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能 源 环 境 保 护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２４

移动扫码阅读

潘润泽， 牟璐， 邱敏， 等． 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前景［Ｊ］． 能源环境保护， ２０２４， ３８（２）：
９４－１０４．
ＰＡＮ Ｒｕｎｚｅ， ＭＯＵ Ｌｕ， ＱＩＵ 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 ３８（２）： ９４－１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２７　 　 　 　 修回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０８　 　 　 　 ＤＯＩ：１０．２００７８ ／ ｊ．ｅｅｐ．２０２３１２０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２２１７８１６９）；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ＢＫ２０２２００５２）；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资助

项目（２０２３０６１５５）
作者简介：潘润泽（１９９７—），男，山东日照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木质纤维素的高值化生物转化。 Ｅ－ｍａｉｌ： ｐｒｕｎｚｅ＠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蒋羽佳（１９９１—），女，江苏高邮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和构建木质纤维素生物炼制可持续平台。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ｙｕｊｉａ＠ｎｊｔｅｃｈ．ｅｄｕ．ｃｎ
信丰学（１９８２—），男，山东济南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低劣生物质的生物降解与有用化学品合成，以及人工多细胞体系的设计、
构建与功能调控。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ｆｅｎｇｘｕｅ＠ｎｊｔｅｃｈ．ｅｄｕ．ｃｎ

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前景
潘润泽１， 牟　 璐１， 邱　 敏１， 姜万奎１， 章文明１， ２，

蒋羽佳１， ２， ∗， 信丰学１， ２， ∗， 姜　 岷１， ２

（１． 南京工业大学 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６；
２．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ＳＩＣＡＭ），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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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有效的预处理技术以及合适的转化宿主为木质纤维素的生物转化提供了帮助。 此外，选
择合适的木质纤维素转化工艺更有利于目标产物的合成，其中包括单独水解和发酵、同步糖化和

发酵以及统合生物加工过程。 在这些工艺中，通过统合生物加工过程构建的微生物共培养系统

被认为是高效生产生物化学品和生物燃料的潜在策略。 进一步，将共培养体系与合成生物学和

代谢工程相结合，为未来构建高效稳定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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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化石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工业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然而，化石资源的使用导致了价格波动、环境

污染以及能源危机等问题［１］。 木质纤维素等可再

生生物质资源具有替代传统煤炭、石油等化石能

源的潜质，大多数生物化学品和生物燃料可以从

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中生产出来［２］。 糖基农业资

源通常作为第一代生物转化中生物燃料生产的原

料，包括淀粉、甘蔗或油菜籽等，它们可以通过压

榨、提取、添加淀粉酶等方法轻松提取。 尽管生物

转化技术在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生产中取得了显

著发展，但仍然存在“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的问

题。 因此，开发非食用农业废弃物作为生物转化

的原料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３］。
木质纤维素资源丰富、可再生且与人类需求

无竞争关系，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可再生生物质资

源（图 １）。 木质纤维素的年产量可达 １ ７００ 亿吨，
然而，只有 ３％的木质纤维素能够在循环生物经济

中得到有效利用［４］。 因此，如何合理高效利用木

质纤维素一直是研究热点。 目前，来源于农业和

林业的废弃物或残留物的木质纤维素主要由纤维

素（３５％ ～ ５０％）、半纤维素（２３％ ～３２％）和木质素

（１５％～３０％）组成［５］。 纤维素由通过β－１，４ 键结合

的 Ｄ－葡萄糖组成，多个线性纤维素分子通过分子

间氢键和范德华键紧密结合形成高度结晶的微纤

维结构［６－７］。 半纤维素是一种杂聚物，由通过（１，
４）－糖苷键连接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单糖组成，如木

糖、阿拉伯糖、甘露糖和半乳糖［８］。 木质素是位于

植物细胞壁中的刚性芳香族多相聚合物，主要由

酚类单体组成。 它主要提供结构支持，并形成一

个天然的不可渗透的屏障，以抵抗微生物的攻击

和植物的氧化应激［９］。 此外，木质素通过氢键和

共价键与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连接，形成坚韧紧密

的生物聚合物［１０］。
尽管木质纤维素资源被认为是生物化学品和

生物燃料生产的潜在资源，但其复杂的结构限制

了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的发展，并大大降低了高

附加值化学品和生物燃料生产的最终效率［１１］。
通常，木质纤维素材料应首先进行预处理，以破坏

其刚性结构并提高微生物和酶催化效率。 然而，
预处理过程只是打破了木质纤维素的刚性结构，
木质纤维素的进一步生物转化仍然依赖于水解酶

和微生物。 因此，本文对降解木质纤维素的水解

酶和微生物进行了综述。 此外，还介绍了利用生

物技术实现木质纤维素降解和转化的现状、瓶颈

和未来发展前景，包括单独水解和发酵、同步糖化

和发酵以及统合生物加工过程，有助于木质纤维

素生物转化的进一步发展。

图 １　 木质纤维素的组分及可转化的高附加值产品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　 木质纤维素的预处理技术及降解

１ １　 木质纤维素的预处理技术

木质纤维素具有复杂的结构，微生物很难直

接利用其作为底物［１２］。 通常，需要将木质纤维素

等生物质进行预处理，打破紧密度木质素－半纤维

素－纤维素结构，进而去除木质素，获得更利于降

解的半纤维素和纤维素［１３］。 常见的木质纤维素

预处理技术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 其中，物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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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主要通过粉碎、水热和爆破等方法降低木质

纤维素的结晶度来提高半纤维素和纤维素的利用

率；化学法主要通过酸处理、碱处理等添加化学试

剂的方法破坏木质纤维素的化学结构，从而提高

降解效率［１４－１５］。 表 １ 列举了常用木质纤维素预处

理技术的作用机理及优缺点。
表 １　 木质纤维素的预处理技术［１６－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６－１７］

预处理技术 作用机理 优点 缺点

机械粉碎
破坏木质纤维素内部结构，降低纤维

素结晶度
降低结晶度，增大比表面积 能耗大、成本高

水热法 去除木质素，溶出半纤维素
方法绿色、操作简单，无需外源添加

化学试剂
水解产物复杂，还原糖得率不高

蒸汽爆破 破坏纤维素结构，增大空隙 处理时间短，无污染，效率高 容易产生抑制物，还原糖收率较低

酸处理
破坏木质纤维素中的糖苷键，溶出半

纤维素和木质素
提高半纤维素的水解糖得率 成本高，对设备腐蚀严重，还原糖回收困难

碱处理
去除部分木质素，增大木质纤维素

空隙
提高半纤维素和纤维素水解效率 脱碱液较困难，还原糖回收率低

生物法
增大内部孔隙结构，增加纤维素、半
纤维素的接触面积

反应温和、设备简单、能耗较小和环

境友好
处理时间长、效率低，难以实现工业化

　 　 物理法通过机械粉碎、水热和蒸汽爆破等方

式可以有效破坏木质纤维素的结构，同时降低纤

维素的结晶度，可获得较高收率的还原糖。 化学

法中酸和碱的处理虽然可以提高木质纤维素的水

解效率，但是存在污染严重和成本较高的缺点。
生物法相较于物理法和化学法具有反应温和的特

点，而且具有能耗低、无污染的优点。 然而，生物

法存在预处理时间长、效率低的缺陷，因此，难以

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１８］。 木质纤维素预处理

技术作为高价值产品转化的上游，在考虑高效率

和高产量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设备和生产成本的

问题［１９］。 因此，寻找高效经济的预处理技术对木

质纤维素高价值转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２　 木质纤维素的酶降解

水解酶具有环保和高效的特性，已被广泛应

用于木质纤维素的降解。 水解酶的酶解效率是木

质纤维素转化为可发酵糖的限速步骤［２０］。 迄今

为止，对降解机理的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木质纤维

素的降解效率提供了基础。
纤维素酶已广泛应用于许多工业领域，如食品

加工、医用材料和洗涤剂加工等［２１］。 通常，内切葡

聚糖酶、外切葡聚糖酶和 β－葡萄糖苷酶是纤维素

降解的主要水解酶［２２］。 内切葡聚糖酶作用于纤维

素分子的无定形区域打断 β－１，４ 糖苷键，然后将其

水解成低聚糖。 外切葡聚糖酶随机切割纤维素大

分子末端的 β－１，４ 糖苷键，释放出纤维寡糖，包括

纤维二糖、纤维三糖、纤维四糖等。 β－葡萄糖苷酶

进而将这些纤维寡糖水解成葡萄糖，这通常被认为

是整个纤维素降解过程中的限速步骤［２３］。
与纤维素不同，半纤维素拥有更复杂的结构。

以木聚糖为例，它不仅含有木糖，其侧链还含有不

同种类的多糖［２４］。 因此，半纤维素酶的种类比较

复杂，主要由糖苷酶水解酶（木聚糖酶、木糖苷酶、
阿拉伯糖苷酶、半乳糖苷酶）和糖类酯酶（乙酰木

聚糖酯酶、阿魏酸酯酶等） 组成。 在这些酶中，
β－木聚糖酶和 β－甘露聚糖酶可以随机切割半纤

维素主链结构的内部并产生寡糖。 其他糖苷酶和

水解酶作用于侧链，协助半纤维素的水解并产生

单糖或二糖［２５］。 例如，α－Ｌ－阿拉伯呋喃糖苷酶和

α－Ｌ－阿拉伯糖酶将阿拉伯聚糖侧链水解成阿拉

伯糖。 在半纤维素酯酶中，乙酰木聚糖酯酶作用

于木糖残基的乙酰基，以消除乙酰基对内切木聚

糖酶的阻碍［２６］。 阿魏酸酯酶可以水解多糖和低

聚糖中的酯键，促进细胞壁的降解［２７］。
木质素的降解是木质纤维素全组分利用的难

题。 虽然一些化学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地去除木

质素，但增加的成本和产生的抑制剂仍然影响其

进一步的应用［２８］。 具有木质素降解能力的微生

物有望实现木质纤维素全组分的利用。 木质素酶

主要由木质素过氧化物酶、锰依赖性过氧化物酶

和漆酶组成［２９］。 这些酶首先会溶解植物表面的

蜡，然后微生物会使其菌丝体进入植物体内并且

分泌各种酶，进而引发一系列有分子氧参与的自

由基链式反应，使木质素发生自由基氧化［３０］。 这

些酶可以破坏木质素结构，降低纤维素的结晶

度［３１］。 然而，较低的酶催化反应速率仍然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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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纤维素的全面有效利用，因此，木质素降解的

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糖化效率受到酶负载、ｐＨ、温度、碳源浓度等

条件的影响［３２］。 对水解酶降解机制的深入了解

将指导水解酶降解条件的优化，从而提高木质纤

维素的糖化效率。 通常，协调酶负载和降解效率

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ＸＵ 等［３３］ 采用补料

分批策略来提高酶水解效率，在底物含量为 ２２％
（ｗ ／ Ｖ）、纤维素酶用量仅为 ４ ＦＰＵ ／ ｇ 干物质的条

件下，葡萄糖产量和收率分别达到 １２２ ｇ ／ Ｌ 和

８０％。 类似地，ＧＡＯ 等［３４］ 通过优化不同比例水解

酶的添加量，获得了较高的葡萄糖（８０％）和木糖

（７０％）的收率。
１ ３　 木质纤维素的生物降解

近年来，从农业废弃物、反刍动物胃肠道和一

些昆虫中发现了近 ２００ 种具有降解木质纤维素能

力的微生物。 它们通常以微生物群落的形式存

在，通过协同作用降解木质纤维素来获取营养、抵
御外界不良环境。 例如，瘤胃微生物群落由细菌、原
生动物、真菌、古细菌和小部分噬菌体组成，它们形成

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参与木质纤维素的降解［３５］。
这些瘤胃微生物能够厌氧消化稻草，纤维素和半

纤维素的降解效率分别达到 ４６．２％和 ６０．４％［３６］。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白蚁内脏，它含有丰富的纤维

素酶来降解木质纤维素［３７］。 然而，核心降解酶和

菌株之间复杂的木质纤维素转化协同机制尚未阐

明，这限制了木质纤维素降解的稳定性和效率。
与微生物群落相比，用于木质纤维素生物转

化的单个微生物由于其相对清晰的代谢途径和作

用机制而得到更广泛的研究［３８］。 细菌具有生长

快、代谢路径清楚等优势，在木质纤维素降解中具

有非常大的潜力［３９］。 大部分木质纤维素降解细

菌属于厌氧菌，如梭菌属、瘤胃球菌属、假单胞菌

属、芽孢杆菌属、变形杆菌属和沙雷氏菌属［４０－４１］。
它们通常具有降解木质纤维素的酶系统，包括纤

维素酶、木聚糖酶和纤维二糖酶等。 在细菌中，纤
维素降解酶是由多种酶组成的纤维素体，可将植

物细胞壁降解为可溶性多糖。 它们还分泌一种结

合纤维素的支架蛋白，与底物紧密接触促进了木

质纤维素的降解［４２］。 例如，热纤梭菌具有丰富的

降解酶系统，被广泛应用于木质纤维素的转化。
此外，在高温（５０～ ６０ ℃）下它的木质纤维素降解

效率更高［４３］。
与细菌相比，丝状真菌可以分泌更多种类的

水解酶，并且具有更高的酶活性。 事实上，真菌是

工业纤维素酶的主要生产者，例如木霉属和曲霉

属。 在这些真菌中，里氏木霉由于其优异的纤维

素降解能力已经成为用于纤维素酶商业生产的首

选［４４］。 然而，β－葡萄糖苷酶分泌能力的缺乏导致

纤维二糖过量积累，这将造成纤维素降解过程中

的底物抑制［４５］。 受天然微生物菌群的启发，另外

结合里氏木霉和其他具有良好 β－葡萄糖苷酶分

泌能力的真菌构建了多种互补共培养体系。 例

如，里氏木霉可与海枣曲霉在多物种生物膜反应

器中共培养，以增强 β－葡萄糖苷酶的活性。 与里

氏木霉单一培养相比，微生物共培养使 β－葡萄糖

苷酶产量增加了 ２．５ 倍［４６］。

２　 传统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

各种酶和微生物可以将木质纤维素降解为单

糖，而将木质纤维素有效转化为所需的高价值产

品仍是最终目标（表 ２）。 迄今为止，木质纤维素
表 ２　 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的化学品和燃料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底物 技术 宿主 产物 产量 ／ 收率 参考文献

预处理银胶菊 单独水解和发酵 酿酒酵母 乙醇 ０．２７ ｇ ／ ｇ ［４７］

小麦秸秆
单独水解和发酵

同步糖化和发酵
丙酮丁醇梭菌 丁醇

７．０５ ｇ ／ Ｌ
５．０５ ｇ ／ Ｌ

［５０］

小麦秸秆水解液 同步糖化和发酵 酿酒酵母 乙醇 ４０．００ ｇ ／ Ｌ ［５５］

预处理玉米芯 同步糖化和发酵 枯草芽孢杆菌 ３－羟基丁酮 １２．５５ ｇ ／ Ｌ ［５９］
微晶纤维素

蒸汽爆破玉米秸秆
同步糖化和发酵 里氏木霉、酿酒酵母 葡萄糖二酸

０．５４ ｇ ／ Ｌ
０．４５ ｇ ／ Ｌ

［６０］

碱处理玉米芯 统合生物加工 纤维素梭菌 正丁醇 ４．９６ ｇ ／ Ｌ ［６４］

预处理玉米秸秆 统合生物加工 酿酒酵母 乙醇 １．６１ ｇ ／ Ｌ ［６７］
木聚糖

玉米芯
统合生物加工

热解糖高温厌氧杆菌、
产琥珀酸放线杆菌

琥珀酸
３２．５０ ｇ ／ Ｌ
１２．５０ ｇ ／ Ｌ

［７６］

碱处理脱壳玉米芯 统合生物加工 里氏木霉、玉米黑粉菌 衣康酸 ３３．８０ ｇ ／ Ｌ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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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转化的传统方法包括单独水解和发酵以及同

步糖化和发酵（图 ２）。

图 ２　 单独水解和发酵过程以及同步糖化和发酵过程

Ｆｉｇ． 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１　 单独水解和发酵

单独水解和发酵可分为两个步骤，即制备可

发酵糖和将这些糖转化为生物化学品和生物燃

料。 首先要在底物中加入各种水解酶以获取可发

酵糖；然后，糖液被分离并转移到发酵体系最终获

得高价值的目标产物［４７］。 例如，阿本戈生物能源

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化纤维素生物炼油厂，
每年可以生产高达 ２ ５００ 万加仑的乙醇。 它使用

酸催化蒸汽爆炸法来破坏木质纤维素的结构。 然

后，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被降解成己糖和戊糖，并进

一步发酵成乙醇。 此外，残余的木质素成分可以

为工厂提供动力，使其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

可再生能源工厂［４８］。 此外，科莱恩公司每年可从

小麦和玉米秸秆等残渣中生产 １ ０００ 吨乙醇，实现

了秸秆纤维素糖化和发酵［４９］。 总之，由于木质纤

维素降解和生物转化的分离，使得单独水解和发

酵的每个步骤都可以在最佳条件下进行，从而获

得高水解率和高产量。 每千克木质纤维素的纤维

素酶降解成本在 ０．３１ 美元以上，与化石燃料转化

相比不具备竞争力，这意味着水解酶的成本仍然

限制了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的商业应用。 为了降

低酶的成本，ＷＡＮＧ 等［５０］ 培养绿色木霉并利用分

泌的粗纤维素酶来降解纤维素。 粗纤维素酶发酵

糖的最终产量达到 １７．３２ ｇ ／ Ｌ，糖化效率达到商业

纤维素酶的 ８２．２％。 丙酮丁醇梭菌利用粗纤维素

酶和商品纤维素酶的丁醇产量分别为 ５．０５ ｇ ／ Ｌ 和

５．５６ ｇ ／ Ｌ。 与外加商业纤维素酶相比，粗酶无需分

离纯化，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粗酶的回收和再利用是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

的瓶颈，最终造成发酵时间延长和酶资源的浪费。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已经开发了一种磁性纳米颗

粒［５１］。 氧化铁磁性纳米颗粒的表面被二氧化硅

和胺基双官能化，可以将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

β－１，３－葡聚糖酶固定在氧化铁磁性纳米颗粒上，
实现酶的循环利用。 与游离酶相比，氧化铁磁性

纳米颗粒在 ６ 批次利用后仍能保持较高活性。 酶

固定化方法可以显著降低生产成本，但颗粒聚集

降低了底物水解速率。 除了水解酶的固定化之

外，细胞的固定化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例如，
ＺＨＥＮＧ 等［５２］将酪丁酸梭菌固定在大孔海藻酸钙

－木质素珠中，以从预处理的玉米芯中生产丁酸。
重复 １０ 批发酵后丁酸产量基本保持不变，同时显

著降低了发酵的成本和时间。 此外，与游离培养

相比，固定化细胞可以呈现更高的应激因子抗性，
例如对 ｐＨ 和毒性副产物的抗性，并且增加了细胞

的生长速率。
尽管酶和细胞的固定化可以显著降低生产成

本并提高高浓度底物下的耐受性，但在许多研究

中仍然很少涉及与回收技术和操作相关的成

本［５３］。 一方面，相关参数会随着生物转化规模的

扩大而变化，如有毒副产物对微生物和酶活性的

影响；另一方面，固定化酶的成本和效率需要作进

一步的经济评估［５４］。
２ ２　 同步糖化和发酵

虽然单独水解和发酵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工

艺，并已用于许多化学品和生物燃料的生产，但木

质纤维素水解和发酵步骤的分离增加了设备成

本，延长了发酵时间并且增加了对底物的抑制效

果。 因此，为了进一步优化这项技术，ＫＩＭ 等［５５］

提出将水解和发酵步骤合并在一个反应器中，称
为同步糖化和发酵。 该工艺可缓解酶水解产物的

抑制，进而提高水解效率。 许多研究通过增加底

物浓度来提高单独水解和发酵的生产效率，然而，
高浓度的底物会使发酵液的传质效率降低，酶活

性和微生物发酵也将受到高浓度底物的影响［５６］。
通过添加表面活性剂或可溶性多糖可以增加细胞

的通透性，提高微生物在高浓度底物环境中的耐

受性。 例如，ＸＩＡＯ 等［５７］ 在发酵体系中加入聚氧

乙烯（８０）山梨醇酐单油酸酯可加快细胞生长速

度，提高糖化效率；与对照组相比，可发酵糖产量

增加了 １３．５％。
大多数生产化学品和燃料的微生物是嗜温

的，而木质纤维素水解的适宜温度在 ５０ ℃以上，
更适合嗜热微生物发酵［５８］。 例如，枯草芽孢杆菌

是一种耐热菌株，能同时利用葡萄糖和木糖生产

３－羟基丁酮，最高产量达到 １２．５５ ｇ ／ Ｌ，比单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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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发酵高 １５．２７％［５９］。 然而，同步糖化和发酵过

程中嗜温微生物的产量远低于单独水解和发酵。
ＬＩ 等［６０］利用酿酒酵母从木质纤维素中生产葡萄

糖二酸，而在酿酒酵母最适生长温度（３０ ℃）下限

制了水解酶的降解效率；相较于单独水解和发酵，
同步糖化和发酵过程的葡萄糖二酸产量较低。 解

决水解和发酵温度不适配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基因

工程和诱变技术获得耐高温的菌株。 最近，ＷＵ
等［６１］通过过量表达编码葡萄糖特异性磷酸转移酶系

统的 ｇｌｃＧ 开发了一种工程丙酮丁醇梭菌菌株。 ｇｌｃＧ
的过量表达不仅促进了葡萄糖的高效摄取，而且对

三磷酸腺苷 ／还原型辅酶工（ＡＴＰ ／ ＮＡＤＨ）的可用性

和抗逆性产生了显着的级联效应。 在 ４２ ℃下，工程

菌株从 ４８ ｇ ／ Ｌ 玉米秸秆中得到 １０．８ ｇ ／ Ｌ 丁醇，与原

始菌株相比产量增加了 ４０％。

３　 统合生物加工过程

单独水解和发酵以及同步糖化和发酵都需要

额外添加水解酶，这将限制其工业应用。 统合生

物加工过程将水解酶生产、酶水解和微生物发酵

整合到一个生物反应器中，该方法可以消除外源

酶的添加，同时降低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的复杂

性和生产成本［６２］。 由于木质纤维素水解酶系统

和产物代谢途径都很复杂，在单一菌株中同时进

行这两个过程将增加代谢负荷，从而显著降低产

物合成的最终效率。 因此，除了单一细菌发酵外，
通过统合生物加工过程的共培养策略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

３ １　 单一微生物策略

在单一微生物中直接完成木质纤维素水解和

转化的统合生物加工过程策略可分为两种，包括

“本地策略”和“重组策略” （图 ３（ ａ）和（ｂ）） ［６３］。
前者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在天然纤维素降解微

生物中表达目标产物的代谢途径。 本地策略的主

要挑战是既需要保持较高的水解能力，又需要提

高目标产品的合成能力。 为了实现纤维素梭菌直

接从纤维素中生产丁醇的目的，ＷＥＮ 等［６４］ 开发

了一种基于“推拉”策略的代谢工程方法。 首先将

反式烯酰辅酶 Ａ 还原酶过量表达，使得碳流从乙

酰辅酶 Ａ 拉到丁酰辅酶 Ａ。 然后，引入与丙酮生

产不耦合的酸再同化途径，以将碳流从丁酸盐和

乙酸盐重新导向丁酰辅酶 Ａ。 通过该策略，丁醇

的最终产量比野生型提高了 １３５ 倍。 此外，热纤

梭菌是另一种没有丁醇生产能力的纤维素降解菌

珠，将与丁醇生产相关的外源关键基因引入热纤

梭菌，工程菌株便能在 １２０ ｈ 内从纤维素中生产

３５７ ｍｇ ／ Ｌ 的正丁醇［６５］。 “重组策略”是将纤维素

酶或 ／和半纤维素酶引入非纤维素分解菌株中，这
可以赋予它们降解木质纤维素的能力［６６］。 与“本
地策略”相比，这些菌株具有更好的目标产物转化

能力。 然而，其主要的挑战是需要进一步提高木

质纤维素的降解能力。 例如，ＣＨＥＮ 等［６７］ 构建了

用于纤维素乙醇转化的二倍体酿酒酵母，其可以

异源表达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 工程酿酒酵母在

没有外源添加水解酶的情况下，从 ２０ ｇ ／ Ｌ 经过蒸

汽爆破的玉米秸秆中生产得到 １．６１ ｇ ／ Ｌ 乙醇。

图 ３　 统合生物加工过程策略

Ｆｉｇ． 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ｂｉ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虽然“本地策略”和“重组策略”可以实现在

单一菌株中利用木质纤维素进行生物转化的目

的，但是这两种策略的产量往往较低。 其主要原

因是在单一菌株中同时完成木质纤维素的降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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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会导致严重的代谢负担。 例如，细胞的产物

合成代谢途径需要消耗胞内的能量来产生辅酶因

子，这将导致细胞生长所需的能量减少［６８］。 通

常，敲除不必要的基因和增强目标产物合成的代

谢途径将提高目标产物的合成能力。 例如，谷氨

酸棒状杆菌是一种应用于琥珀酸生产的微生物，
为了提高其生产琥珀酸的能力，将 ｐｎｔＡＢ 整合到

谷氨酸棒状杆菌中以增加 ＮＡＤＨ 分泌。 此外，有
研究表明，谷氨酸棒状杆菌中的 ｐｇｉ 会使碳通量流

入双磷酸已糖降解途径，导致副产物的增加。 为

了减少副产物的产生，删除 ｐｇｉ 以将碳通量重新导

向戊糖磷酸途径。 然而，研究发现，在葡萄糖作为

唯一底物的情况下，ｐｇｉ 缺陷的谷氨酸棒杆菌生长

不良，这是由于负责葡萄糖分子转运的 ｐｔｓＧ 下调

造成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 ｐｔｓＧ 整合到 ｐｇｉ
缺陷菌株中。 最后， 与以葡萄糖为底物获得

１．０７ ｍｏｌ ／ ｍｏｌ 琥珀酸的对照菌株相比，工程菌株

的琥珀酸收率达到 １．３７ ｍｏｌ ／ ｍｏｌ［６９］。 即便如此，
工程菌株的产物收率提高也较为有限。 许多微生

物仍然缺乏完整的代谢机制和成熟的基因编辑工

具，这限制了它们的工业应用［７０］。 此外，水解酶

系统和代谢途径的复杂性也将增加单一微生物的

代谢负担，即使通过基因编辑的的工程菌株也仅

仅获得了相对较低的产量和收率。
３ ２　 微生物共培养策略

在自然界中，微生物难以独自在错综复杂的

环境中生存，它们通常以各种微生物团体的形式

存在［７１］。 基于此，木质纤维素的水解和转化工作

也可以划分给不同的菌株，通过劳动分工可以有

效减轻细胞代谢负担（图 ３（ ｃ）） ［７２］。 然而，建立

劳动分工的微生物菌群通常只能产生 ＣＨ４、Ｈ２和

少量有机酸等产物［７３］。 因此，建立适用于工业生

产的合成微生物群落是一个较有前景的研究

方向。
在微生物群落中不合理的代谢分工会造成对

营养物质的竞争，从而导致菌群比例的失衡［７４］。
因此，共培养系统中菌株之间的特定劳动分工对

于有效的木质纤维素降解和转化较为必要。 对于

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而言，合理的劳动分工是上

游菌株降解木质纤维素，然后水解得到的可发酵

糖被下游菌株转化成目标产物。 最重要的是，可
发酵糖的快速消耗可以解除底物抑制，增强上游

菌株对木质纤维素的降解效率。 例如，一个包含

木质纤维素降解菌、热解糖高温厌氧杆菌 Ｍ５ 和

丁醇生产菌丙酮丁醇梭菌 ＮＪ４ 的微生物共培养系

统成功实现了从木聚糖和未经预处理的玉米芯中

生产丁醇［７５］。 菌株 Ｍ５ 分泌的木聚糖酶和木糖苷

酶将木聚糖降解为木糖，菌株 ＮＪ４ 对木糖的快速

消耗解除了木糖对木聚糖酶的抑制。 此外，菌株

Ｍ５ 可以产生丁酸盐，丁酸盐可以被菌株 ＮＪ４ 进一

步同化产生丁醇。 这两种菌株能产生良好的互补

作用，使发酵过程更加高效，最终从未经处理的玉

米芯中产生 ７．６１ ｇ ／ Ｌ 丁醇。 类似地，包含热解糖

高温厌氧杆菌 Ｍ５ 和产琥珀酸放线杆菌 １３０Ｚ 的微

生物共培养系统也实现了从木质纤维素生产琥珀

酸的目的［７６］。 通过单因素和响应面优化从８４ ｇ ／ Ｌ
木聚糖和 ８０ ｇ ／ Ｌ 玉米芯中获得的琥珀酸产量分

别为 ３２．５０ ｇ ／ Ｌ 和 １２．５ ｇ ／ Ｌ。 热纤梭菌是另一种

具有纤维素降解能力的嗜热细菌。 ＣＨＩ 等［７７］ 构

建了包含热纤梭菌 ＡＴＣＣ ２７４０５ 和热丁酸梭菌

ＡＴＣＣ ４９８７５ 的共培养系统来生产丁酸。 代谢分

析表明，热纤梭菌能降解木质纤维素释放的可发

酵糖并迅速转化为丁酸，以稻草为底物时丁酸的

产量达到 ３３．９ ｇ ／ Ｌ。 此外，热丁酸梭菌的次生代

谢还能促进丁酸的生产，同时能够将副产物乙酸

和乙醇再同化。
在微生物共培养系统中，相似的生长条件对

于木质纤维素的有效转化较为重要。 里氏木霉和

玉米黑粉菌都可以在 ３０ ℃的有氧条件下生长，在
这种共培养系统中，里氏木霉负责木质纤维素的

降解，玉米黑粉菌负责衣康酸的产生。 采用补料

分批发酵的策略，衣康酸的产量达到 ３３．８ ｇ ／ Ｌ［７８］。
为了进一步提高共培养系统成员之间的适应性，
采用了基因工程和适应性进化的策略。 例如，
ＷＥＮ 等［７９］设计了一种共培养系统，通过纤维素

梭菌和拜氏梭菌从木质纤维素中生产丁醇。 拜氏

梭菌在较低的 ｐＨ 下发酵生产丁醇，而纤维素梭菌

在 ｐＨ 低于 ６．４ 时不能良好的生长。 因此，纤维素

梭菌被工程化以增强对低 ｐＨ 的耐受性，这可以改

善木质纤维素糖化和丁醇发酵。 工程菌最终产生

３．９４ ｇ ／ Ｌ 丁醇，比对照菌株的产量高出 ５ 倍。
底物降解速率仍然是统合生物加工过程中的

关键限速步骤。 因此，提高木质纤维素的降解速

率和可发酵糖的释放速率是统合生物加工过程所

必需的。 通常，真菌比细菌具有更高的木质纤维

素降解能力［８０］。 然而，好氧菌和厌氧菌生长条件

（包括温度和氧气需求）的矛盾也是木质纤维素生

物转化的挑战。 因此，开发了多物种生物膜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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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其可以同时创造有氧和厌氧环境。 首先，丝状

真菌由于其良好的成膜性，容易附着在材料表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菌丝占据了材料的整个表面，形
成了致密的生物膜。 然后，生物膜上的细胞会消

耗空气中的氧气，阻止氧气渗透到液相中。 一个

典型的例子是在生物膜反应器中构建跨种属共培

养体系，其中包含好氧真菌里氏木霉和厌氧乳酸

菌［８１］。 里氏木霉在载体材料上形成生物膜消耗

氧气，分泌的纤维素酶能高效降解纤维素。 厌氧

乳酸菌在获得的可发酵糖中生长并产生乳酸。 以

高温蒸汽预处理后的山毛榉木材为底物，最终乳

酸的产量达到 １９．８ ｇ ／ Ｌ。 此外，复杂、稳定且高效的

产乳酸盐共培养系统可用作生产短链脂肪酸的平台。

４　 结语和展望

当前，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仍是制备化学品

和燃料的主要原料，但随着化石燃料的枯竭以及

对环境的污染日益加剧，开发一种新的且可再生

的生物质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 木质纤维素作为

一种储量巨大的生物质资源，如果能将其有效开

发，不仅可以缓解能源危机，而且可以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实现绿色、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目前，木质纤维素的降解和生物转化策略已

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然而，由于木质纤维素复杂

的结构，使得其难以降解利用，因此，通过筛选性

能更强的微生物和水解酶，并选择合适的生物转

化策略有望实现更高的生产能力。 单独水解和发

酵可以使木质纤维素水解和发酵在最适的温度等

条件下进行，有利于提高水解效率和发酵产量，但
同时也会增加生产成本。 同步糖化和发酵可以缓

解酶水解产物对酶的抑制，进而提高水解效率，但
酶水解和发酵的温度往往不适配，因此会导致最

终的生产效率较低。 相较而言，统合生物加工过

程实现了不需要外源添加水解酶即可从木质纤维

素中获取产物，有效减少了生产成本。 然而，统合

生物加工过程中单一微生物策略需要对菌株进行

基因工程改造，对于一些非模式微生物来说，由于

基因编辑工具的缺乏，使得改造难度增大。 因此，
开发有效的基因编辑工具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为

了减轻单一微生物需要同时完成水解和发酵的代

谢负担，于是，构建了微生物共培养体系。 这种微

生物共培养策略可以实现上游木质纤维素降解菌

株和下游产物合成菌株的合理代谢分工，提高了

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的效率。 然而，共培养体系

中菌株间的不适配性仍然是制约其工业化应用的

关键因素。 未来，通过筛选相适配的菌株和基因

工程改造提高菌株的耐受性，有望建立稳定、可调

和高效的共培养体系，最终实现木质纤维素生物

质资源的全组分利用以及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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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ｙ［Ｊ］ ． Ｆｕｅｌ， ２０２１， ３０２（１）： １２１０８６．

［２］ 　 ＡＲＥＶＡＬＯ ＧＡＬＬＥＧＯＳ Ａ， ＡＨＭＡＤ Ｚ， ＡＳＧＨＥＲ Ｍ， ｅｔ ａｌ．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ｚｅｒｏ ｗａｓｔ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
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２０１７， ９９： ３０８－３１８．

［３］ 　 ＭＯＫＯＭＥＬＥ Ｔ， ＳＯＵＳＡ Ｌ Ｄ， ＢＡＬＡＮ Ｖ，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ｒｏｍ ＡＦＥＸＴＭ ａｎｄ ｓｔｅａｍ－ｅｘｐｌｏｄｅｄ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ｂｉｏｒｅｆｉｎｅｒｉｅｓ［Ｊ］ ．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Ｂｉｏｆｕ⁃
ｅｌｓ， ２０１８， １１（１）： １２７．

［４］ 　 ＳＨＥＮ Ｘｉａｏｊｕｎ， ＳＵＮ Ｒｕｎｃａｎｇ．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
ｌｏｓｅ ｐｒｉｏｒ －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Ｊ］ ．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２０２１， ２６１： １１７８８４．

［５］ 　 ＬＩ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ＨＥ Ｃｈａｏ，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ｏｎｇｂｏ，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ｓｌｕｄ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２８ （２０）： ２５８０８－２５８１８．

［６］ 　 ＣＨＡＮＧ Ｙ Ｈ， ＬＩＮ Ｃ Ｌ， ＨＳＵ Ｙ Ｈ， 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ｃｉ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ｓ ［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０２１， １６７： １１３５４０．

［７］ 　 ＲＯＭＡＳＨＫＩＮ Ｉ， ＳＨＯＲＯＨＯＶＡ Ｅ， ＫＡＰＩＴＳＡ Ｅ， ｅｔ ａｌ． Ｓｕｂｓ⁃
ｔｒａｔ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ｉ⁃
ｔｒｏｇｅ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ｄｏｗｎｅｄ ｗｏｏｄ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ｉｎ ａ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Ｊ］ ．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４９１： １１９１４３．

［８］ 　 ＳＨＡＬＬＯＭ Ｄ， ＳＨＯＨＡＭ 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ｈｅｍｉ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ｓ［Ｊ］ ．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６ （３）： ２１９－２２８．

［９］ 　 ＣＨＥＮ Ｗ Ｈ， ＰＥＮ Ｂ Ｌ， ＹＵ Ｃ Ｔ，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ｗ ｂ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ｌｕｔｅ－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ｓｔｅａｍ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ｉｏ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１０２ （ ３）： ２９１６
－２９２４．

［１０］ 　 ＳＩＮＧＨ Ｒ， ＳＩＮＧＨ Ｓ， ＴＲＩＭＵＫＨＥ Ｋ Ｄ， ｅｔ ａｌ． Ｌｉｇｎｉｎ－ｃａｒｂｏ⁃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ｂａｇａｓｓ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２００５， ６２ （１）： ５７－６６．

［１１］ 　 ＳＡＲＳＡＩＹＡ Ｓ， ＪＡＩＮ Ａ， ＡＷＡＳＴＨＩ Ｓ Ｋ，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ｆｏｒ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ｂｉ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２９１：
１２１９０５．　

［１２］ 　 马泽林， 刘家亨， 黄序， 等． 微生物利用木质纤维素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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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Ｊ］ ．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２０１７， ３７（６）： １２４－１３３．
ＭＡ Ｚｅｌｉｎ， ＬＩＵ Ｊｉａ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Ｘｕ，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Ｊ］ ．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 ３７（６）： １２４－１３３．

［１３］ 　 余强， 庄新姝， 袁振宏， 等． 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制取燃

料及化学品的研究进展［Ｊ］ ． 化工进展， ２０１２， ３１（４）： ７８４
－７９１．
ＹＵ Ｑｉａ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 Ｘｉｎｓｈｕ， ＹＵＡＮ Ｚｈｅｎ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ｆｕｅ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
ｌｕｌｏｓ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３１（４）： ７８４－７９１．

［１４］ 　 ＤＥＮＧ Ｗｅｉｐｉｎｇ， ＦＥＮＧ Ｙｕｎｃｈａｏ， ＦＵ Ｊｉｅ， ｅｔ ａｌ．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Ｊ］ ．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３， ８ （１）： １０－１１４．

［１５］ 　 丛高鹏， 施英乔， 房桂干． 利用木质纤维素原料生产高附

加值产品的技术前景［ Ｊ］ ． 国际造纸， ２０１２， ３１（１）： ５６
－６２．
ＣＯＮＧ Ｇａｏｐｅｎｇ， ＳＨＩ Ｙｉｎｇｑｉａｏ， ＦＡＮＧ Ｇｕｉｇａｎ． Ａ ｂｉｏｒｅｆ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 ．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Ｂｉ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２， ３１（１）： ５６－６２．

［１６］ 　 曹运齐， 解先利， 郭振强， 等． 木质纤维素预处理技术研

究进展［Ｊ］ ． 化工进展， ２０２０， ３９（２）： ４８９－４９５．
ＣＡＯ Ｙｕｎｑｉ， ＸＩＥ Ｘｉａｎｌｉ， ＧＵＯ Ｚｈｅｎ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 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３９ （ ２）： ４８９
－４９５．

［１７］ 　 曹玉连， 庄伟， 唐成伦， 等． 木质纤维素预处理实现组分

综合利用［ Ｊ ／ ＯＬ］． 生物加工过程： １－１２ ［２０２３－１１－２４］．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１７０６．Ｑ．２０２３１０２３．１６２２．
０１２．ｈｔｍｌ．
ＣＡＯ Ｙｕｌｉａ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Ｗｅｉ， Ｔ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ｌｕｎ， 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ｂｙ ｐ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 ／ Ｏ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１２ ［２０２３－１１－２４］．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ｃ⁃
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１７０６．Ｑ．２０２３１０２３．１６２２．０１２．ｈｔｍｌ．

［１８］ 　 ＷＵ Ｚｅｎｇｙｏｕ， ＰＥＮＧ Ｋ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 ｅｔ ａｌ．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ｄａｙ Ｂｉｏ， ２０２２，
１６： １１３５４０．

［１９］ 　 朱晨杰， 张会岩， 肖睿， 等． 木质纤维素高值化利用的研

究进展［Ｊ］ ． 中国科学： 化学， ２０１５， ４５（５）： ４５４－４７８．
ＺＨＵ Ｃｈｅｎｊｉｅ，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ｙａｎ， ＸＩＡＯ Ｒｕｉ，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ｖａ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４５（５）： ４５４－４７８．

［２０］ 　 ＺＨＵ Ｎｉｎｇ， ＺＨＵ Ｙａｎｙｕｎ， ＬＩ Ｂｉｎｇ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ｎ⁃
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ｅｒｓ ｂｙ Ｇｌｏｅ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ｒａｂｅｕｍ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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