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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加大课程建
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的要求，适应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趋势，我们根据生物
工程行业各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以真实生产任务或（
和）工作过程为导向，以相关职业资格标准基本工作要求为依据，重新构建了职业技术（技能）和职
业素质基础知识培养两个课程系统。
在不断总结近年来课程建设与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开发、编写了高等职业教育食品生物类专业教
材系列，以满足各院校食品生物类专业建设和相关课程改革的需要，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本书的编写是按照《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规定的职业培养目标
，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精神，为培养实用型生物类专业方面的人才任务服务，是高职高
专生物类专业第一循环专业课程的专业教材，其目的是使学生在进入第二循环专业课前，整体了解生
物工程的框架体系，掌握生物技术的基本知识、原理及应用领域的基本概况，激发学生对专业课程学
习热情。
同时也可以作为高职学院非生物类学生的素质教育教材。
　　在编写中，我们对《生物工程概论》第一版内容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将原生物技术应用领域整合
为一章，鉴于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增加了生物安全性内容。
我们力求突出实用性、简约性、先进性。
在阐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既用较少的篇幅阐明有关内容，又能涵盖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知识，
内容注意与实际相联系，在编写中每一领域都有应用举例，突出高职教育的特点。
编写中突出“新”字，不仅介绍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新兴的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武器等前沿的
科学技术，为便于非生物专业学生的学习还增加生物学基础内容。
全书共分为9章，1～7章为生物工程的原理，8～9章为生物工程应用。
　　本书内容丰富，覆盖生物工程各个应用领域，每一章节都列出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并有一定数
量的复习题，可供学生课外复习和自学使用。
在教学中可根据实际教学方向、教学时数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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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全面介绍了生物工程的概念、原理、发展方向及应用领域。
全书共分为九章，内容包括生物学基础、基因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以
及生物技术在农业、工业、医药、能源、材料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应用及发展前沿动态。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生物类专业的入门课程和非生物技术类专业学生素质教育的教材，也可
供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作为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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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65年巴斯德用实验证实，微生物能利用铵和糖生物合成出蛋白质类的物质。
今天的单细胞蛋白工业就是当初巴斯德预见到的工业化生产。
为使发酵能正常进行，巴斯德用蒜汁灭菌消毒，在1877年他就曾指出过把炭疽菌跟普遍的细菌放在一
起培养时，由于受到培养物产生出来的某些物质的影响，炭疽菌的致病力丧失掉了。
由此认为，这种现象有可能应用到治疗疾病的方面，不久就出现了“抗生作用（ant.ibiosis）”这个词
。
　　由此可见，把传统概念中的生物工程提高到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即从凭经验手工艺一跃成为凭借
到当时为止发展起来的物理学、化学和遗传学的初步分析，则应归功于巴斯德的不朽贡献。
巴斯德也因此被人们誉之为“发酵之父”。
　　其后不久，布雷菲尔德（Brefeld）创建了霉菌纯粹培养法（1872），德国罗伯特·柯赫等（Rober
Koch，1843～1910）完成了细菌纯粹培养技术，并建立了一套分离、培养、接种、染色等微生物技术
，一直沿用至今，并获得1905年诺贝尔奖。
另外，丹麦的汉逊（Hansen）建立了啤酒酵母的培养方法（1879），从而确立了单种微生物的分离和
纯粹培养技术，使发酵技术从天然发酵转变为纯粹培养发酵，实现了第一个技术进步。
从而人类开始了人为地控制微生物的发酵进程，使发酵的生产技术得到了巨大的改良，提高了产品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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