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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化学过程工程学实践指导是一门综合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把
生物目标产物的生产、流通等环节集成的一门课程，它的产品提取纯化过程与现代科学研究发展规律
方向一致，不仅要保持高活性、高纯度、高收率，而且要低成本、低污染，还要重视对原材料的综合
利用，体现对资源的再生和节约。
　　本课程是生物目标产物在进入市场前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三个过程及集成化系统的缩影。
正如常言所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因此，在进行每个过程的实践内容前需做认真预习，不仅要全面熟悉当堂实践的内容，还要回顾已学
过程工程学中的相关知识。
有的内容还要去企业考察实践，培养自身“找水喝”的务实作用，摒弃依靠别人、依赖老师“给水喝
”的惰性习惯，培养自己独立创业、自主创业的坚强性格，把已学的知识通过实践转变为自身创业的
技能和能力。
　　本书设25个独立实验和工厂见习的指导提纲，均由富有经验的老师所编写。
书中所列实验包含较成熟的并在应用的产品提取检测技术的训练，也有个别供探索的提示项目。
但因这些实验的集成和开发利用研究尚只限于实验室水平，与真正生产过程有所差别，若有错误或缺
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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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出发点旨在使读者不仅懂得怎样对已获成果进行孵化，而且能将其推上市场。
体现对读者先进行内功操练，使其达到既能掌握从原材料筛选、分离提取、纯化精制的技术，又懂得
如何克服产品进入市场的风险（如经营、产品销售等），真正能成为不但有理论修养，而且懂专业，
还能通过实践逐步成为拥有开拓市场能力的人才。
通过本书的学习和实践，也可使读者掌握在保持目标产物高活性、高纯度、高收率情况下，系统提取
工程的概念，为进一步生物科学研究和开发应用训练技能奠定基础。
　　全书设绪论、基础性实验（内设21个实验，有的实验中还设若干平行实验供选择）、探索性试验
（4个）和课程实践（2个）四部分。
　　本书适合生物化学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制药、食品科学、生物工程和农林科技等相关专业使用
，也适合上述专业对毕业实习指导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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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植酸钙产品有着广阔的前景，其生产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关于植酸钙的制备方法有很多，国内、外均有报道，按使用沉淀剂的不同分为醇类沉淀法、金属盐沉
淀法和稀酸萃取加碱中和沉淀法；按使用原料的不同分为玉米提取法、麸皮提取法、花生壳提取法、
酒糟提取法、米糠提取法等。
工业生产中普遍采用稀酸萃取加碱中和沉淀法制备植酸钙，若用植酸钙制药或加工食品，则需要进行
精制加工。
实际上，植酸钙能否直接应用，植酸钙后续产品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与植酸钙的纯度也有很大关系
。
　　脱色是粗品植酸钙精制的关键。
粗品植酸钙中的色素主要来自生产原料中的天然色素，随提取原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原料中的天然色素，主要分为脂溶性色素和水溶性色素两大类，粗品植酸钙中的色素主要是水溶性色
素，大多是各种酚类物质，它们种类很多，变化复杂，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常常变成更深色的物质，对
植酸钙的生产和储存有很大不良影响。
因而无论是生产药用植酸钙还是植酸钙的后续产品（植酸或肌醇），在生产过程中都必须脱色。
目前工业生产中常用的脱色方法主要有活性炭脱色法、氧化剂除杂法以及离子交换树脂除杂三种方法
，相比较后两种方法，活性炭脱色成本低，处理方便，是较为理想的脱色方法。
　　活性炭是一种非极性吸附剂，具有芳香环式结构，在极性溶液中，善于吸收芳香族有机物（酸中
的显色物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并善于吸附含有三个碳原子以上的其他有机物。
但是，它对不带电荷或带弱电荷的物质吸附力较强，而对带电荷的物质的吸附力则较弱，而且所带电
荷越强，对其的吸附力就越弱。
植酸中的显色物质大多为酚类物质，这类物质都含有弱酸性基团而带有弱负电荷，但也有不少含有羧
基的酚类物质，带有较强的负电荷（类似一般的有机酸）。
在用活性炭脱色的过程中，植酸中的带负电荷较弱的色素物质较易被活性炭吸附而除去。
而对带有较强负电荷的有色物质，则吸附效果较差，多残留于植酸中。
此外，活性炭的脱色效果还与其脱色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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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各章均有技术理论、实验原理、结果分析、思考题等，适合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生命科学领域教学
用书，也可作为农林、医学、综合性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有关课程的实验教材，以及相关科技人员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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