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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酶制剂工业近年来在国内外发展迅速，产量迅猛上升，品种不断完善，质量持续提高，应用范围
日趋扩大，已深入到各个行业。
酶制剂的应用技术直接影响到相关行业和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
酶制剂的发展和应用技术的不断提高，必将为这些行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畜牧及水产养殖业的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在新世纪初，我国的饲
料工业期望创造新的辉煌，科技进步正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泉。
饲料用酶制剂的开发、应用已成为现代饲料工业和现代养殖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前后，由于酶工程、基因工程等技术的迅猛发展，酶制剂在配合饲料中的用量在全世界
范围内都有极大增加。
国内外已有专业生产饲料酶的企业，饲料酶在饲料添加剂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在饲料工业中将发
挥更大的作用。
本书旨在给同行提供一本专业参考书，以此推动饲料酶制剂研究和推广的进一步发展。
　　本书由郑穗平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还有刘南波、刘志成、陈青、叶从勇等。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中参考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向所有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
此外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多位编辑的理解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饲料用酶制剂的开发和应用发展非常迅速，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加之编者水平所限，尽管做
了很大努力，但书中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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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6章，以各种饲料工业用酶制剂为出发点，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外源消化酶类、非淀粉
多糖酶类、寡糖相关酶类及植酸酶在饲料工业中的应用，同时突出介绍了饲料工业用酶制剂在使用中
的关键问题，全书注重新颖性和实用性，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本书可供各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生学习、阅读，也可供广大的饲料工业从业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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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酶的专一性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一种酶只能催化一种或一类结构相似的底物进行某种类型反应
的特性。
　　酶的专一性按其严格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绝对专一性和相对专一性两大类。
　　1.绝对专一性　　一种酶只能催化一种底物进行一种反应，这种高度的专一性称为绝对专一性。
当酶作用的底物含有不对称碳原子时，酶只能作用于异构体的一种，这种绝对专一性称为立体异构专
一性。
例如L一谷氨酸脱氢酶只对1-谷氨酸起作用，而不对D-谷氨酸起作用。
　　2.相对专一性　　一种酶能够催化一类结构相似的底物进行某种相同类型的反应，这种专一性称
为相对专一性。
相对专一性又可分为键专一性和基团专一性。
　　键专一性的酶能够作用于具有相同化学键的一类底物。
如酯酶可催化所有含酯键的酯类物质水解生成醇和酸。
基团专一性的酶则要求底物含有某一相同的基团。
如胰蛋白酶选择性地水解含有赖氨酰或精氨酰的羰基的肽键，所以凡是含有赖氨酰一羰基肽键或精氨
酰羰基肽键的物质，不管是酰胺、酯或多肽、蛋白质都能被该酶水解。
　　（三）酶催化作用的条件温和　　酶催化作用与非酶催化作用的另一个显著差别是酶催化作用的
条件温和。
酶的催化作用一般都在常温、常压、pH近乎中性的条件下进行。
与之相反，一般非酶催化作用往往需要高温、高压和极端的pH条件。
因此，采用酶作为催化剂，有利于节省能源、减少设备投资、优化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
　　二、酶的分类及命名　　现在已知的酶达几千种之多，为了准确地识别、应用某一种酶，免致发
生使用？
昆乱或误解，在酶学和酶工程领域都要求每一种酶都有准确的名称和明确的分类。
　　对于主要由蛋白质组成的酶的分类和命名，国际酶学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该委员会于1961年提出了酶的分类与命名方案，获得了“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会”的批准
。
此后经过多次修订，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根据国际酶学委员会的建议，每一种具体的酶都有其推荐名和系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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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饲料工业酶技术》可供各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生学习、阅读，也可供广大的饲料工业从业者阅
读、参考。
　　书中内容详细阐述了配制剂在饮料工业中的应用，作为新型的饮料添加剂，饲用配制剂可以：　
　补充动物体内内源酶的不足——提高消化率；　　消除抗营养因子——改善饲料利用率；　　营养
物质更易吸收——提高低劣饲料成分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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