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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纤维素生物技术(第2版)》第一版自2005年出版以来，纤维素生物技术发展迅速，研究领域进一步
扩展。
为此，作者陈洪章结合自身工作，总结国内外研究进展，编写了第二版。
新版体现了下列特色：　　对各章节内容进行了改编、更新和增补；　　新版体现了作者近年来在纤
维素生物技术研究中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进展；　　提出了天然纤维素“原料初级炼制”、“组分
分离”、“分层多级利用”、“选择性结构拆分”等新思路。
　　《纤维素生物技术（第2版）》可供从事纤维素科学研究、教学的科技人员及研究生阅读，也可
为从事农业资源利用和产业开发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纤维素生物技术>>

作者简介

陈洪章，中科院过程工程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973”项目
首席科学家。
主要致力于纤维素生物技术研究，以新型固态发酵和原料组分分离为核心，充分吸收分子生物学和工
业生态学的新思路，研究生态生化工程的学科基础和关键技术平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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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④原料的比容大；⑤原料的价格低廉，现作为废弃物。
这些特点说明天然纤维素原料具有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粮食短缺、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巨大
潜力，但同时赋予了利用生物技术转化天然纤维素原料的困难。
中国秸秆的利用方式很多。
主要分为能源化利用、直接还田、饲料化利用、作为工业原料以及食用菌基料等。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不同，其利用方式也不相同。
结合实地调查和文献分析，经测算，在主要农作物秸秆中，2006年用于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的资源量
约1.08亿吨，占理论资源量的25％；直接还田约1.30亿吨（含未收集部分），占理论资源量的30％；用
作牲畜饲料约0.79亿吨，占理论资源量的18 ％；用作造纸原料和食用菌基料分别为O.20亿吨和O.10亿
吨，分别占理论资源量的4.6％和2.3％；焚烧及废弃约O.86亿吨，占理论资源量的20％。
由此可见，秸秆在我国主要还是被用作燃料或在田间被直接烧掉，且被浪费的秸秆资源比例也较高，
而作为工业原料的比例却非常低。
这种产业结构不但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土壤肥力衰竭，造成农业上的恶性循环，而且污染了环境，还
存在火灾隐患。
同时，由于秸秆燃烧热能利用率极低（在10％以下），对资源也是极大的浪费。
发展和利用生物技术分解和转化天然纤维素原料既是资源利用的有效途径，对于解决环境污染、食品
短缺和能源危机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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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纤维素生物技术(第2版)》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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