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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发酵原理（第2版）》分别从能量流、物
质流和信息流三个方面揭示了微生物代谢的运动本质，首次提出了发酵学关于微生物生命活动
的&ldquo;三个基本假说&rdquo;。
并把微生物育种和微生物培养的工艺视为一个整体，以&ldquo;三个基本假说&rdquo;为依据，提出了
关于现代工业发酵的一系列应刚性推理，将工业发酵提升到现代生物技术及生物工程的高度。
《发酵原理》认定微生物是工业发酵的行为发生主体，是发酵生产线上必不可少的细胞机器，并且为
典型的工业发酵的细胞机器建立了工作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业微生物代谢的&ldquo;五
段式&rdquo;和工业发酵的&ldquo;五字策略&rdquo;。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发酵原理（第2版）》示范了与微生物平等友
好、合作共赢的思维方式，希望能有益于读者在生物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发酵原理（第2版）》适合于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使用，并可供生物工程、生物技术领域的教师、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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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碳是有机物的特有元素，是生物分子的结构中心。
碳原子可彼此反应并形成稳定的&ldquo;c-c&rdquo;共价结合的化合物，可形成链式或环式的结构，其
长度和大小几乎是无限度的，成为各种有机分子的骨架。
碳原子可与许多元素如H、（）、N、S、P等形成稳定的共价键。
碳原子的四面体构型产生了大量的同分异构体。
碳原子如此多样而稳定的结合方式，是导致生物分子种类繁多的原因之一。
　　微生物细胞及其代谢产物中包含了无数有机化合物。
所有有机化合物都有碳架。
本课程现阶段主要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代谢。
有的有机化合物既属元素营养又属能源营养，如对化能异养型微生物来说，葡萄糖既可作为碳元素营
养，又作为化学能源营养。
凡可构成微生物细胞及其代谢产物碳架来源的营养物质，均称为碳源。
微生物对碳源的需要极其广泛，从简单的无机碳化物，如COz、CO（对自养型微生物），到复杂的天
然有机含碳物，如糖类、醇类、有机酸、脂肪、烃类等（对异养型微生物）都可被不同种类的微生物
利用。
对化能异养型微生物来说，碳源的生理功能可总括为两点：一是构成细胞物质和各种代谢产物的碳架
；二是提供细胞活动所需的能量。
有机碳化合物经分解代谢，产生生物可以直接利用的能量形式的能量（以ATP为代表的代谢能）和一
系列重要的中间代谢物，供合成代谢所需。
　　本章讨论代谢能对细胞生命活动的支撑，这与含磷化合物的关系密切。
磷在细胞中的磷酸并非呈游离态存在，主要是与各种有机化合物通过酯键连接而成为细胞中的有机组
分。
例如，与脂类分子以磷酯键连接，形成各种磷脂化合物（参与膜的结构）；与糖类分子形成酯键，使
其成为活化态的代谢物，如糖核苷酸、糖磷酸酯，它们能活跃地参与合成、分解代谢，还能活跃地参
与输送；与蛋白质（酶）的结合或解离，实现酶或载体蛋白的活性的共价调节。
磷酸的一个重要生物学作用是架桥，除上述磷脂类化合物外，最重要的是借磷酸的架桥作用将各种核
苷酸连成长链，组成DNA和RNA。
磷酸可自我架桥成为多聚体，如焦磷酸、三磷酸和多聚偏磷酸等，多磷酸化合物对细胞的生命活动非
常重要，是细胞能量代谢中一个主要的调节物。
所有生物都依靠三磷酸及二磷酸化合物，如ATP和ADP作为代谢能（生物可以直接利用的能量形式）
周转的分子形式，细胞直接利用这些多磷酸化合物所含的能量做各式各样的生物学功。
几乎所有微生物都可利用无机磷酸盐。
有机磷化合物经磷酸酶作用后也可作为磷源。
几乎所有生物体都有磷酸酶（按其作用最适pH分为酸性磷酸酶和碱性磷酸酶），通常位于周质区域，
处于这一位置使它们更易与外界含磷化合物发生反应。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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