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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生物化学是生物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和概念。
随着环境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和环境微生物学等分支学科，大多已形成独
立的体系。
目前这方面的内容多半是单纯从化学或生物学的角度讨论的，虽然在工程方面发展了工程生物化学，
但内容多半局限于发酵工业方面的生物与生物化学原理。
尽管有的论著或资料中也涉及一些环境生物化学问题，但并不全面，特别是适合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
专业的参考内容仍显不足。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系统地阐明环境污染及其工程处理中的生物化学基础理论和原理，并对目前这一
领域新问题、新成果进行介绍和讨论，以促进环境污染工程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促进环境污染的治理
和整个环境科学与工程的发展。
本书从2003年开始构思，我们在长期承担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研究生“环境生物化学”课程教学
的基础上，并参考国内外相关书籍和文献，编写了本书。
由于生物化学的许多理论都是通过实验证明的，因此本书除基础理论部分外还增添了实验内容，旨在
强化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设计实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动手能力。
全书共分2篇。
1篇为理论部分，包括9章：第1章绪论部分阐述了环境生物化学的由来及研究内容；第2章介绍了物质
组成的基本物质；第3章介绍了物质降解和转化的生物化学基本原理；第4章介绍了合成有机物生物降
解中的生物化学；第5章论述了环境毒理生物化学原理；第6章介绍了污染环境生物化学基本原理；第7
章介绍了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生物化学原理；第8章介绍了污染环境生物修复的基本原理；第9章介绍了
现代环境生物化学新技术。
第2篇为实验部分，包括2章：第10章为环境生物化学基础性实验，第11章为环境生物化学综合性实验
。
本书由郭雅妮、同帜任主编。
编者有郭雅妮（西安工程大学副教授）、同帜（西安工程大学高级工程师）、刘伶文（西安工程大学
副教授）、夏禹周（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其中，郭雅妮负责第1，4，7，8章的编写
，同帜负责第5，6，9章的编写，刘伶文负责第2，3章的编写，夏禹周负责第10，11章的编写。
全书由郭雅妮统稿。
同时特别感谢西安工程大学于翔老师和硕士研究生任伟琴、赵婷、赵倩楠等在编写过程中所做的辅助
工作。
本书可供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生物工程及应用化学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教材或教学参
考书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生物化学>>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共分为理论和实验两部分。
理论部分是在广泛参考国内外相关书籍资料的基础上，系统阐明了环境污染及环境污染物处理过程中
涉及的生物化学原理；实验部分包括基础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
附录收集了实验中的常用数据，便于随时查阅。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环境及其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使用，也可供环境领域及其相关领域的科
研工作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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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理论部分　第1章　绪论　　1.1生物化学概述　　1.2环境生物化学概述　　习题1　第2章　
生物组成的基本物质　　2.1糖类化学　　2.2脂类化学　　2.3蛋白质化学　　2.4核酸　　2.5酶　　习
题2　第3章　物质降解和转化的生物化学基本原理　　3.1新陈代谢概述　　3.2糖的分解代谢　　3.3
脂肪的分解代谢　　3.4蛋白质的分解代谢　　3.5核酸的代谢　　3.6代谢的调节作用　　习题3　第4
章　合成有机物生物降解中的生物化学　　4.1生物降解概述　　4.2碳氢化合物的生物降解　　4.3难
降解物质的生物降解　　4.4化学结构对生物降解的影响　　习题4　第5章　环境毒理生物化学　　5.1
环境毒理学概述　　5.2环境有毒物质的迁移与转化　　5.3有毒物的毒作用　　5.4有毒物的环境化学
效应　　5.5环境激素的毒作用　　习题5　第6章　污染环境生物化学基本原理　　6.1水环境污染生物
化学　　6.2大气环境污染生物化学　　6.3土壤环境污染生物化学　　习题6　第7章　环境污染治理中
的生物化学原理　　7.1废水处理的生物化学原理　　7.2有机固体废物处理的生物化学原理　　7.3废
气处理的生物化学原理　　习题7　第8章　污染环境生物修复的基本原理　　8.1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
机理　　8.2微生物对污染环境的修复作用　　8.3植物对污染环境的修复作用　　习题8　第9章　现代
环境生物化学新技术　　9.1概述　　9.2酶工程　　9.3基因工程　　⋯⋯第二篇　实验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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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植物-微生物-污染物在根际圈的相互作用植物的根系从土壤中吸收水分、矿质营养的同时，
向根系周围土壤分泌大量的有机物质，而且本身也产生一些脱落物，这些物质促使某些土壤微生物和
土壤动物在根系周围大量地繁殖和生长，使得根际圈内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数量远远大于根际圈外的数
量，而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如氮代谢、发酵和呼吸作用及土壤动物的活动等对植物根也产生重要影响，
它们之间形成了互生、共生、协同及寄生的关系。
生长于污染土壤中的植物首先通过根际圈与土壤中污染物质接触，根际圈通过植物根及其分泌物质和
微生物、土壤动物的新陈代谢活动对污染物（重金属难以降解的多环芳烃等有机污染物）产生吸收、
吸附和降解等一系列活动。
大量研究表明，有害物质在多种植物根际圈被微生物降解。
这种根际圈微生物群落提供的外部保护对微生物和植物双方是互利互惠的。
微生物受益于植物的营养供给，反过来，植物受益于有根际圈微生物伴随的土壤中有机有毒物质的脱
毒作用。
以根分泌物形式存在的光合产物维系了正常非压力条件下的微生物群落。
当土壤中因化学品出现而产生压力时，植物的响应是增加微生物数量，这时合成脱毒酶的数量增加，
降解污染物的根际圈微生物基质相对丰度也发生变化。
于是，植物通过诱导根际圈微生物群落的代谢能力而获得保护。
根际圈作为微生物活动较强的地带，可以加强污染物的降解和转化。
3.植物根际圈的生物降解植物根际圈为好氧、兼氧和厌氧微生物的同时生存提供了有利的生境，各种
微生物可利用不同有机污染物为营养源进行生长繁殖。
首先，植物发达的根系为微生物附着提供了巨大的表面积，易于形成生物膜，促进污染物被微生物降
解利用；其次，植物自身的光合作用，借助于光能这一清洁能源为推动力，能将部分可溶性污染物及
被微生物分解的污染物同化吸收。
同时，光合过程中生成的O2可通过茎根输向水体或土壤，使根区周围依次形成多个好氧、缺氧小区，
为好氧、兼性厌氧及厌氧微生物生存提供良好的生境。
例如，污水土地处理系统中芦苇的根茎上，好氧微生物占优势，芦苇根系区好氧与兼性微生物均有活
动，而远离根系区则为厌氧微生物的主要活动场所。
研究表明，对同一种污染物的矿化而言，混合微生物群落比单一微生物群落更为有效。
污染物有时不能被氧化它们的那组微生物所同化，但是却可以被其他的微生物种群转化。
这种共栖关系可以大大增强难降解污染物的矿化率，从而防止有机有害污染物中间体的产生与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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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生物化学》：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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