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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从水生环境登陆到陆生环境后，为了保护自身结构大分子免受微生物及动物的侵害，进化出
了极为卓越的保护机制，即由不同结构层次与不同化学组成形成的多重保护机制。
从组织解构角度来看，各种保护组织从外向内，首先是外皮层，其次是由木质素包裹着的厚壁细胞组
织，再次是化学结构复杂的细胞壁，最后则是不溶性纤维素本身。
我们掌握了对植物细胞壁进行热化学处理、机械处理及酶处理的多种方法，但这些方法还主要依靠经
验。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相关研究工作仍未进入分子层次，这对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来说仍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相关研究工作只有进入分子层次，掌握相关知识，我们才能最终真正完成对生物圈中生物质的综合全
利用。
　　早在1980年，读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时，我的研究重点就是生物质抗降解屏
障方面的相关问题，这是我职业的起点。
那时我以阐明和改进生物质天然降解的酶作为研究工作的起点，而现在我正领导着50个科研工作者组
成的多学科交叉团队，致力于将生物质高效转化技术运用于工业生产。
我非常感谢。
　　（London）将这本书出版，使她有机会展示在全世界的读者面前。
我同样感谢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撰写了相关章节的科研工作者以及帮助审阅各个章节的来自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在内）的科学家们。
到目前为止，这本书是我编著的第六本书，但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知道她将会对许多国家的
科研工作者有所帮助。
　　本书的相关章节描述了现代生物炼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利用这些技术与方法可以克服全球（尤
其是中国）所面临的生物炼制过程中科学上或者工程上遇到的障碍。
我们还编撰相关章节聚焦特定主题，这些主题涉及精炼厂最高水平的设计、生物质生命周期分析以及
植物细胞壁结构、化学处理、酶水解处理与产物发酵工艺等细节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能反映
当前的最新进展。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认真地整合特定主题，同时综述相关背景知识，能与未来数十年生物质转化相关
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合上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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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可再生性的非粮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资源，将其降解转化为液
体燃料和大宗化学品，既可减缓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紧缺，又能在保护生
态环境和减缓温室效应的同时，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本书是由美国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M．E．Himme博士主编，针对纤维素类生物质是如
何抗生物降解的科学问题，从生物炼制过程中遇到的需“解铃”的困难出发，指出要解决这一科学问
题，须深入研究绿色植物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系铃”的。
本书系统介绍植物生物质的化学组成、超微结构、合成酶系及其调控机制，强调了提高纤维素酶催化
效率的相关基础研究应从以下方面展开： 　　植物中的纤维素超分子结构 　　纤维素酶在天然生境
中的多样性 　　纤维素酶活性位点的构架 　　纤维素酶的持续性降解 　　纤维素的去晶体过程等     
本书可供从事生物能源研究、开发的研究人员、企业技术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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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6.21今后的问题与方向　　目前，人们还非常不清楚的是：核苷酸糖合成过程是如何实现时空调
控的；该调控（机制）如何与聚糖和糖基转移酶相关联，以完成多样性聚糖高分子的合成；胞壁合成
的限制性因素是NDP一糖的供应（如同淀粉合成），还是糖基转移酶？
　　我们将本节分成三个部分：糖的去向，同工酶的作用，拓扑结构与蛋白复合体。
　　5.6.22.糖的去向　　尽管相当一部分胞内糖用于合成胞壁多糖，但仍有部分糖的衍生物是用来合
成糖蛋白、糖脂及糖配基的，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糖要以多聚糖形式储存（如淀粉），或以小分子聚
糖（如棉子糖、果聚糖）或是二糖（如蔗糖）形式储存。
对糖的去向我们将指出两点：①细胞的生长潜力；②胞壁组分中是否具有能够弥补其它多糖缺失或含
量降低的能力。
　　新生分生组织的细胞增殖生长形成相应的组织细胞（如叶细胞），现在还不清楚何种因素决定了
细胞的生长潜力，何种因素决定了细胞的最终大小。
按逻辑说，因为胞壁多聚物还未合成，细胞壁的前体物有限，因而细胞生长潜力也应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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