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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相互交叉衍生出生物功能材料。
其中，细菌纤维素功能材料是当今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一直从事细菌纤维素高产菌种的筛选和诱变，细菌纤维素发酵及其在燃料电
池、一维纳米杂化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们紧跟国际上的发展动态和研究前沿，在细菌纤维素功能化及其应用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
目前，尚无有关细菌纤维素功能材料的专著出版，但细菌纤维素功能化研究日显重要，受到各国科学
家的高度关注。
为此，我们经过长期的酝酿、思考，编著了本书，意在为读者提供细菌纤维素功能材料及其应用领域
内第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专题研究框架。
以此为出发点，本书共包括7章，分别介绍细菌纤维素研究的不同方向。
特别是在功能材料章节（第4章和第5章），对专题研究意义做全面介绍的同时，也对该专题的最主要
技术进行细致的探讨，并讨论其在商业方面的应用前景及实验方面亟待解决的难题。
本书涉及生物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电化学、物理学、材料学以及界面化学等相关学科，希望能
帮助读者在细菌纤维素功能材料的研究上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感知。
本书注重生物技术和纳米科学的高水平交叉，二者的交叉形成了本书的主体骨架。
本书的完成得到许多同行的帮助，特别感谢南京大学黄以能和南京理工大学陆路德两位教授在其研究
领域对本书提出了重要建议。
本书的撰写工作还得到于俊伟、周伶俐、李骏三位博士生和徐小凤、周浩、李亚伟、朱春林、殷智超
、马波等硕士生的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全书引用了大量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鉴于全书统筹安排的需要，有些数据在进行了重新整理后加以引
述，在此也向所有相关作者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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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细菌纤维素羟基与小分子以及与纳米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原理及最新的发展动向和成果做了较为
详细的归纳总结，主要包括细菌纤维素的制备以及杂化细菌纤维素纳米纤维、功能性细菌纤维素膜、
硝化细菌纤维素等细菌纤维素功能材料的相关研究成果。
    本书适合生物工程、天然高分子化学、材料化学和物理、界面化学及生物材料等相关领域的科研人
员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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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4发酵方式2.4.1静置培养和摇瓶振荡培养培养方式对纤维素的产量、结构和性质有显著影响。
细菌纤维素的培养方式有静置培养和摇瓶振荡培养，可根据细菌纤维素的用途选择合适的培养方式。
静置培养时，细菌纤维素在发酵液表面产生一层厚的凝胶膜，其产量受容器表面积、装液体积等影响
。
当盛放培养液的容器表面积一定时，随液层厚度的增加，溶氧减少，从而抑制菌体产纤维素。
振荡培养时纤维素呈不规则的丝状、星状、絮状或团块状分散于发酵液中，但摇瓶振荡培养的纤维素
易结团，且菌株易突变为不产纤维素菌，致使纤维素产量下降。
Sun等[69,70]对不同发酵方式产生的纤维素的结构及性质进行了研究，SEM分析显示静置培养和发酵罐
培养得到的纤维素均具有网状结构，但静置获得的纤维素丝带相互缠绕且层状重叠，更加致密，丝带
更细；FTIP分析知搅拌不改变纤维素的化学结构，但能减弱分子间氢键；XRD分析可知静置培养的纤
维素具有更高的结晶指数、Iα型晶体含量和更大的晶粒尺寸，但不改变晶型，仍为纤维素I型，说明
搅拌会干扰纤维素初始纤丝的结晶，有利于形成更小的晶粒和较Iα型稳定的Iβ型。
与棉纤维素相比，静置培养获得的纤维素热稳定性更好，而发酵罐培养获得的纤维素则阻燃性更好。
图2-1是周伶俐[14]利用木醋杆菌NUST4.1菌株在两种培养方式下得到的细菌纤维素的扫描电镜照片，
发现两者均具有许多纤维丝带相互缠绕而形成的网络结构，但丝带和网状结构有明显差异，低倍数下
观察发现，静置培养得到的纤维丝带紧密缠绕，高倍数下观察到这些丝带层状重叠，丝带较均匀，并
具有孔洞结构；而摇瓶振荡培养得到的纤维丝带像一层膜覆在表面，有朝向某个方向的迹象，并且比
静置纤维素膜更加致密。
此外，静置培养得到的纤维丝带宽度比摇瓶振荡得到的纤维丝带稍粗些，不过静置得到的纤维丝带宽
度比文献[71]报道的小1／2左右，摇瓶振荡得到的结果与文献报道接近，而且其缠绕程度和紊乱程度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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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细菌纤维素功能材料及其工业应用》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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