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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人们已经从天然生物物质或人工生物细胞中发现了大量的化学物质，其中有些因为不能进
行有效的工业分离而被白白浪费掉。
由此可以预见，今后十年内，化工技术在生物科学领域中的重点应用将是生物物质的分离和提纯。
生物分离工程的重要性不仅因为生物分离过程是工业生物技术中最后获得产品的必要环节，而且还因
为生物分离过程的成本、效益在整个生物工厂的技术经济分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此外，生物分离过程本身可以产生独立的成品，譬如用天然生物物质分离制取淀粉、糖、蛋白质、香
精及其他各种化学品。
生物分离技术已经具有了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些传统的轻化工产业体系。
　　鉴于生物分离技术应用的广泛性，本书以单元操作的方式介绍现代生物分离技术的基本理论与实
践，并列举了大量实例，希望从事生化工艺技术的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能有所收益。
　　中国科学院院士时钧教授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鼓励，肖人卓教授审阅了全稿，同时
许诚洁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欧阳平凯 胡永红 199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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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保留了初版的基本构架和主要内容，兼顾了应用技术的广泛性、新颖性、前沿性和实用性
，除了对各种分离过程（过滤、离心与沉降、细胞破碎、萃取、吸附与离子交换、色谱分离、沉析、
膜分离、结晶、干燥及辅助操作）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全面介绍外，还注重基本概念的阐述、数学工
具的应用及放大过程分析，这有助手引导读者进一步系统、深入地学习和思考生物分离技术所涉及的
科学问题。
为了便干读者阅读，《生物分离原理及技术（第2版）》仍然将生物分离的一般过程分为4个步骤，即
不溶物的去除、产物粗分离、产物纯化及产品精制，将已有的和新近发展起来的新型分离技术进行了
分类，以单元操作的方式逐一介绍，并列举了大量实例。
　　《生物分离原理及技术（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课教材，也
可作为教师和相关产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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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生物分离工程的历史及其应用　　生物分离工程是从微生物、动植物细胞及其生物
化学产物中提取有用物质的技术。
就利用与培养动植物细胞及微生物的一般意义而言，产业部门利用生物分离技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例如，16世纪人们发明了用水蒸气蒸馏从鲜花与香草中提取天然香料的方法；而从牛奶中提取奶酪的
历史则更早。
近代生物分离技术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最早的开发是由于发酵制酒精以及有机酸
分离提取的需要，从产物含量较高的发酵液制备成品。
到20世纪40年代初，大规模深层发酵生产抗生素，反应粗产物的纯度较低，而最终产品要求的纯度却
极高。
近年来发展的新型生物技术包括利用基因工程菌生产人造胰岛素，人与动物疫苗等产品，某些粗产物
的含量极低，而对分离所得最终产物的要求却更高了。
因而，生物分离工程技术与装备的发展日趋复杂与完善。
图1-1是利用酶工程方法生产出苹果酸的分离提取流程。
　　生物分离工程技术广泛应用于食品、发酵、轻工、医药等领域的产品分离及提纯。
另外，环境工程中污水的净化与有效成分的回收，也常采用生物分离技术。
一般而言，工业生物技术可分为三个过程，即前处理、生物反应过程、生物分离过程。
　　综上所述，生物分离过程是生物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也是极为重要的过程环节之一。
　　1.2 生物分离过程的特点　　生物技术的特点之一就是产品的品种很多，如果说典型的石化产品大
约有100种左右，则典型的制药工业产品至少有200种，其中很多需要用生物化学方法来转化。
　　表1-1列出了某些成熟的发酵工业制造的化学产品品种数，该表尚未包括近10年来许多新开发出来
的诸如基因工程胰岛素、人工动物用疫苗、激素以及干扰素等新产品。
分离手段多种多样，与化学工业常用的方法相比较（见表1-2），可以看出化工传统分离方法在生物分
离工程中80％以上是有效的。
生物分离技术的工业化只有经过小规模的试验、中间试验以及技术经济的可行性分析，才能放大到工
业规模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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