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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是信息科学的世纪。
2000年，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他们的报告中，从政
治家的角度列举了两项将影响21世纪社会发展的技术：一个是信息科学技术，另外一个就是由基因组
研究作为标志的生命科学技术。
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回顾20世纪的科学成果时曾说过，19世纪是物理学
的世纪，它推动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20世纪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物理学在很多方面得到进一
步的发展；但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计算机技术的象征——比尔·盖茨也认为，影响21世纪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
的不仅有信息科学技术，还应该有生命科学技术。
　　现在很多人称20世纪影响科学发展的重要的三个突出成就是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双螺旋
结构；20世纪影响人类的三大科学工程是曼哈顿计划（导致了原子弹的发明）、阿波罗登月计划（使
人类开始了空间探测的时代）、人类基因组计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各类生物基因组计划的相继展开，生物工程的发展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新世纪人们把关注更多地投向了生物工程产业（BT）。
BT产业迅速崛起，已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新领域，并展现出十分诱人的前景。
　　生物工程不仅仅属于生物学家。
过去几十年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和化学奖的科研成果，有相当多的成就是以生命科学为主体内容
的，而奖项得主中相当一部分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出身。
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计算机专家、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等相关人士都在关注
生物工程的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三大难题和挑战。
解决这三大难题的惟一有效途径是发展生物工程。
近十几年来，无论是各国政府的发展策略还是企业风险投资，都把生物产业放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
在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政府投资达30亿美元，而私人机构的投入经费实际上已远远超过30亿美元
。
　　与信息产业（IT）一样，生物技术是高新技术，不仅需要大批的生物工程专门人才，而且需要其
他行业和学科更多人的参与。
与20世纪80年代普及推广计算机知识类似，创办、整合生物工程（生物技术）专业成为我国高校最为
时尚的举措之一。
据统计，至2003年我国拥有生物工程专业的高校119所，且呈继续增长的趋势。
同时，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在非生物工程专业中增设生物工程作为必修或选修公共课。
社会上从事相关行业的决策、投资、管理、生产和经营者也迫切需要了解或掌握生物工程的基本知识
和最新进展。
　　当前有关生物工程的专业书籍很多，但对初涉生物工程领域、又想尽快了解其基本概念和全貌的
读者来说，更需要一本浅显易懂的入门书，这是作者编撰的初衷。
本书是作者在武汉工业学院多年讲授全校公共选修课《生物工程概论》讲义的基础上，由陶兴无（武
汉工业学院）、刘志国（武汉工业学院）和田俊（华中科技大学）三位同志共同编写而成的，陶兴无
任主编。
郑卫平、杨孝坤、欧燕青、闵伶俐、周明英等同志也为书稿的顺利完成做了大量文字工作。
　　本书可作为非生物工程专业公共课或生物工程专业的总论教材，并适合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
读者自学。
全书共14章，第一部分（前8章）为生物工程原理，第二部分（后6章）为生物工程应用。
课堂主要讲授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供自学使用。
仅需了解生物工程基本内容的读者，也可只选学第二部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工程概论>>

由于生物工程进展“与时俱进”，内容“日新月异”，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最新文献资料，除书
末所列部分主要参考文献外，其余未一一列出。
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陶兴无2005年1月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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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生物工程的定义、组成部分、相关技术及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涵盖了生物
工程的技术实质和外延应用，为初学者提供了全面的介绍、清晰的框架和深入学习的基础。

本书是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章节安排合理。
第一章至第八章以原理和技术方法为主，论述生物工程的学科内涵和科研发展；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介
绍生物工程在农业、食品、医药、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应用情况；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介绍了生物安全
性、生物工程与社会伦理、生物工程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知识。

本书适应当前各高校广泛开设生物工程学科的情况，既可以作为生物工程专业的入门教材，也可以作
为相关交叉学科和非生物工程专业的选修课程用书，同时也可供自学者或想尽快了解生物工程基本概
念和全貌的营销、管理、行政人员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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