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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电化学系统是一个崭新且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在资源和能源回收以及环境污染修复等方面已经日
渐展现出其独有的特色和吸引力。
生物电化学系统包含微生物学、电化学、过程工艺学等复杂过程，尽管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认识被报道
，但是迄今为止科学家对生物电化学系统的认知还不甚完整，大量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还有待解决，
还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支撑以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生物电化学系统：从胞外电子传递到生物技术应用》的英文原著是国际上首部系统阐述生物电化学
系统在污水处理、沉积物产电、产品生物合成以及污染生物修复等方面的原理与应用的权威著作。
《生物电化学系统：从胞外电子传递到生物技术应用》是该领域我国首次引进的专著。
《生物电化学系统：从胞外电子传递到生物技术应用》不仅介绍了生物电化学系统的基本原理、电极
材料、电子传递、电化学方法、电极微生物、物质氧化与还原等内容，还结合产能、资源回收、污染
物降解等方面阐明了生物电化学系统功能化所涉及的反应器构型优化、工艺设计与放大、配套设施等
问题，力求使读者对生物电化学系统有深入的了解。
全书内容深入浅出，信息量大，理论体系和脉络完整严谨，注重系统性、科学性、前沿性、实践性和
指导性。

《生物电化学系统：从胞外电子传递到生物技术应用》可以作为从事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微生物学
、环境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及研究生的有价值的参考书或教学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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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生物电化学系统：面向环境和工业生物技术的新方法 1.1燃料电池和生物电学
1839年，WilliamGrove首先意识到在电的作用下将水分解获得氢气和氧气的逆过程也应当是能够进行
的（Grove，1839）。
基于此，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利用气体的新型电池，后来命名为燃料电池。
然而，就在他的发明获得了初步成功的时候，化石燃料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人们对这项技术的兴趣。
而70多年以后，Potter最先阐述了微生物能够通过物质转化产生还原力进而产生电流的发生过程
（Potter，1911）。
Cohen（1931）对细菌产生还原力的能力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微生物很小的能量传递能力是产生电流
的根本限制因素。
直到20世纪60年代，微生物的这种产电能力才真正与燃料电池结合起来，微生物燃料电池（MFC）的
雏形就此产生（BerkandCanfield，1964；vanHees，1965）。
 微生物燃料电池（MFC）可以定义为，微生物充当催化剂，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系统。
微生物燃料电池是生物燃料电池的一种，相对于微生物燃料电池来说，生物燃料电池更广泛地利用了
生物催化剂（从整个细胞到酶）来完成氧化反应和／或还原反应。
利用酶作催化剂的生物燃料电池将会在本书的第3章介绍。
图1.1反映了过去20年，微生物燃料电池领域中文献的引用数量，说明MFC备受学术界的关注。
最近十年，关于微生物燃料电池的研究不仅直接与产电和供水有关，还与微生物以及工程方面的许多
突破性进展有关。
 生物质作为一种能源资源日益受到重视，是一类存在和分布十分广泛，并且潜能蕴含巨大的能源形式
，1kg生物质的化学需氧量（COD）相当于4kW·h的能量。
当前，能够用于产能的废弃生物质基本都是水溶液中以溶解物或者悬浮物的形式存在，主要有以下几
种类型：木头碎片／刨片／木屑、作物残渣、蔬菜水果和园圃的废弃物。
其他存在形式的生物质利用程度上更加困难，本书第18章会对液态和半固态的生物质原料进行综述。
 近来，研究者发现MFC系统能够产生更多形式的能量，并不仅以电能作为唯一产物。
如果在MFC两端施加电压，在阴极会产生氢气（第14章）。
这样的系统就被称为微生物电解池MEC（Loganetal.，2008）。
最近人们将MFC和MEC归为一类，统称为生物电化学系统（BES）（Rabaeyetal.，2007）。
在环境领域中，BES中的微生物统指系统中可以利用并承担一定生态功能的所有微生物。
随着这一研究领域的迅速崛起，出现了大量用来描述此项技术、工艺以及相关微生物的专业术语。
表1.1总结了一些常用的术语。
BES多种多样的应用形式与新产品、新工艺紧密联系。
这些新产品、新工艺多出现在生物精炼工业和废水处理领域。
第2章将对这些产品和工艺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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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际上首部系统阐述生物电化学系统在污水处理、沉积物产电、产品生物合成以及污染生物修复
等方面原理与应用的权威著作。
　　本书在阐述技术原理的同时，提供了很多正在讨论的关键问题或者发展思路，这将为读者更快地
站在技术前沿角度感受其发展的潜力提供重要的方向。
　　——王爱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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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电化学系统:从胞外电子传递到生物技术应用》可以作为从事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微生物学、
环境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及研究生的有价值的参考书或教学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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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