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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紧密结合当前生产需求和教学实践，重点介绍了动物性副
产品加工利用的基础理论和先进的加工技术，力求反映国内外该领域的最新技术及研究成果。
全书共11章，主要内容包括动物性副产品利用的理化基础；分离纯化方法；浓缩、结晶和干燥技术；
动物血液、畜皮、畜骨、油脂、脏器、猪鬃、羽毛、禽蛋副产品的加工与综合利用等。
各学校可根据教学的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选择性地讲授基础理论部分和产品加工内容。
     本书是为了适应课程教学实际需要编写的，经过反复修改和补充，力求使本书结构和内容更臻完善
、合理。
本书可作为相关专业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畜产品生产与加工的科学研究人员、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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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动物性副产品利用的理化基础　　第一节　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及溶解规律　　动物性
副产品组织细胞中含有众多的生物分子，特别是内脏器官担负着重要的循环、呼吸、消化、解毒、造
血、排泄等生理功能，因此，有关的生物分子种类、数量以及活性等要比其他组织、器官多或大。
另外每种脏器、组织所含有的分子种类、数量也各不相同。
比如胰脏组织细胞含有多种消化酶类，而肺脏则是免疫物质数量占绝对优势。
　　从动物性副产品中制备的生物分子，其种类主要是蛋白质、多肽、氨基酸、核酸、核苷酸、糖类
以及脂质、类脂、脂肪酸，此外还有维生素、激素、酶等。
　　一、生物分子内或分子间的作用力　　我们知道组成生物分子最基本的元素有20余种。
结构中普遍存在的元素有碳、氧、氮、氢、磷、硫等，这些元素首先以共价键结合形成生命的基本单
位分子如氨基酸、核苷酸、甘油、脂肪酸、单糖等，这些有机小分子再共价缩合为各种生物大分子蛋
白质、酶、核酸、脂肪、多糖等。
生物大分子与大分子或大分子与小分子之间又发生结合，形成更复杂的复合分子如糖蛋白、脂蛋白、
核酸蛋白等。
分子量已经很大的分子互相又聚合形成超分子复合物，细胞器实际上就是由超分子复合物构，成的。
细胞则是由各种细胞器组合而成。
　　细胞中的生物分子种类繁多，分子内或分子间存在着作用力。
这种作用力表现的形式就是化学键或范德华力。
要把细胞中的某些成分分出来，就要拆开分子内或分子间的相互结合力。
因此对分子内和分子间的作用力有必要进行了解。
分子内或分子间的作用力主要有如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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