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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技术产业是国家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
随着生物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新的生物技术产品不断出现，其产品涵盖医药、食品、化工、轻工、
农业、能源、环保等诸多行业和领域，为工农业生产、社会进步带来明显的影响和效益，给人类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生物工艺学是研究生物技术产品生产的工艺技术问题的学科，也得到快速发展，相关的生物工艺学教
材也应运而生。
本课程为贵州省精品课程，课程建设成果已于2008年被评为贵州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并由贵州省推荐
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本书是生物工艺学课程建设主要教学成果之一。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力求把握本学科领域前沿，并结合编者自身的科学研究，特别强调采用现
代新技术改造和生产传统生物技术产品。
本书以生物技术产品共性工艺技术为主线，探讨生物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技术问题。
其内容包括工业微生物菌种选育、制备与保藏，工业培养基及其设计，生物工艺过程中的无菌技术，
生物反应动力学，发酵过程原理，生物反应器及生物工艺过程放大，生物反应过程参数检测与控制，
生物产品分离及纯化技术，生物产品工艺学及应用。
　　本书可作为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医药、食品、化工、轻工
、农业、能源、环境等专业的学生参考，同时可供从事生物技术产业的生产、科研、管理人员参考。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邱树毅教授、曹文涛副教授、胡鹏刚副教授和吴鑫颖副教授，均是长期从事生
物工艺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教师，全书最后由邱树毅教授统稿，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研究生周剑丽、牛
晓娟、陈燕、张靖楠等参与了图表的绘制。
由于时间紧迫，加之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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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工艺学》以生物技术产品共性工艺技术为主线，探讨生物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技术
问题。
其内容包括工业微生物菌种选育、制备与保藏，工业培养基及其设计，生物工艺过程中的无菌技术，
生物反应动力学，发酵过程原理，生物反应器及生物工艺过程放大，生物反应过程参数检测与控制，
生物产品分离及纯化技术，生物产品工艺学及应用。
生物工艺学主要研究生物技术产品生产的工艺技术问题。
　　《生物工艺学》为贵州省“生物工艺学”精品课程配套教材，相关配套课件可以在化学工业出版
社教学资源网下载。
　　《生物工艺学》可作为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生物技术
产业的生产、科研、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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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生物工艺学及其研究内容　　1.1.1 生物工艺学定义　　生物工艺学，也称生物技术
，是指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结合其他基础学科的科学原理，采用先进的过程技术手段，按照设计
改造生物体或生物原料，为人类生产出所需要产品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技术。
　　有关生物技术的定义有许多表述，国际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所提出的定义是：生物技术是应用自
然科学及工程学的原理，依靠生物催化剂的作用将物料进行加工，以提供产品或社会服务的技术。
欧洲生物技术联合会认为：生物技术是自然科学（包括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和物理学）和工
程科学（化学反应工程学、电子学等）的综合应用，以便将生物体系细胞（微生物细胞和动植物细胞
）及其组成物用于为社会提供其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对生物技术所做的定义是：生物技术是将生物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和
化学工程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及环境保护的技术。
　　虽然对生物技术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归纳起来有3个主要特征：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科学
技术；反应过程中需要有生物催化剂（酶、细胞等）的参与；最终目的是建立工业生产过程或进行社
会服务。
　　生物技术包括传统生物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
基因工程为核心，带动其他工程的发展，其他工程的发展又促使基因工程发展更迅速。
通常将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看作生物工程的上游处理技术，将发酵工程和酶工程看作生物工程的下游
处理技术。
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发酵工程中所需要的酶，往往通过酶工程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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