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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血清白蛋白发酵过程表达期的定量研究

黄明志" 郭美锦 储 炬 杭海峰 庄英萍 张嗣良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生物工程学院 上海 #$$#%2）

摘 要 结合元素平衡和代谢平衡，建立了重组人血清白蛋白发酵过程表达期的数学模型，按单纯形多变量最优

化方法估算了模型的未知参数，并探讨了导致表达期不同阶段产物形成速率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该模型能较好

地描述重组人血清白蛋白发酵过程表达期中各宏观反应速率之间的关系，为重组人血清白蛋白的高效表达提供了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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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都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进行“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试图破译人

类染色体基因，了解各个人类基因的组成及其功能。

人血清白蛋白（B.:,- C6/.: D(F.:;-，BCD）基因是

了解得较早较清楚的人类基因之一，已被克隆到众

多的表达系统（5 ) 0(,#，.+0#,,)& &)6/#,#&，3#0"#+ 4+&/(*#&
等）中进行表达。其 中，甲 醇 酵 母（尤 其 是 3#0"#+
4+&/(*#&）表达系统以其表达效率高、表达产物稳定和

产物 分 泌 到 胞 外 等 一 系 列 优 点 而 得 到 了 广 泛 应

用［!］，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参数检测和数据处理技术，

众多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摇瓶规模的表达系统构

建、培养基成分和培养条件的简单优化等方面展开，

一直没有进行 /BCD 表达系统的定量研究。

近二三十年来，描述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生长和

产物形成的定量方法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随着

各种分析技术，如酶分析和质谱技术的发展，发酵过

程的定量方法也在不断地取得新的进展［# G 8］。元素

平衡方法［4 G 3］和代谢平衡方法［" G !!］分别是发酵过程

定量研究的两种主要方法。元素平衡方法从宏观角

度研究发酵过程，所得到的大多是经验方程，未能充

分利用已有的菌体代谢途径知识，方程参数没有明

显的物化或生物学意义，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

而代谢平衡方法尽管是以菌体内部的代谢途径为基

础，各种参数有其物化或生物学意义，但由于菌体内

部的中间代谢物往往难以检测，使得代谢平衡方法

所建立的方程的未知参数难以估计，很难在实际中

应用，可操作性不强。

因此，综合利用元素平衡和代谢平衡，从宏观和

微观角度综合地研究发酵过程，一直是定量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向。在多位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D) H6 B’((,-H6/ 提出了集元素平衡和代谢平衡两种

方法之长于一身的研究方法（以下简称综合方法），

并推导出了应用该方法的前提条件［!#］。

以 3#0"#+ 4+&/(*#& 为宿主菌的 /BCD 发酵过程可

分为生长期和表达期两个阶段。在生长期，3#0"#+
4+&/(*#& 以甘油为碳源和能源；在表达期，甲醇既是碳

源和能源，同时又是诱导物。前文［!%］对生长期进行

了定量研究，实现了菌体的高密度培养，为 BCD 的

高效表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生长期研究的基础

上，利用综合方法对 /BCD 发酵过程表达期进行了

定量研究，试图解释发酵过程呈现出的代谢行为和

特征，为工艺优化提供线索。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菌株

3#0"#+ 4+&/(*#& IC!!8 菌株，遗传表型 ,’JK <;LK ，

醇氧化酶启动子 MDNO!，载体 PMQR"S，蛋白引导序列

来自酿酒酵母的!1杂交因子 DTU，外源基因为 BCD
AV*D，载体呈线型整合在染色体上。

!"# 培养基

!"#"! 种子培养基：按文献［!7］配制。

!"#"# 基础培养基：按文献［!7］配制。



!"# 分析方法

!"#"! 酵 母 细 胞 密 度 分 析：菌 液 稀 释 后 于 波 长

!""#$ 处以去离子水为对照比色测定。

!"!"" % !" 读数 & 稀释倍数

!"#"$ 甲醇测定方法：气相色谱法［’(］。

!"#"# )*+ , ) 测定：甲醛滴定法［’!］。

!"#"% 蛋白质测定：考马斯亮蓝显色法［’-］。

!"% 发酵过程与数据采集

以 ’".的接种量接种到装料 ’("/ 的 (""/ 试验

罐，维持温度在 0"1左右，依次调节搅拌转速、空气

流量和罐压以维持 "! 在 +".以上，用氨水调节 2*
在 ( 3 ! 之间。甘油耗尽时开始流加甘油，流加速率

按前文［’4］研究结果设定。当菌体浓度达到一定值

后开始流加甲醇，转入 5*67 诱导表达阶段。在发

酵过程中，定时取样分析菌体浓度、底物浓度和产物

浓度等难以直接在线测定的参数。

在 (""/ 试验罐上，自行设计了一套生物过程在

线监控系统软件 89:5;<;5［’=］，以 ’ 次>$9# 的频率在线

检测温度、溶氧、2*、转速、空气流量、发酵液体积、

罐压、补甘油总量、补甲醇总量、补氨水总量、补甘油

速率、补甲醇速率、补氨水速率、尾气中氧和二氧化

碳的百分含量等 ’( 个参数，计算 ?@A、BCA、D/;、AE
等间接参数，同时提供了离线参数输入界面，供用户

实时输入产物 5*67 浓度、甘油浓度、甲醇浓度和菌

体浓度等离线参数值。

在线测量的数据，不可避免地存在噪声。噪声

一般是高频正弦波信号，可以通过滑动平均方法将

它们过滤：

#（$）% ’
%!

%,’

& % "
#（$ , &）

式中，% % +"。

$ 结果与讨论

$"! 元素平衡

5*67 发酵过程表达期中，理论上有 ! 个（ ’ % !）

宏观反应速率可以测定，分别是甲醇消耗速率 ($:F、
菌体生长速率 (G、产物形成速率 (2、氨消耗速率 (#、
氧消耗速率 (: 和二氧化碳生成速率 (H。考虑碳、氮

和氧化还原度三种元素（& % 0）的平衡，则有如下关

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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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G和 B#2分别是菌体和白蛋白中氮的

含量。

令 *C’ %［ ($:F (G (2］I，*C+ %［ (# (: (H］/，)’ 取 )
的前三列，)+ 取 ) 的后三列（ 0 % 0），得

*++ % , ) ,’
+ )’ *+’ （+）

$"$ 代谢平衡

根据元素平衡，甲醇消耗速率 ($:F、菌体生长速

率 (G 和产物形成速率 (2 都可以自由变化，但 5*67
发酵过程表达期中只有 ($:F可由实验人员控制。因

此，必须结合菌体内部的代谢平衡，进一步降低模型

的自由度。

表达期的 12.324 54678(26 菌体内部的代谢途径

可简化为图 ’，代谢过程的中间代谢物有 *B*?、

J7K、)7L* 和 7IK 4 种（ 9 % 4），它主要由 ! 个反应

组成（$ % !）。

图 ’ 12.324 54678(26 表达期代谢途径简图

M9NO’ 69$2P9Q9R< $RS;T:P9H UHFR$R Q:5
12.324 54678(26 25:<VHS9:# 2F;UR

7 甲醇氧化为甲醛：B*0?*W ’
+ ? "+ *B*?W *+?

甲醇氧化为甲醛涉及到甲醇的输送、甲醇氧化

和过氧化氢的分解三个过程。甲醇的输送是指甲醇

透过细胞壁进入到细胞质，再从细胞质输送到过氧

化物酶体。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些输送过程是否要消

耗能量。这里假设输送过程没有能量消耗。催化甲

醇氧化为甲醛的是醇氧化酶（7?X）。7?X 有两种基

因，分别是 7?X’ 和 7?X+，两者编码有 Y+.的同源

性。7?X’ 在转录水平受到严格的双重调控：在碳

源饥饿状态下，只有甲醇才能诱导 7?X 合成后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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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转录（一般碳源如甘油、葡萄糖等的分解

代谢物阻遏抑制其产生）和翻译；在非甲醇碳源条件

下，通过基因重组插入在 !"#$ 启动子和终止子之

间的外源基因维持在表达关闭状态。氧将甲醇氧化

为甲醛的同时也产生过氧化氢。细胞内的过氧化氢

浓度不能过高，否则会对菌体有毒，因此，!"#$"% &%’(
)*+"’ 体内存在过氧化氢酶，会将过氧化氢分解为氧

和水。上述两个反应都是在过氧化物酶体内发生

的。

% 甲醛异化： !&’&# ()"*&+ ’#(

甲醛异化包括以下几个过程：甲醛从过氧化物

酶体输送到细胞质，再在细胞质内进行两步氧化反

应，即甲醛氧化为甲酸，甲酸再进一步氧化为二氧化

碳。在氧化过程中，可以产生两分子 )"*&。

’ 甲醛同化（木酮糖循环）： !&’&#+ ",! -"!

木酮糖循环的详细过程如图 ( 所示。

三分子的甲醛经 . 次木酮糖循环，消耗三分子

",! 后，可生成一分子 -"!，为菌体生长和产物合成

提供了原材料。

图 ( 木酮糖循环

/012( $3454678 93948
-"!：14398:;4<8=3<8>.>?=67?=;@8，*&"：<0=3<:6A3;98@6B8，*&"!：<0>

=3<:6A3;98@6B8>.>?=67?=;@8，/C%：D:69@678>C>?=67?=;@8，/%!：D:69@678>

E，C>F0?=67?=;@8，$5G!：A3454678 H6B6?=67?=;@8

* 菌 体 生 长：!A-"! +"A",! + ’BA )& !. $ + E
(

（!$#1;? I#A）)"*&+（!$ I E）’#(

J 产 物 形 成：!?-"! +"?",! + ’B? )& !. ! + E
(

（!!#1;? I#?）)"*&+（!! I E）’#(

/ 氧化磷酸化：)"*&+ E
( # !( &(# +"=",!

氧化磷酸化为菌体生长、维持和产物合成提供

能量，同时，木酮糖循环也需要消耗能量。因此，氧

化磷酸化的效率是影响产物合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令 J K［L#& $ ! ",! )"*& &’&# -"! )&. #(

’#( &(#］,，上述 C 个反应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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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检验代谢方程组是否有解：/ K 2 I 3 + " K . I C + N K E，满足代谢方程组有解的第二充分条件［E(］。

处理上式，得到 4-E中各分量之间的关系式：

,. 4-E K M

,. K (%$%. +!.（(%$ + E）I E
( %$（!."/%& I". ）%& +!&（(%$ + E）I E

( %$（!&"/%& I"&[ ]）

OK［%E %( %.］

应用了代谢平衡之后模型的自由度降为 (，即

4JE中有两个分量可自由变化。但在 :&G" 发酵过程

表达期中，菌体生长和产物形成的速率是不可直接

控制的，只有 +H6=一个分量可自由变化。所以，必须

引入其他限制条件来进一步降低系统的自由度。

在微生物发酵过程中，产物形成和菌体生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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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往往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将其作为一种限制条

件引入到系统方程，令

!! "!#$
与代谢方程联解，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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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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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产物合成与菌体生长之间的关系后，模

型的自由度降为 &，即 #+,- 发酵过程表达期只有

!./0一个分量可自由变化，这已与实际发酵过程相吻

合。

联合式（’）和式（)），得到 #+,- 发酵过程表达期

的定量描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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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求解

#+,- 发酵过程表达期模型式（1）中并没有考虑

到菌体维持的能量消耗，令

$" " $" ( %" 3#，! " !&

#
(!’ (!)#

将上述各式代入式（1）及其各个子式中，便得到

描述 #+,- 发酵过程表达期的定量模型。在该模型

中，有 $0、%$、$!、!&、!’ 和!) 共 4 个参数未知，需要

在测控系统所提供数据的基础上按照多变量最优化

方法来求取。由于引入了菌体维持以及产物形成与

菌体生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具有了相当强的非线

性特征，只能由计算机通过循环迭代来求数值解。

在 #+,- 发酵过程中，产物的形成可明显地分

为两个阶段，如图 ) 所示。第一阶段从开始流加甲

醇到 &’20 左右，此时白蛋白以较快的速率生成。但

在 &’20 以后，白蛋白形成的量较少，有时浓度甚至

会降低。这两个阶段产物形成的速率为什么会有这

么大的差别呢？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报道，下

面试图通过对表达期定量模型的求解来研究这个问

题。

图 ) 表达期发酵过程

5678) 59#.9:;<;6/: !#/=9>> /? !#/@A=;6/: !0<>9

!"#"$ 第一阶段：在所推导出的定量模型的未知参

数中，前三个与菌体内部的代谢途径直接相关，而后

三个则是经验系数。为了降低参数求解过程中各个

参数之间相互耦合而造成的干扰，把这两类参数分

开来求取。首先求取描述比生产速率与比生长速率

之间的关系系数，得!& " % )8BCD4，!’ " 282242，!)

" 28222B，拟合度如图 1 所示。进一步研究图 1 中

的二次曲线，可以发现在# " 28222E 处曲线有峰值

-! " 28222B。该二次曲线的形状说明，在 #+,- 发酵

过程表达期中，菌体的生长必须得到控制，并不是菌

体长得越快越好，这和我们的经验是一致的。另外

我们也注意到，当比生长速率为负值时，即菌体有所

自溶时，白蛋白的浓度还是有所增加，这可能是菌体

自溶时排放出累积于体内的产物所致。

图 1 表达期第一阶段比生产速率与比生长速率的关系

56781 F9G<;6/:>06! H9;I99: J! <:@! 6: ;09 ?6#>;
!9#6/@ /? !#/@A=;6/: !0<>9

把!& " % )8BCD4，!’ " 282242 和!) " 28222B 代

入式（1）及其子式中，可求得 $0 " ’82B)1 K &8&2D)；

%$ " 28’4C2 K 28&’)D；$! " 1D)8B)’& K &D18)EB4。 $0

和 %$ 的值与有关文献［&’］的结果相一致，$! 的值

没有文献报道过，但考虑到 #+,- 的复杂性，这样大

的数值也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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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同理可求得

!! " # $%&’&’；!( " $%$!!&；!& " $%$$$&
!) " !%*$!& + $%,$!-；". " $%((!, + $%!/&,；!0

" */’%/’’! + ((&%,*
比较表达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菌体代谢系

数 !)、". 和 !0，可以发现，尽管两者的菌体维持系

数 ". 相差不大，但 !) 和 !0 却有着显著的差别。

!) 是菌体内部的氧化磷酸化水平，它的大小代表了

菌体每氧化一分子 1234 所能产生的 256 的量，反

映了菌体内部能量的供应情况。第二阶段的 !) 比

第一阶段的 !) 少了近 !7&，说明第二阶段菌体的能

量代谢有可能供应不足，从而影响到产物合成。另

外也注意到，第二阶段每合成 ! 89:;< 的 =4>2 所需

要的 256 比第一阶段多 !$$ :;< 左右，这也可能是

导致产物合成速率降低的原因之一。 !) 和 !0 为何

有这样的差异，这种差异如何影响到产物的合成，以

及如何克服这些差异，尚待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来阐

释。

# 结 论

结合元素平衡和代谢平衡方法，建立了 =4>2
发酵过程表达期的数学模型，并探讨了导致表达期

不同阶段产物形成速率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该方

法克服了传统建模方法中参数意义不明、输入输出

关系难以解释等缺点，充分利用了发酵过程的生物

学知识，模型参数都有着其物化或生物学意义。该

方法有很大的通用性和伸缩性，可应用于不同的发

酵过程，而且随着要平衡的元素数目的增加或对菌

体内部代谢过程认识的深入，已建立的模型可被进

一步扩展。

主要符号说明

!# ——— # 物质的能量系数，（:;<·89:;<#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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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

"———比生长速率，)# !

## ——— # 物质的氧化还原度，:;<·:;<# !

$# ———生物合成 # 物质所需的碳源数量，89:;<

$%&%$%’(%)（参考文献）

［ ! ］ 4@ 8（何 诚），A4B C >（朱运松）% 2DEFGHIJ ;K I.0=IJJ JLJMI: ;K

:IM)FG;< LIFJM% )(*+(,-- #% .#*/,01%*2*+3（生物工程进展），!’’,，

*+（&）：- # !!
［ ( ］ CNG9KIO P，QO<<OF: @，RIGM<IL ,/ !2 % 2G OGMI?=FMID :IMFS;<OH :;DI9

<OG? F00=;FH) M; DIJH=OSI M)I IGI=?L IKKOHOIGHL ;K 4-01,(#01#! 0*2# KI=9

:IGMFMO;G NGDI= ;.L?IG # <O:OMID H;GDOMO;GJ：HI<<N<F= IGI=?IMOHJ，HF=9

S;G K<N.，FGD FHIMFMI 0=;DNHMO;G% .#*/,01%*2 % .#*,%+#%,,(#%+，!’’&，

,!（-）：,/& # ,*&
［ & ］ >;GOF 8，TNFG 8 2，UO?NI< 2 ,/ !2 % V<N.IJ ;K HF=S;G，0);J0);=L<F9

MO;G，FGD =ID;. OGMI=:IDOFMIJ DN=OG? ?=;WM) ;K 5!001!(*"30,- 0,(,6#-#7

!, ;G DOKKI=IGM HF=S;G J;N=HIJ% .#*/,01%*2 .#*,%+#%,,(#%+，!’’*，,-
（(）：!’& # ($,

［ / ］ UF=OF X P，>NG? U 6，2GM);GL T > ,/ !2 % UIMFS;<OMI FGD OJ;M;0;:I=

SF<FGHOG? OG M)I FGF<LJOJ ;K :IMFS;<OH HLH<I：! M)I;=L% .#*/,01%*2

.#*,%+#%,,(#%+，!’’’，.!（/）：&-* # &’!
［ * ］ UF=OF X P，>NG? U 6，2GM);GL T > ,/ !2 % UIMFS;<OMI FGD OJ;M;0;:I=

SF<FGHOG? OG M)I FGF<LJOJ ;K :IMFS;<OH HLH<I：" 200<OHFMO;GJ% .#*7

/,01%*2 .#*,%+#%,,(#%+，!’’’，.!（/）：&’( # /$!
［ Y ］ X% Z% UOG[IEOH)% UFJJ9IGI=?L SF<FGHI K;= :OH=;SOF< 0=;DNHM JLGM)I9

JOJ9SO;H)I:OHF< FGD HN<MN=F< FJ0IHMJ% .#*/,01%*2 .#*,%+#%,,(#%+，

!’,&，!/（*）：!(Y- # !(’&
［ - ］ 1F: > Q，Z=I?;=L >% 200<OHFMO;G ;K :FH=;JH;0OH SF<FGHIJ M; M)I

ODIGMOKOHFMO;G ;K ?=;JJ :IFJN=I:IGM I==;=% .#*/,01%*2 .#*,%+#%,,(#%+，

!’,&，!/（’）：(!-- # (($,
［ , ］ 8)F=<IJ \ 8，4IG=L C Q，3FGOI< X 8% 8;:0NMI=9FODID :FMI=OF< SF<9

FGHOG? K;= 0=IDOHMO;G ;K KI=:IGMFMO;G 0F=F:IMI=J% .#*/,01%*2 .#*,%+#7

%,,(#%+，!’--，*0（!）：** # Y-
［ ’ ］ >M;NM)F:I= 24 FGD ]FG ]I=JIEI<D 4Q% >M;OH)O;:IM=L ;K :OH=;SOF<

?=;WM)% $*"8(,1,%-#6, .#*/,01%*2*+3，!’,*，*（(）：(!* # (&,
［!$］ ZN<O[ Q U，4IO^GIG T T% 2 :IMFS;<OH GIMW;=[ JM;OH)O;:IM)L FGF<LJOJ

;K :OH=;SOF< ?=;WM) FGD 0=;DNHMO;G% .#*/,01%*2 .#*,%+#%,,(#%+，

!’’*，,+（Y）：Y,! # Y’,
［!!］ >;:H)FO 8，8)FO=FM >，5FMJN^O > ,/ !2 % UIMFS;<OJ: FGF<LJOJ FGD ;G9

<OGI 0)LJO;<;?OHF< JMFMI DOF?G;JOJ ;K FHIM;GI9SNMFG;< KI=:IGMFMO;G%

.#*/,01%*2 .#*,%+#%,,(#%+，!’’,，/+（Y）：*Y! # *-!
［!(］ 2 4 >M;NM)F:I=% 9:!%/#/!/#6, !-8,0/- *; +(*</1 !%= ",/!>*2#-" *; "#7

0(**(+!%#-"- % ?*%=*%：P<NWI= 2HFDI:OH 6NS<OJ)I= Z=;N0，!’’(
［!&］ 4B21Z U A（黄明志），ZB_ U T（郭美锦），84B T（储炬）,/ !2 %

UIMFS;<OH HF<HN<FMO;G ;K M)I ?=;WM) 6)FJI OG =4>2 KI=:IGMFMO;G% $1#7

%,-, @*:(%!2 *; .#*/,01%*2*+3（生物工程学报），($$$，*.（*）：Y&!

# Y&*
［!/］ Q;<K P% A*%9 0*%6,%/#*% 3,!-/ #% .#*/,01%*2*+3 % RI=<OG：>0=OG?I=

6=IJJ，!’’Y
［!*］ 2GF<LMOHF< 8)I:OJM=L 5IFH)OG? FGD ‘IJIF=H) Z=;N0 ;K @FJM 8)OGF

BGOEI=JOML ;K >HOIGHI FGD 5IH)G;<;?L（华东理工大学分析化学教

研组），2GF<LMOHF< 8)I:OJM=L 5IFH)OG? FGD ‘IJIF=H) Z=;N0 ;K 8)IG?

5N BGOEI=JOML ;K >HOIGHI FGD 5IH)G;<;?L（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分析

化学教研组）% B%!23/#0!2 $1,"#-/(3（分析化学）% &=D，RIO^OG?：

4O?)I= @DNHFMO;G 6=IJJ，!’,’
［!Y］ A4B T（朱 俭 ）% .#*01,"#0!2 ?!>*(!/*(3（生 物 化 学 实 验 ）%

>)FG?)FO：>HOIGHI FGD 5IH)G;<;?L 6=IJJ ;K >)FG?)FO，!’,!
［!-］ TX1 3 C（金冬雁）% C*2,0:2!( $2*%#%+：B ?!>*(!/*(3 C!%:!2（分子

克隆实验指南）% (GD ID，RIO^OG?：>HOIGHI 6=IJJ，!’’,

*,! 期 黄明志等：重组人血清白蛋白发酵过程表达期的定量研究



［!"］ #$%&’ ( )（黄明志），#%&’ # *（杭海峰），+#$ ,（储炬）!"

#$ - ./0/123 24 5/61789:/ :2;9825 6;< =2;8521 >?>8/: 24 @92352=/>>

@6>/< 2; :A18978B5/6< 8/=B;212C?- %&’(!)! *’+,-+-./0"!, #(1 2//$’3

+#"’-(（微型机与应用），DEEE，!"（F）：GF H IE

#$%&’(’%’()* +’$,(*- ./ ’0* 12.,$3’(.& 10%-* (& 24+5 6*27*&’%’(.&

#$%&’ (9;C7)B9! ’$J (/97,9; +#$ ,A #%&’ #697*/;C )#$%&’ K9;C7L9;C )#%&’ M97N96;C
（4"#"! 5!6 7#8-,#"-,6 -9 :’-,!#+"-, ;(<’(!!,’(<，=#"’-(#$ %!("!, -9 :’-"!+&(-$-<6，:’-!(<’(!!,’(< %-$$!<!，

;#)" %&’(# >(’?!,)’"6 -9 4+’!(+! #(1 @!+&(-$-<6，4&#(<&#’ DEEDOF，%&’(#）

58-’2%3’ PB/ :2</1 /QA6892;> 24 8B/ 352<A=892; 3B6>/ 24 5#M% 4/5:/;86892; R/5/ </590/< 2; 8B/ @6>/ 24 @28B /1/:/;861 @616;=/
6;< :/86@219= @616;=/，8B/; 8B/ A;S;2R; 3656:/8/5> 24 8B/ :2</1 R/5/ />89:68/< @? :A18906596@1/ 2389:9T6892;- PB/ 32>>9@1/
5/6>2;> 24 <9>=5/36;=? 24 352<A=892; 568/ @/8R//; <944/5/;8 3/592< 24 4/5:/;86892; R/5/ <9>=A>>/<- PB/ :2</1 =2A1< 35/4/56@1? </7
>=59@/< 8B/ 5/16892;> @/8R//; <944/5/;8 :6=52>=239= 5/6=892; 568/> 24 8B/ 352=/>> 6;< S/?> 425 8B/ B9CB7/449=9/;=? /U35/>>92; 24 #%M
R/5/ </<A=/<-

9*: ;.2,- 5/=2:@9;6;8 BA:6; >/5A: 61@A:9;（5#M%），:/86@219= @616;=/，/1/:/;861 @616;=/，A’+&’# /#)"-,’)

V/=/90/<：EF7!"7DEED

PB9> R25S R6> >A33258/< @? C56;8 452: 8B/ *A;< 24 &6892;61 &68A561 M=9/;=/（&2：DWWFXE!O）6;< 8B/ Y/? MA@Z/=8 24 MB6;CB69 +98?[

! +255/>32;<9;C 6A8B25- P/1："X7D!7XGDIOIDD；\7:691：

"""""""""""""""""""""""""""""""""""""""""""""""

BA6;C:9;CTB9]DXO-;/8- =;

《生物工程学报》第二届编委会名单

顾 问：焦瑞身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主 编：杨胜利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 院士

副主编（以姓名拼音排序）

方荣祥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贺福初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院士

苏志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杨开宇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杨蕴刘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编 委（以姓名拼音排序）

曹谊林 陈 坚 陈清轩 陈受宜 陈苏民 程 京 高友鹤

韩玉珉 贾继增 江 宁 李育阳 李载平 刘双江 马清钧

孟广震 强伯勤 司书毅 谭天伟 童光志 王 骏（香港）

王树青 王忆平 吴祥甫 谢 毅 杨克迁 杨 晓 姚 斌

张嗣良 张先恩 张智清 赵国屏 朱 祯

编 辑：武 文 叶 军

X" 生 物 工 程 学 报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