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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这一新工艺的研究也适应于酒类的连续式发醉生产
。

3
。

发展酶制剂工业
。

研制精制专用酶制剂 ( 如 食 品 用 酶 )生产技术和保藏技术
。

不断

研究开拓新酶种
,

优先开发耐高温“ 一淀粉雄
、

日一淀粉酶及异淀粉酶
、

果胶酶
、

洗涤用碱性

蛋白酶
、

纤维素
、

半纤维素酶
、

核昔酶
。

积极开展固定化醉
、

固定化细胞技术的研 究和 应

用
,

设计多酶或单酶反应器
。

使酶工程在食品工业
、

能源工业
、

三废治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得到广泛应用
。

4
。

积极开展采用 发 醉 法或酶法工艺研树人体必须氮基酸系列产品和核昔酸系列产品
,

并实现工业化生产
,

以适应人民生活和食品工业发展的需要
。

并以此为原料
,

研制开发第三

代复合风昧调味料
、

饲料添加剂和营养质等制品
。

匕
.

允纷利用酒精厂
、

淀粉厂
、

味精厂
、

罐头厂
、

豆制品厂的废液
、

废渣以及制糖厂的糖蜜发

展醉母工业
,

变废为宝
,

减少环境污染
,

扩大蛋 白质来源
。

必须相应地研究或引进醉母生产

的先进工艺与设备
,

如连续发醉法
、

原料净化设备
、

喷射 自吸 式 发酵罐
、

高效醉母分离机
、

活性醉母千燥设备等
,

以提高我 区酵母工业技术水平
。

关于
“
七五

”
期间我区开展生物反应器

科研项目的建议

周 学 礼

( 广西 区轻工研究所 )

生物技术是当代世界四大新技术之一
,

它正在为人类开拓新的 物质领域
,

它是利用生物

体系和工程原理
,

提供商品或社会服务的综合性科学技术
。

人们可以通过生物技术获得各种

生物产品
,

但这些产品都要在生物反应器内形成
,

因此生物反应器在原料和产品之间起到关

键的作甩
。

研究生物反应器涉及到微生物学
、

生化物学
、

化学工程
、

机械工程等多学科知识
。

现阶 段 我们 研究 的生物反应器
,

可概括为
:
游离活细胞反应器

,

一般称发酵罐 , 固定化细

胞反应器 , 游离酶反应器
; 固定化酶反应器 , 培养基灭菌器和污水生化反应器等

。

生物反应

器是利用细胞或酶为催化剂制造生物产品的设备
,

因各种细胞的生理形态差异
,

因此要求反应

器必须具有相适应的结构
,

从而为菌体的增殖创造 良好环境
。

生物反应器和化学反应器相比
,

一般通常在常温常压下操作
,

这对反应器的设计带来一些方便
,

但如何使菌体在三相系里
,

在传热
、

传质
、

动量传递的作用下保持最大活力增殖
,

这就给反应器的结构设计带来不少难

题
,

.

概括起来讲
,

在
“ 一

匕五
”
期间

,

我区开展 生物反应器科研项目应在两方而下功夫
:

第一
,

进一步探讨完善现有发酵产品几种发酵罐的放大规律的研究
,

这对改进扩大现有

发酵产品技术
,

提高产品的经济效益有现实意义
。
目前区内发酵产品的几种发酵罐

,

如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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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罐 (一般称标准式罐 )
、

带升式罐
、

自吸式罐的放大规律计算与结构设计都需要作进一步

探讨
。

( 1) 通用式罐
,

这种罐型各厂采用比较普遍
,

如抗生素
、

谷氨酸
、

赖氨酸
、

糖 化 酶等

生产厂 家均有采用
。

区内用的罐容多数为50 米
. ,

国内有 100 米
.
的

,

国内有 4。。米
.
及 5 00 米

.

的
。

该罐型的放大规律应选择哪项变量作为放大准则来处理罐的放大设计是值得探讨的
,

否

则往大型化发展
,

将在结构设计上遇到麻烦
。

( 2 ) 带升式罐
,

这种罐型 区内发醉行业的用户不多
,

有少数厂用来 生 产糖化酶
,

罐容

小
,

一般为6米
.
及加米

. ,

国内有 5 0米
.
的

,

国外有 2 0 0 0米哟
,

用来 生 产单细胞蛋 白
。

值得

注意的是
,

这种罐的结构
,

假若是按国内带升式罐安装导管
,

利用罐内与导管内料液的压强

差作提升压力
,

那么按小型实验罐的儿何相似线性比
,

作为放大变量来设计 2 0 0 0护雄
,

将

是不可能的
,

这说明结构不同
,

性能相异
,

放大规律大变化
。

( 3 ) 自吸式罐
,

区内少数厂用来生产单细胞醉母蛋 白
,

雄容巧米
. ,

国内有幼米
.
的

,

国外

有100 米
.
的

。

这种罐利用高转数的转子作旋转运动
,

排开料液构成负压空腔来吸 气
,

形 成气

液相介面较大的泡沫流
,

以便提高料液中的溶解氧
,

有利于好氧菌增殖
,

这是它的优点
,

但实

践证明只适应于优质原料
,

即单位体积产率高的料液
。

因采用高转数转子排开料液构成负压

空腔的动力功耗高
,

可以推想这种雄型往大型化发展是不适宜的
,

不注重单位体积功耗是不

恰当的
。

列举以上三种雄型
,

根据各雄的结构特点
,

提高放大规律来商榷
,

这说明生物反应器的

放大规律还需进一步探索
。

这是一项既要作理论研究
,

又要进行大量实验的应用科研课题
。

无论是用比拟放大或用电算放大
,

都必须在大量实践工作中观察现象
,

弄清机理
,

列出数理

方程
,

才能推导出有代表性的放大规律
。

第二
,

开发研究新型结构的生物反应器
。

以上所述的通用式罐
、

带升式罐
、

自吸式罐都

是利用活细胞在料液里繁殖菌体的反应器
,

由于细胞个体小
,

与料液比重相近似
,

故相对速

度差小
,

但当其形成细胞团或菌丛时
,

扩散阻力又很大
,

又不宜受流体剪切力及机 械 冲 击

力
,

加之三相系里流变特性对菌体活性的抑制作用
,

这些矛盾大大地增加了研制反应器结构

设计的难题
。

为此
,

从提高细胞或 酶 的 催化活性入手
,

研制新型反应器是当前 的 重 要课

题
。

应开展固定化细胞反应器及固定化酶反应器等的研究
,

根据不同的生物制品
,

探索选用

固定化载体与反应器功能的关系
。

尤其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处于小型实验阶段
,

工业生产设

备更加少见
,

这方面科研工作应列入
“
七五

”
规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