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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然科学史中我所知道的有两次重要的地学与生物学的结合。
第一次是19世纪初发生的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宏观层面结合，产生了化石层序或生物地层学，成为全球
地层对比的基本手段，并在寻找石油与油源对比等矿藏资源的发现与开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次
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生物微结构、生物化学和微矿物学的结合，产生了“生物矿化”的研
究（文献中称biomineralization，生物矿化作用，简称生物矿化）。
生物矿化研究地球演化过程中生物，特别是微生物的生物矿化过程、矿化产物与矿化效应。
它将地球上有活性的生命体与无机矿物相互作用的研究追溯至约34亿年前的菌藻类，后延至今天地球
表生带微生物活体正在进行的各类矿化作用；观察空间由地球扩展到其他星球，如通过生物矿化现象
的比较研究，探索火星的生命。
　　与大气圈和水圈直接相连的表生带广泛分布着与其环境相适应的微生物群体。
它们“就地取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制造出结构和功能迥异的各种生物矿物；记录并储存生命起源
、生物进化与环境演化的相关信息。
《微生物矿化》一书的作者是微生物矿化研究方面一线研究者，是富有探索精神的研究群体。
他们依据多年的研究积累和对前人成果的归纳、演绎，系统简明地论述微生物矿化的发展历史、理论
基础、研究内容和方法、应用领域和发展方向；分章论述地球表生带不同区域的微生物矿化实例，重
点研究中国陆地趋磁细菌及其在黄土一古土壤序列中的地球化学行为与效应、微生物矿化在环境污染
与治理中的应用、现代海底冷泉和高温热液喷出口的微生物矿化效应。
该书图文并茂，是一本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教材与参考书。
我希望它的出版发行将有益于微生物矿化和相关交叉学科的发展，有助于我国资源与环境等领域的可
持续发展。
　　贾蓉芬等作者能够注意到人们尚未完全认识的微生物矿化作用的重要性并出版该书是值得称赞的
。
虽然该书并不能解决和回答微生物矿化作用的所有问题，但是我很提倡在科研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
，具有职业精神的科学家们不畏困难、通力合作，去探索人们所不完全理解的领域，为科学事业做出
自己的贡献的精神，这样一种精神值得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科学界同仁学习，我衷心祝贺该书的出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生物矿化>>

内容概要

本书简明介绍了生物及微生物矿化的研究历史与未来方向、微生物矿化的基本概念与原理，重点论述
：趋磁细菌的生态分布、矿化产物的“智能”意义，菌种及其矿化产物(磁小体)的培养与分离方法；
喜铁细菌等微生物在中国黄土(陆相沉积物)中的分布特征，矿化产物的类型、地层磁效应及其地球化
学背景；微生物矿化在治理环境污染中的作用与应用前景，尤其对石油类污染物的追踪与微生物降解
的实验研究；现代海底微生物矿化成因的冷泉碳酸盐岩的岩石学、地球化学特征及其与天然气水合物
的关系；洋底高温热泉极端环境下微生物种群关系及其与生命起源和多金属成矿意义。
    本书适于地球科学、微生物学、海洋学、石油与天然气科学和环境科学等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
以及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广大科技爱好者阅读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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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酶是生物化学反应的催化剂。
生物矿化是发生在生物体内或体外的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
在实验室，复杂有机物的合成与分解必须要有高温、强酸或强碱等剧烈条件才能进行，而在生物体内
许多复杂的化学反应进行得极为顺利和迅速，其根本原因就是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生物催化剂——酶。
酶与非生物催化剂一样，它们都具有用量少催化效率高，不改变化学反应的平衡点，只改变化学反应
速率的特点，提高反应速率的途径是降低反应物的活化能，使更多的分子进入活化态。
由于酶具有对反应物催化高度的专一性，比一般催化剂效率高107～1013倍（分子比）。
酶能极高地提高反应速率的原因，目前认为主要是酶与底物（反应物）结合时，两者构象均能自我调
节到相互耦合，底物分子会向酶活动中心靠近，趋向酶的催化部位，使活性中心微区的底物浓度极大
提高，同时底物分子发生扭曲，易于断裂而发生反应。
另外，酶与底物形成亚稳过渡态中间产物（ES），ES可迅速地分解为产物，酶的活动中心的质子供体
或受体，对底物的分子进行广义的酸碱催化等效应也导致催化效率的提高。
但是，酶与普通蛋白质一样，易受热、紫外线、酸碱、有机溶剂的作用而变性或失去活性。
　　（2）酶的组成与分类。
酶是一种带活性的蛋白质或核糖核酸分子。
除了已鉴定出3000种以上的蛋白酶，近年来生化实验揭示RNA分子也可以是高活性的酶，与蛋白酶一
样具有对产物生成的专一性催化，催化产物服从米氏方程，但由于它们不能形成大的非极性分子，与
蛋白质的20种不同构建单位相比，它们仅有4种，因而它们的易变性也小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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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生物矿化》适于地球科学、微生物学、海洋学、石油与天然气科学和环境科学等专业的大学
生、研究生，以及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广大科技爱好者阅读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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