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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技术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科学技术。
生物工业是生物技术领域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是以在受控条件下利用生命过程本身作为产品的生产和
加工的手段，由此产生数以千万计的产品，形成新的现代工业。
与之相对应的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由于缺乏相关的实验技能方面的教科书，使之对
于相关知识的学习非常困难。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的理论则是无意义的，而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才会有真正的进步
。
由于实践机会的不足，生物工程专业的学生往往在毕业时感到动手能力和实际专业技能知识的缺乏。
出版《生物工程专业实验》一书，正是为与生物工程专业教学相配合，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理
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基本的专业实验技术和操作技能，提高
自学能力、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本书是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批准的“十五”重点教材之一，是在本人主编的《生物工艺与工程实验
技术》教材的基础上，由天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齐齐哈尔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山东轻工业学院
、大连轻工业学院和天津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专业教师共同完成。
　　全书分三部分：专业实验基础、专业实验和附录。
专业实验基础部分简要叙述了实验室的安全和环保、实验方案的确定与实施、实验技术与设备以及实
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这部分内容可采取自学的方式进行，或结合实验一同学习，也可利用较短时间
（如4-6学时）重点讲述主要内容。
专业实验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包括过程参数的检测技术，生物培养技术，生物过程控制，酶工程
实验，生物物质的分离、提取和精制实验及生物工业三废的处理实验等内容。
考虑到分子生物学对生物工业的渗透，书中安排了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实验。
本书采用了针对一个问题设计一个实验的方法，共有73个实验。
考虑到各院校实际情况不同，可从这些实验选取部分实验使用。
也可根据需要，按照工艺过程或单元的形式组成大的生物工程实验，例如，将糖化酶发酵、提取、糖
化酶的固定化和利用固定化糖化酶生产葡萄糖等实验组成一个大实验，这对于有些院校采取集中时间
进行专业实验时很有必要。
　　由于本书是第一本关于生物工程专业实验技能方面的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强调实验研究过程
的多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与训练、增强创新意识。
在实验内容上涉及的面比较宽，从层次上强调了实验预习，对实验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叙述。
实验报告部分注意了思考题的提出，以便于学生学习。
另外，为扩大学生的视野，在部分实验的后边增加了一些补充内容。
附录部分为生物工艺与工程方面的常用数据，以便于实验中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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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写过程中，在尽可能保持第一版风格的基础上，压缩了非实验部分，将第一版第一至第三章合并为
第一章；第四章与第八章合并为第三章；酿造工程实验一章扩展为食品生物技术；第七章酶工程与第
十章细胞工程实验合并为第五章酶与细胞工程技术；第十一章针对具体的研究目标重新改写为第七章
现代生物技术；删除了第一版的最后一章环境工程技术实验。
另外，增加了部分新的实验，实验总数达到9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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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从误差产生的原因来看，只有尽可能地减小系统误差和偶然误
差，才能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为减少偶然误差，应仔细、认真操作，选用可靠的分析方法进行多次测定，取其平均值作为测定的结
果。
为了减少系统误差，可以采用对照试验、空白试验、校正仪器等方法。
　　对照试验：对照试验主要是用来检查系统误差的有效方法。
进行对照试验时，常用已知准确含量的标准试样（或纯物质配成的试液），按同样方法进行分析以资
对照，也可以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或者由不同人员分析同一试样来互相对照。
　　在进行新的分析方法研究时，常用标准试样来检验方法的准确度。
如果用所拟定的方法分析若干种标准试样，均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说明这种方法是可靠的。
或者用国家规定的标准方法，或公认可靠的“经典”分析方法分析同一试样，然后将结果同所拟定的
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对照，如果一致，也说明新的分析方法是可靠的。
实验中，常常在分析试样的同时，用同样的方法做标样分析，以检查操作是否正确和仪器是否正常，
若分析标样的结果符合“公差”，说明操作与仪器均无问题，试样的分析结果是可靠的。
另外，为了检查分析人员之间是否存在系统误差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常在安排试样分析任务时，将一
部分试样重复安排在不同分析人员之间，互相进行对照试验。
这种方法称为“内检”。
有时，又将部分试样送交其他单位进行对照分析。
这种方法称为“外检”。
　　空白试验：任何测量实验中，都应设置空白溶液作为对照，以消除由于试剂中含有干扰杂质或溶
液对器皿的侵蚀等所产生的系统误差。
用等体积的蒸馏水或失活酶液代替待测液，并严格按照待测液和标准液相同的方法及条件同时进行平
行测定，所得结果称为空白值，它是由所用的试剂而不是待测物所造成的。
将待测物的分析结果扣除空白值，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
空白值一般不应过大，特别在微量分析测定时，如果空白值太大，应将试剂加以纯化和改用其他适当
的器皿。
　　校准仪器：仪器不准确引起的系统误差可以通过仪器校正来减小。
为此，应该经常对测量实验仪器进行预先的校正，以减小误差，并在计算实验结果时用校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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