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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科学技术飞跃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人类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70年代初基因工程
的诞生促使着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应运而生，对人类健康、经济发展和工业科技产生了深刻影响。
因而，在科学发展史上逐步形成许多生物技术分支学科，其中包括医药生物技术、食品生物技术、农
业生物技术、环境生物技术和化工生物技术等。
    21世纪被誉为生物技术世纪。
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基因工程在食品工业中应用日益广泛、深入。
食品生物技术这一分支学科已经形成，并且注入了高新技术的内涵，促进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的发展。
现在，食品生物技术已成为食品科学与工程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我国普通高等院校食品类专业开设
的主要课程之一。
本书经教育部批准已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作者根据教育部关于编写规划教材的指示精神，力求使编写的内容能体现科学性、实践性、系统性和
新颖性。
全书较系统地介绍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等技术原理及其在食品工业
中的应用；并从系统工程角度介绍了食品生物工程中的下游过程、食品安全检测和环境生物技术对食
品工业“三废”的处理，特别强调了“三废”的资源化和能源化。
可作为高等院校食品专业本科生教材，并可作为研究生课程的参考书。
同时，也可供食品企业和研究单位中高级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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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食品生物技术涵义一、生物技术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细胞
核中存在的脱氧核糖核酸（dexyribonucleicacid，DNA）分子结构与功能之间关系有了比较清晰的阐述
，70年代初实现了DNA重组技术（recombinanttechnologyofDNA）或克隆技术（cloningtechnology），
逐步形成了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内容，包括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的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又称为生物工程。
1981年英国J．E．史密斯著Biotechnology一书，对生物技术定义为：“生物机体、生物系统或生物加工
过程在制造业和商品业中的应用。
并认为生物技术是一门研究微生物、生物化学和生物系统加工技术综合应用的科学。
1983年5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生物工程会议上，与会专家讨论了生物工程涵义，会议认为所谓生物
工程是达到特殊目的生物过程的控制性工程。
2001年6月，我国学者陈坚教授将生物技术定义为“操纵生物（微生物、植物、动物）的细胞、组织或
酶，进行生物合成及分解转化”。
这一新技术之所以列入国际七大高科技领域之一，主要因为它是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应用微生
物学、化学工程、发酵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的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上所形成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并广泛应
用于食品、医药、化工、农业、环保、能源和国防等许多部门。
生物技术的发展已日益显示其巨大的潜力，将为世界面临的蛋白质、能源、环保和癌症等问题的解决
提供极为美好的前景。
生物技术被世界各国视为一项高新技术，它对于提高国家总体实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具
有深远的意义。
21世纪是生物技术世纪。
二、食品生物技术食品生物技术（foodbiotechnology）是生物技术的重要分支学科。
其定义虽然未有确切的提法，但是，按其涵义食品生物技术主要是指生物技术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它是以基因工程技术为核心手段，包括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等技术，贯穿于食
品制造的全过程（上游过程和下游过程）。
或者，利用生物体及其细胞、亚细胞和分子组成部分，结合工程学、信息学等手段去研究及加工处理
或制造食品产品的新技术。
2002年，罗云波教授认为食品生物技术是指以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现代工程技术手
段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用全新的方法和手段设计新型的食品和食品原料。
食品生物技术不完全是一门新兴学科，它还包括传统的生物技术，诸如制酱、醋、面包、酸奶及其他
传统的食品生物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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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生物技术导论》可作为高等院校食品专业本科生教材，并可作为研究生课程的参考书。
同时，也可供食品企业和研究单位中高级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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