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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脚料至今未能加以利用
,

而且造成环境污染
。

若以每吨下脚料可提取 4 0万单位 / 克的菠萝

蛋白酶 2公斤计算
,

每年就可提取名6 00多公斤
,

产值为15 0余万元
。

提取菠萝酶后
,

渣还可经

发酵酿制菠萝酒或饲料
。

’

4
。

味精工业
:

广西华侨企业有 2家味精厂
,

生产能力为 8 00 吨 / 年
。

可应用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废蜜等廉

价的资源
,

还可利用各种人工培育的醉母生产各种风味的味精供应市场
。

根据广西华侨企业的实际情况
,

近期应选择投资少
、

见效快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的项目作为开发的重点
。

对桂林市开展生物工程研究的建议

赵 明

( 桂林市经委 )

随着生物上程对医学
、

制药
、

农业
、

轻工
、

食品
、

化工
、

能源
、

冶金和环境保护等各个

领域即将发挥的巨大影响 日益为人们了解
,

国内开始刮起了一股生物工程的热风
。

为迎接这

股热风
,

本文对桂林市开展生物工程的研究谈一些初步建议
。

一
、

桂林市开展生物工程研究的有利条件
:

( 一 ) 桂林市有一定数量和水平的有关生物工程研究的科技力量
。

据调查
·

目前桂林市可

以进行生物工程研究的单位有
:
广西师范大学

、

桂林医学专科学校
、

桂林市柑桔研究所
、

桂

林市第三制药厂
、

桂林味精厂等 10 多家大专院校
、

研究所
、

工厂
。

这些单位分别在育种
、

废

水生物治理
、

医学
、

组织培养
、

发醉工程等领域做过一定工作
。

( 二 ) 桂林市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发醉工业
。

桂林市己建立起了一定规模的以深层通气培养为代表的现代发酵工业
。

目前桂林市最大

的深层通气发酵罐的 公 称 容积为50 米
. 。

正在兴建的桂林啤酒厂的发酵罐为1 5 6米
3 ,

并都配

备有相应的提取
、

精制工艺和设备
。

桂林市发酵工业 19 8 5年产值为5 0 0 0万元
,

实现的年税利为 1 1 0 0万元 , 桂林饮料厂的三花

酒获得了银质奖
,

桂林第三制药厂的盐酸四环素获得了部优称号
,

桂林腐乳厂 的豆腐乳获得

了国家优质食品称号
。

( 三 ) 抗菌素
、

氨基酸及其它发醉工业和环境保护工作向生物工程提出了许多急待解决

的课题
。

二
、

桂林市开展生物工程研究的不利条件
:

( 一 ) 有关科技人员分散在各有关单位
,

分别身负繁重的教学
、

生产
、

管理任务
,

无力

进行系统的研究试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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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物工程专业科技人员数量少
、

水平不高
,

互相通气少
。

( 三 ) 实验研究手段少而落后
,

缺乏先进的自动检测仪器仪表和发醉传感器等等
。

( 四 ) 桂林市了解生物工程内容及意义的领导太少
。

三
、

桂林市生物工程发展的重点是开展发酵工程的研究
。

生物工程研究不能面面俱到
。

它所包括的遗传工程
、

细胞工程
、

酶工程和发酵工程中只

有发酵工程的发展能对桂林市迅速产生明显 的经济效益
,

且发酵工程的发展会影响其它三部

分的发展
。

,

如桂林第三制药厂 目前红霉素生产的发酵单位为3 0 0 0 u / m l
,

提取 收 率 仅 40 ~

50 %
。

如果通过生物工程研究能把该厂的上述指标提高到国内 先 进 水 平
:

发酵 单 位 5 0 0。

u / m l
,

提取收率 70 %
,

则按目前该厂生产规模计每年可新增 15 吨红霉素
、

产值 6 00 万 元
、

利润3 0 0~ 4 0 0万元
。

再如桂林味精厂 目前谷氨酸发酵产酸率为 6 %左右
,

糖酸 转 化率为 43 %
,

总收率为 83 纬

左右
。

如通过生物工程研究能把该厂上述三项指标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
发酵产酸 率 8

.

2 %
、

糖酸转化率 55 %
、

总收率 9 8 %
,

则按该厂 目前生产规模计每年可新增味精30 。多吨
、

产值3 00

多万元
、

利润 3 00 ~ 4 00 万元
。

从上述分析可知桂林市的生物工程研究重点必须是发酵工程
。

但发酵工程涉 及 面 也 很

广
,

近中期只能重点开展下列课题的研究
:

( 一 ) 提高原有产品生产水平的课题
。

1
。

菌种的选育及改造

①根据代谢控制育种的理论
,

定向选育高产菌种
,

以提高谷氨酸
、

红霉素
、

四环素
、

土

霉素等产品的发酵水平
,

从而提高工厂经济效益
。

②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和细胞融合技术改造

目前的生产菌种
,

以提高生产水平或使生产菌具有双重或多重功能
。

例如可把带有产量基因

的质体之间或质体与染色体之间互相重组形式多基因嵌合体
,

再组入受体 , 或将产量基因与

松弛复制型质体相连接
,

使产量基因能随着松弛基因的不断扩增而相应增加
,

从 而 增 加 产

量
。

再如可通过细胞融合或D N A重组技术把不同种噬菌敏感的谷氨酸生产菌的控制 对 噬 菌

体敏感的基因接入到生产菌细胞内
,

从而改变原有菌的被噬菌体吸附点的性状
,

便获得对原

有类型噬菌体都具有抗性的菌株
,

以保持谷氨酸发醉免受噬菌体感染的威胁
。

2
。

增加发酵过程中的参数 ( 发酵液中的溶氧水平
、

发醉罐排气中C O
:
含量

、

发醉过程中

枝路代谢产物的量和流向等等 ) 的控制检测
,

从而弄清发酵过程中的代谢调节机理
,

以便选

择最佳发酵工艺参数的控制水平
,

最大限度地提高原料的产物生产率
。

并为建立发醉数学模

型打下基础
,

以便将来真正用微机控制发酵
。 `

例如
,

谷氨酸发醉的糖酸理论转化率为 8 1
。

7%
,

目前我国一般水平为 40 ~ 50 %
,

最好水

平
: 以糖蜜为原料时达 61 %

,

以淀粉水解糖为原料时为 55 %
。

可见余地极大
,

突破后效益可

观
。

’

;

封于抗菌素工业来说
,

潜力更大
。

抗菌素都为次级代谢产物
,

反应历程 长
,

枝 路 代 谢

多
,

产物和原料没有比例关系
,

尤其是某些抗菌素的生物合成途径还不清楚
,

如能搞清合成
-

途径
,

必将大幅度提高生产水平
。

3
。

研究细胞膜透性与结构之关系
。

弄清细胞膜对产物分子通透的控制因子
,

以便最大限
一 ,

度提高细胞膜对产物的通透性
,

从而提高发酵水平
。

此点在谷氨酸发酵中尤为重要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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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发新产品课题

1
。

利用质体基因的特定突变体和质体与染色体之间相互插入造成的特定的突变体
,

将有

关基因进行体外重组
,

再经载体进入合适受体
,

从中可筛选出预计的新抗菌素
。

2
.

开发氨基酸系列产品和核昔酸发酵产品
。

我市优先发展的品种为
: ①与饲料工业配合的苏氨酸

、

色氨酸
。

②与氨基酸输液有关的

赖氨酸
、

甘氨酸
、

亮氨酸
、

丝氨酸
、

蛋氨酸
、

苯丙氮酸
、

色氨酸等必需氨基酸
。

③与复合调

味料有关的 5, 一肌昔酸
,

5’ 一鸟昔酸
。

四
、

环境保护方面课题
:
研究废水的生物处理

。

五
、

发展步骤的部署
,

1
。

市科委牵头组织桂林市生物工程小组
,

统一组织科技力量
、

选择课题
,

研 究 工作 安

排
。

2
.

首先选择提高红霉素生产水平课题
。

3
。

要求桂林味精厂 自己组织对谷氨酸发酵过程代谢调节研究和噬菌体感染规律研究
。

4
.

上述两课题取得成效后
,

逐步开展其它课题
。

生物工程在饮料工业中的应用

郭蕴秋 高 明

( 南宁康乐食品厂 )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
各国人民的饮食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

。

利用生物

技术于饮料工业
,

生产新产品
,

达到高效
、

节能
、

免除公害
,

其经济效果是极其显著的
。

一
、

生物工程在啤酒生产中的应用

近年来
,

由于生物工程的进步
,

啤酒的发酵工艺得到 了高速的发展
。

在发醉原料上
,

向非麦

芽谷物加酶制剂代替麦芽进行发酵发展 , 在发酵工艺条件上
,

向提高发醉温度
、

增大酵母接

种量
、

采用带搅拌的发醛设备等方面发展
,

发醉设备的容量已达数百立方米
,

还陆续出现了快

速发醉
、

连续发醉
、

单罐发醉
、

高浓度麦汁发醉等新工艺 , 在啤酒的处理上
,

采用了固定化

技术等等
。

在啤酒生产中
,

利用 日
一

葡聚糖醉可以使水溶液粘度很大
,

糖化 时易被溶出的 日
一

葡 聚 糖

分解
,

使得浸出物量增加
,

麦汁易于过滤
,

并
.

且可防止啤酒生成混浊
,

从而延长啤酒的保存

期
。

以非麦芽谷物加酶制剂 ( 。 一

淀粉酶和异淀粉酶 ) 取代部分麦芽制造 啤酒
, 可节约粮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