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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煤炭生物转化的微生物学基本知识和微生物对煤多环芳香烃降解转化的研究方法及降解产
物的应用。
书中论述了根据煤的结构和组成特点，选择两大类微生物一降解木质素类真菌和能降解多环芳香烃类
的球红假单胞菌作为煤炭转化用的微生物。
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各种因素如不同煤阶煤、菌种、培养方式、煤样预处理方式、煤样粒度、菌液用量
、煤浆浓度、降解作用时间等因素对煤降解转化效果的影响，并制取菌胞外酶培养液进行溶煤试验研
究。
    为提高转化效果，书中还尝试对选取的菌种进行了驯化育种和诱变育种方面的研究，并把驯化菌与
诱变菌应用于煤转化试验，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
    为了对降解转化产物的特性和转化规律有所了解，研究中采用X日D、MS、F刊日和全自动元素测定
仪等多种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对煤及煤微生物转化后的产物及残渣进行了比较与研究并对其酸性基官
能团含量进行测定，在煤微生物转化的机理研究方面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在对煤微生物转化的产物应用方面，首先综述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并把煤微生物转化的产物进行
了作为制备水煤浆添加剂应用研究，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
     本书可供矿物加工、资源环境及矿物生物工程等专业领域的师生和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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