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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微生物重要代谢产物的系统论著。
首先介绍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出现的一些重要发酵产品，然后在充分分析先进的发酵工程理论与技术的
基础上，结合研究实例，对多种微生物生产的重要代谢产物的研究进展情况、发酵生产技术和方法进
行了详细论述。
　　在代谢产物的选取上，注重其代表性，它们都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类型，同时已经成为近些年的研
究热点、已经生物法工业生产或即将取得重大突破。
在具体介绍某一种产品时，强调论述的系统性，如辅酶Q１０，首先概述其性质、合成方法和应用情
况，接着详细讲解其发酵生产的相关技术，最后突出介绍其代谢网络模型与代谢流分析。
可贵的是，书中大量的研究数据均是编者的一线科研资料，这对于研究同行开展相关工作无疑会起到
很大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微生物重要代谢产物：发酵生产与过程解析》可作为高校生物工程、发酵工程与生物技术专业
相关课程的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发酵工程、生化工程产品生产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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