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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化资源的日渐枯竭以及人类生存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促使生物高分子重新成为当今新材料研
究的热点。
生物高分子在性能和环保上具有合成高分子无可替代的优势，决定了它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在21世纪，生物高分子材料将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医药、农业、工业等各个领域被广泛地应用。
在研究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本书详细介绍了几种重要的生物高分子材料及其应用，领域
涵盖水处理、生物医用、纺织工业、造纸工业、轻工技术和日化、食品工业，并描述了生物高分子在
先进功能材料中的应用前景。
本书理论与应用并重，广度与深度相结合，可为对生物高分子领域感兴趣的教师、学生、研究人员和
科技工作者提供帮助和启示。
本书由霍书浩（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庞可(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和郑学晶（郑州大学）主编
，参加编写的有汤克勇（郑州大学）、曹艳霞（郑州大学）和刘捷（郑州大学）。
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同学积极热情地参与了书稿的校对和完善工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
另外，对所有支持和关心本书编写和出版的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写作本身就是学习，这是我们在编写本书过程中的体会。
生物高分子材料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多，而每一位研究者可能亲身涉足其中有限的方面，为此，我们必
须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有关的知识。
受编者相关知识水平所限，书中内容与行文方面若有欠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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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高分子材料在性能和环保上具有合成高分子材料无可替代的优势，促使它成为当今新材料研
究的热点。
《生物高分子材料及应用》介绍了包括生物素和木质素、淀粉和糊精、甲壳素和壳聚糖、胶原和明胶
、蚕丝和海藻酸盐等生物高分子材料在水处理领域、生物医用领域、纺织工业、造纸工业、日化领域
、食品工业以及先进功能材料中的应用。
《生物高分子材料及应用》理论与应用并重，广度与深度相结合，对生物高分子相关从业人员有一定
的帮助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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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2细菌纤维素细菌纤维素（bacterial cellulose，BC）是一种天然的生物高聚物，具有
生物活性、生物可降解性、生物适应性，具有高结晶度、高持水性、超细纳米纤维网络、高抗张强度
和弹性模量等许多独特的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能。
高结晶度和高化学纯度。
不含半纤维素、木质素和其他细胞壁成分，以100%纤维素的形式存在，提纯过程简单。
高持水性。
其内部有很多“孔道”，有良好的透气、透水性能，能吸收60～700倍于其干重的水分，并具有高湿强
度。
高抗张强度和弹性模量。
细菌纤维素经洗涤、干燥后，杨氏模量可达10MPa，经热压处理后，杨氏模量可达30MPa，比有机合
成纤维的强度高4倍。
极佳的形状维持能力和抗撕力。
细菌纤维素膜的抗撕能力比聚乙烯膜和聚氯乙烯膜要强5倍。
较高的生物适应性和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
最终降解成单糖等小分子物质。
生物合成时性能和形状的可调控性。
通过调节培养条件，可得到化学性质有差异的细菌纤维素。
细菌纤维素由于具有独特的生物亲和性、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生物适应性、高持水性和结晶
度、良好的纳米纤维网络、高张力和强度以及良好的机械韧性，被广泛地应用于食品、化工，造纸、
医药及组织工程等领域，是国际生物医用材料研究的热点之一。
1.1.3 纤维素的改性纤维素可以通过改性获得具有特殊性能的纤维素衍生物。
纤维素改性产品主要指纤维素分子链中的羟基基团被部分或全部酯化或醚化反应后的生成物，主要包
括纤维素醚和纤维素酯类，也包括酯醚混合衍生物。
经过改性后的纤维素，其功能的多样性和应用的广泛性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并且纤维素功能材料所具
有的环境协调性，使其成为目前材料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纤维素衍生物是指纤维素的羟基基团部分或全部被酯化或醚化而形成的一系列化合物，主要可分为纤
维素酯和纤维素醚两类。
纤维素分子链中由于含有大量的氢键，使纤维素分子结构紧密，结晶度较高。
大多数反应试剂只能渗透到纤维素的无定形区，而不能进入紧密的晶区。
由于结晶区和非结晶区（无定形区）共存的复杂形态结构，以及分子内和分子间氢键的影响，纤维素
很难溶于普通的溶剂，这就决定了纤维素多数的化学反应都是在多相介质中进行的，难以进行均匀的
化学改性。
此外，纤维素链中葡萄糖基环上3个羟基的反应能力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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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高分子材料及应用》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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