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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浆造纸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关系密切的重要基础原
料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造纸工业发展迅速，目前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造纸产量最大的国家。
然而，我国传统制浆造纸工业还存在资源短缺、能耗较大和污染较重等问题。
如何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和产生较少污染，是未来造纸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传统制浆方法如机械法制浆的高能耗和化学制浆的环境污染问题促使造纸工作者不断尝试新的清
洁制浆方法，在这其中生物制浆因其环境友好性而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近年来，生物技术与制浆造纸工业的结合使制浆造纸工业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生物
技术在制浆漂白、废纸利用、纤维改性和废水处理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受到更多的关注，逐渐形成生物
制浆造纸技术新领域。
生物技术在制浆造纸过程的节能降耗、污染控制、资源高效利用和产品品质提升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
潜力和良好的前景。
　　虽然生物制浆因其环境友好性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目前生物制浆尚存在一些问题，如生物预
处理制浆存在预处理时间较长、酶预处理化学制浆过程中酶催化效率较低等，这些均值得进一步深入
研究。
　　为更好地促进生物制浆造纸技术的发展，编著者结合国内外以及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该领
域的研究成果，并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编写了此书。
全书共分l0章，第一章：生物制浆的微生物学基础；第二章：生物制浆的酶学基础；第三章：木素生
物降解的形态特征与降解途径；第四章：木质纤维成分生物降解的酶学机制；第五章：生物化学法制
浆；第六章：生物机械法制浆；第七章：树脂障碍的生物控制；第八章：纸浆生物漂白技术与原理；
第九章：废纸生物脱墨技术与原理；第十章：制浆造纸污染物质的生物降解。
　　《制浆漂白生物技术与原理（第2版）》第一、第三、第六和第七章由林鹿、庄军平编写，第二
、第四和第五章由付时雨编写，第八和第九章由詹怀宇编写，第十章由陈元彩编写；庞春生等参与了
部分章节的编辑工作。
全书由詹怀宇、林鹿审稿。
　　《制浆漂白生物技术与原理（第2版）》适合纸浆造纸行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阅读，也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的教学参考书以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用书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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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素降解酶基因工程与生物制浆  参考文献第五章  生物化学法制浆  第一节  生物硫酸盐法制浆    一
、木材生物硫酸盐法制浆    二、非木材生物硫酸盐法制浆  第二节  生物亚硫酸盐法制浆  第三节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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