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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反应工程是连接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的桥梁，在生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举足
轻重。
全书按照生物反应动力学及定量分析、生物反应器与生物反应过程设计、生物反应工程应用的思路组
织，既考虑了教材的基础性和系统性，又考虑了内容的先进性，使读者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生物反应工
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近年来生物反应工程学科的最新进展。
全书共分1O章，每章均包含大量的实例，并附有习题，有利于学生加深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巩
固各章的知识。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生物反应工程原理》可作为高等院校生物工程、生物技
术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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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宿主细胞的选择还应该根据具体的表达目的进行具体分析。
有些情况下，基因遗传信息尚不完全清楚的野生宿主具有良好的生产特性，也往往成为基因工程操作
的优选对象。
另外，为了解决受体细胞内的蛋白酶对外源蛋白的降解问题，可以选用专门构建的蛋白酶缺陷型受体
细胞，以高效表达各种不稳定的重组异源蛋白。
另外，乙酸的大量积累会严重抑制菌体生长和目的基因的表达，因此，有研究人员专门构建了乙酸合
成阻断型菌株，以减少或消除乙酸的产生。
再有，为了促进宿主细胞在贫氧条件下的生长特性以及目的产物的生产，还可以将透明颤菌血红蛋白
（VHh）基因等插入到宿主菌的染色体，构建具有良好生长特性的受体细胞。
2.确定理想的基因一个优选的异源蛋白表达策略，针对不同的受体细胞，还必须考虑基因本身的来源
特征。
首先，编码合成的蛋白酶具有高活性的外源基因，是克隆表达的首选。
其次，针对不同的受体细胞，外源基因在该宿主中表达时的稀有密码子数量不能太多。
另外，基因的GC含量过高，也经常会影响最终的表达效果。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根据外源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和不同宿主的密码子偏爱性，对外源基因进
行从头设计与基因合成，消除或减少基因中的稀有密码子、降低GC含量等基因工程手段已经日益成
熟。
3.确定理想的表达载体外源基因的表达主要依赖于基因的复制、转录和翻译过程。
在确定理想的受体细胞和外源基因之后，表达载体的选择、设计与重组构建是外源基因高效表达的关
键。
理想的表达载体，应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反应工程原理>>

编辑推荐

《生物反应工程原理》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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