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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生物工程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食品、医药、化工、能源、材料、环境保护和冶金采矿等领域为
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生物工程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微生物工程一直在起带头作用，它是现代
生物工程的组成部分，是基因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等生物技术实现产业化的桥梁和关键技术。
近年来随着基因组学、组合生物合成、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的融人，微生物工程内涵也日益丰富
，特别是利用代谢组学进行代谢工程研究，结合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的研究，可达到改造和控制
细胞性质、提高底物利用及产品收率、促进微生物工程发展的目的。
　　由于微生物工程涉及面广，现有教材各有侧重点，适用范围各异，编写一部适合高师和理工院校
自身实际教学情况同时又能兼顾其他方面内容的教材显得十分重要。
正是基于此，在科学出版社上海分社、高等师范院校新世纪教材筹委会的指导倡议下，约请全国部分
高师院校、理工大学的老师编写了本教材，参加编写的人员都是多年教授本门课程的一线教师。
本书的编排格式按照微生物工程工业生产流程，根据学科发展情况新增一些内容，全书共分12章，内
容包括微生物工程的概念、发展史、微生物菌种选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基的设计、微生物发酵过程
的基本原理、发酵过程的参数控制、基因工程菌的培养、动植物和微藻细胞培养、清洁生产、生物炼
制，扼要介绍了典型微生物发酵产品如抗生素、酶制剂、氨基酸、酒精等的生产工艺。
考虑到微生物发酵产品的分离精制理论和技术在微生物工程下游加工工艺的教科书如《生物分离技术
》、《生化分离工程》等已有详尽的叙述，本书不再介绍，本教材采用了较多的图和表，以便于教和
学；每章附有知识点和复习思考题，希望有助读者理解和掌握有关概念、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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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生物工程》按照微生物工程工业生产流程进行编排，全书共分12章，内容包括微生物工程的
概念、发展史、微生物菌种选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基的设计、微生物发酵过程的基本原理、发酵过
程的参数控制原理、基因工程菌的培养、动植物和微藻细胞培养、清洁生产、生物炼制，扼要介绍了
典型微生物发酵产品如抗生素、酶制剂、氨基酸、酒精等的生产工艺。
《微生物工程》可供师范院校、农林院校、综合性大学的生物工程、生物技术专业的专业教材，也可
作为生物制药、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科学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同时也适合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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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微生物为基础的发酵技术，首先必须具备优良的生产菌种.在生产实践中，菌种的来源是多方面
的，有了菌种还要改造与提高，使之更加符合人们的要求。
所以，要对工业微生物菌种进行选育。
育种的目的是使微生物菌种的生长代谢符合人们生产的要求，然后应用于工业生产，为人类服务，为
企业产生效益。
　　各类微生物广泛存在于包括土壤、空气、水和各种动植物表面和部分器官的自然界中。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微生物与其他生物一样，经受着各种环境条件（包括各种十分弱的诱发突变的
物理、化学甚至生物因子）的考验，最后适者生存，形成了由各种微生物物种组成的微生物资源。
因此人们可以从这些环境中直接分离那些为适应环境而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或特殊的代谢调控能力的微
生物，通过进一步筛选，用于工业生产，或作为出发菌株，选育高产或特殊代谢产物的菌种，即工业
微生物的分离与筛选。
这是获得各种工业微生物优良菌种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之一。
另外，也常被用作发酵工业日常生产过程对菌种进行纯化复壮的有效手段。
人们应该尽量采用从自然界直接分离获得的符合目的的微生物菌种，因为它们的遗传性状往往是十分
稳定的。
但是微生物的自然资源因突变率低，且不定向而难以满足人类生产的需要。
所以为了加快微生物的定向进化，就必须主动改造微生物，即微生物的育种。
随着科学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微生物的育种已越来越成为发酵工业获得优良生产菌种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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