细胞培养产酶、酶的提取与分离纯化、酶分子修饰、酶及细胞和原生质体固定化
、酶非水相催化、酶定向进化、酶反应器、酶的应用共10章。
章后复习思考题，书末附有中英文专业名词对照。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生物工程、生物化工、酶工程、发酵工程、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和
本科生作教材使用，也可供有关专业的教学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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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微生物发酵产酶　　经过预先设计；通过人工操作，利用微生物的生命活动获得所需的
酶的技术过程，称为酶的发酵生产。
　　酶的发酵生产是当今生产大多数酶的主要方法。
这是因为微生物的研究历史较长，而且微生物具有种类多、繁殖快、易培养、代谢能力强等特点。
　　酶发酵生产的前提之一，是根据产酶的需要，选育得到性能优良的微生物。
一般来说，优良的产酶微生物应当具备下列条件：①酶的产量高；②产酶稳定性好；③容易培养和管
理；④利于酶的分离纯化；⑤安全可靠、无毒性等。
　　酶的发酵生产根据微生物培养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固体培养发酵、液体深层发酵、固定化微生
物细胞发酵和固定化微生物原生质体发酵等。
　　固体培养发酵的培养基，以麸皮、米糠等为主要原料，加入其他必要的营养成分，制成固体或者
半固体的麸曲，经过灭菌、冷却后，接种产酶微生物菌株，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酵，以获得所需的酶
。
我国传统的各种酒曲、酱油曲等都是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生产的。
其主要目的是获得所需的淀粉酶类和蛋白酶类，以催化淀粉和蛋白质的水解。
固体培养发酵的优点是设备简单，操作方便，麸曲中酶的浓度较高，特别适用于各种霉菌的培养和发
酵产酶；其缺点是劳动强度较大，原料利用率较低，生产周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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