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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在生物技术领域，没有哪个词汇像“白色生物技术”一样这么频繁地被专家讨论。
白色生物技术是“工业生物技术”的另一种名称，其所关注的重点包括各类产品的生产，如大宗化学
品、精细化学品、酶、食品和动物饲料添加剂、药物活性成分、农用化学品和过程工业助剂等。
　　在某些领域，白色生物技术已经占领了主导市场地位：　　近年来，工业生物技术方法生产的氨
基酸产量已超过100万t；　　在维生素生产领域，已有几个从化学法到生物技术方法合成工艺路线的
转变实例，并且可以预期这种转变会不断增加；　　在过去10年中，酶制剂的市场容量已经增加了50
％；　　聚交酯的成功，标志着白色生物技术向聚合物和人工合成材料领域的突破。
　　目前，原油是最重要的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化学原料。
初级工业和聚合物化学现在都强烈依赖于石油的供应。
但是，现在离石油枯竭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现在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石油高峰期（也就是原油开
采量达到最高点）会在21世纪上半叶出现。
随着开发新的石油来源难度的增加，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降低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
　　总而言之，现在留给开发基于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工艺和满足生产领域各种需求的工业生物技术的
时间已经不多。
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巨大进步为工业催化相关的生物催化剂的开发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同时，生物加工工程的经验为从平板模式到摇床，再到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
因此，理论上，新的工业生物加工过程加速发展的基础是存在的。
本书中，来自不同工业生物技术学科和商业领域的专家，将就目前的发展情况和技术发展水平作出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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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先，本书对白色生物技术相关的各类碳水化合物、油脂类及其他类型的原料从来源到应用进行了介
绍，之后对近年来生物技术中的热点——“高通量筛选”相关技术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讨论。
其次，在“工业酶”一章中，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就酶在工业中的应用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包括洗涤
剂、纺织品、造纸工业、淀粉制品、生物乙醇、食品、动物饲料及化学品制造等，而且还就新型酶的
发现进行了探讨和介绍。
之后，本书又用一章的篇幅对生物催化剂在有机合成领域中的三种不同方式：非手性合成，不对称合
成和动力学拆分进行了描述和讨论。
再次，就生物炼制和生物过程加工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和讨论，包括生物炼制原料、原理和实例，以及
生物加工过程的设计，代谢过程分析和生物产品的下游处理等。
最后，总结了应用于发酵、生物转化以及下游过程中的一些新的传感技术和控制策略。
    本书内容体系完整，对白色生物技术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均有精辟的阐述，有很多数据和实例，反映
了国际前沿水平。
其时效性和系统性对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极具指导意义，对非专业人士迅速熟悉该领域也大有益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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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酵原料　　3　油脂和脂肪类原料　　油脂和脂肪由不同的甘油三酯（triglyceride）组成。
甘油三酯是由三个脂肪酸酯化甘油形成的。
因此，油脂和脂肪类原料一方面是植物油、植物脂肪和动物脂肪；另一方面是来源于脂肪酸和甘油的
原料。
天然植物和动物的甘油三酯的脂肪酸碳链长度主要在4～22变化。
脂肪酸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其中饱和脂肪酸包括软脂酸（palmitic acid）、硬脂酸
（stearic acid）、十二烷酸（lauric acid），不饱和脂肪酸包括油酸（oleic acid）、亚油酸（linoleic acid
）、亚麻酸（linolenic acid）、芥子酸（erucaacid）。
特别是，由植物和动物天然合成的脂肪酸的碳原子数都是偶数。
热带地区植物大部分含有高熔点的植物脂肪，如椰子脂肪（coconut fat）、棕榈油（palm oil）和棕榈
仁油（palm kernel oil），也就是说这类脂肪在室温下是固态。
而在温带地区，植物含有的通常是液态植物油。
　　动物脂肪主要是从动物废弃物（animalresidue）获得。
动物脂肪通常从动物组织中加热熬煮，以将其与蛋白质和其他天然物质分离。
脂肪熬煮过程可采用干热或者用蒸汽加热的方法。
　　有230多种植物在它们的种子、果实或根茎中储存有油脂。
但是，它们的油脂含量和产量差别很大，其中只有某些油料植物有工业应用价值（表7）。
一年生和多年生植物每年生产数百万吨的植物油。
2004～2005年，植物油和植物脂肪的世界产量大约为13400万t。
目前，全世界主要食物和非食物的植物油消耗量排行（按递减次序）：大豆油、棕榈油、菜油、葵花
籽油、花生油、棉籽油、椰子油和棕榈仁油。
三大主要植物油植物的生产者分别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生产的油椰子；美国、阿根廷、巴西和中
国生产的大豆；欧盟、中国、印度和加拿大生产的油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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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目前在生物技术领域，没有哪个词汇像“白色生物技术”一样这么频繁地被专家讨论。
白色生物技术是“工业生物技术”的另一种名称，其所关注的重点包括各类产品的生产，如大宗化学
品、精细化学品、酶、食品和动物饲料添加剂、药物活性成分、农用化学品和过程工业助剂等。
　　本书中，来自不同工业生物技术学科和商业领域的专家，将就目前的发展情况和技术发展水平作
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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