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发酵生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微生物发酵生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122067173

10位ISBN编号：7122067173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罗立新 编

页数：2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微生物发酵生理学》

前言

　　微生物发酵生理学是以微生物生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微生物发酵生产的角度，研究发酵工业涉及
的原核、真核微生物细胞的代谢活动、生长规律及代谢产物积累的生化过程与控制。它是细胞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代谢调控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一门边缘学科，是生命科学中最前沿的学
科之一。　　细胞是微生物个体的基本结构单位，为微生物进行各项代谢活动提供场所和物质基础。
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微生物细胞的结构及其生理功能，不仅揭示了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在各种细胞结构
和功能上的重要差异，而且有助于对它们在基因表达和发酵控制等特性的认识。　　由于分子生物学
、分子遗传学、生化工程、微生物基因组学与代谢组学等的发展，以DNA等从分子水平来控制微生物
代谢，使发酵工业进入代谢调控阶段，也使以发酵工程为基础的工业生物技术产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就，有机酸、氨基酸、核苷酸和抗生素等发酵工业迅速发展，发酵产率大幅度提高。因此，研究微生
物生长与代谢调节理论是微生物发酵生理学的核心内容。本书编写的目的在于从分子水平阐明微生物
的细胞结构与功能、微生物生长规律及其生化变化与控制、发酵产物（氨基酸、有机酸、核苷酸、抗
生素）的生物合成与代谢调控，并以此理论指导代谢控制育种与代谢控制发酵方案的实施，从而能更
有效地大量生产所需发酵产物，整体提升传统发酵工业的科技水平。　　微生物发酵生理学早在20世
纪80年代初期就列入华南理工大学发酵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并在发酵工程专业中开出，也
是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化工和发酵工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之一。本课程先有陈连就、姚汝
华两位国内知名微生物发酵专家授课，后又有周婉冰、杨汝德等微生物发酵工程的老教授讲授，专家
们结合自己几十年从事微生物发酵研究和生产实践，广泛搜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编写了讲义，
由于其内容全面系统，理论实践并重，深受广大师生好评。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者以此讲义为基础
，参考了许多国内外相关教材及众多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引用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及相关图表，
在此向各位前辈及所有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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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发酵生理学》

内容概要

《微生物发酵生理学》以微生物生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微生物发酵生产的视角，研究在发酵工业中应
用的原核、真核微生物细胞的代谢活动、生长规律以及代谢物积累的生化过程与控制，并以此理论指
导代谢控制育种与代谢控制发酵方案的实施。全书的知识内容与生产、研究结合紧密，系统性强，言
简意赅。
《微生物发酵生理学》可以作为综合、理工、师范、农林等院校发酵工程、生物化工、微生物学、生
物制药等生物类专业以及食品、轻工、环境等相关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可供修完微生物学、生
物化学等基础课程之后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发酵工程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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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发酵生理学》

章节摘录

　　第一节微生物发酵生理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一、研究对象　　微生物发酵生理学
（microbialfermentation physiology）是微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是以发酵工业涉及的原核微生物与真核微
生物为研究对象，以微生物学、微生物生理学、微生物遗传学为基础，是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分子遗传学、代谢调控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一门边缘学科。微生物发酵生理学课程主要是系统阐述工
业微生物自身普遍的以及特殊的生理活动方式与规律，介绍微生物细胞的精细结构；细胞的新陈代谢
、生物大分子的合成与分解及其调节控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以及影响其生长繁殖的种种因素；发
酵产物（有机酸、氨基酸、核苷酸、抗生素等）的生物合成与代谢调控，并以此理论指导代谢控制育
种与代谢控制发酵方案的实施。　　微生物发酵生理学是在实验室与自然条件下研究工业微生物的新
陈代谢活动的特点与规律的学科，是生物学中重要的理论教学课程之一。在我们生存的这颗行星上，
微生物分布极为广泛，即使在一些其他生物无法生存的极端环境下，微生物也能生长繁殖。之所以微
生物有如此强的生存和适应能力是因为其生理活动、新陈代谢具有独特性。因此，微生物发酵生理学
所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与普通生理学以及动植物生理学有很大的差异。　　微生物发酵生理学与生
产实际密切相关。各种微生物发酵生产均离不开发酵生理学知识，另一方面工业生产也促进了微生物
发酵生理学的发展。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们利用微生物的生长代谢过程的前体物、中间产物以及
终产物，得到有益于人类与环境的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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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发酵生理学》

精彩短评

1、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但内容还是挺好的，微生物专业必看！
2、书写得真心不错，也很有针对性。极少数地方校对有问题，但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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