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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二版由第一版的10章精简为7章，与第一版相比较，本版在编著体系和内容上都进行了较大的修
改和补充。
在编著体系上，依次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颗粒水平和反应器水平四个层次描述生物反应过程动力
学；从操作模型、传递特性、混合特性和反应器的设计与放大四个方面论述生物反应器的有关内容，
以突出生物反应器工程的特点。
在编著内容上，本版适当补充了生物反应工程近年来所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以使本版的内容更加充
实和丰富。
每章列出了重点内容提示，并附有例题和习题，以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有关概念和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生物工程、生物技术专业师生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生物技术产品开发
和生产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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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酶催化反应动力学1.1 酶催化反应概论1.1.2 酶的催化反应机制1.1.2.1 酶的活性部位酶是大
分子蛋白质，而反应物则是小分子物质。
因此与底物结合的不是整个酶分子，催化反应的也不是整个酶分子，而是仅局限于大分子的一定区域
。
一般把这一区域称为酶的活性部位。
（1）活性部位的概念活性部位，或称活性中心，是指酶分子中直接结合底物并将底物转化为产物的
部位。
对于单纯酶，它是由一些氨基酸残基的侧链基团（R侧基）组成的；对于结合酶，除上述氨基酸残基
的侧链基团外，辅酶或辅基上的某一部分结构往往也是活性部位的结合部分。
构成酶活性部位的基团，在一级结构上可能相距很远，甚至可能不在一条肽链上，但在蛋白质的空间
结构上彼此靠近，形成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区域。
这个区域在已知结构的酶中都是位于酶分子表面的空隙或裂缝处。
（2）必需基团酶分子中呈现酶活性不可缺少的化学基团，称为必需基团。
必需基团有两类：直接参与结合底物和催化底物进行反应的化学基团，称为活性中心内的必需基团；
不直接与底物作用，但能维持酶分子构象，保证活性中心各有关基团处于最适的空间位置，对酶的催
化活性发挥间接作用的一类必需基团，则称为活性中心外的必需基团。
（3）结合部位与催化部位由于酶的催化反应过程可分为酶与底物的结合和催化底物转化两步，所以
酶的活性部位又可分为结合部位和催化部位。
从功能上讲，前者结合底物；后者催化底物进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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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反应工程(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生物工程，生物技术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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