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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生物工程设备》课程教学内容涉及生物工程产业上、中、下游关键操作单

元，按照一般生物产品的生产流程，全面介绍生物工程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及

设计与设备选型原则。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生物工程设备

已成为生物工程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程共 9 个章节，教学内容

具体涉及培养基制备及灭菌、压缩空气预处理及灭菌、生物反应器、固液分离、

干燥等实现生物产品生产过程的关键仪器装备的基本原理及应用知识。通过本课

程学习，结合认识实习和发酵工程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生物工程企业

的工作流程、设备结构及其工作原理，主要设备的选型原则，初步了解设备的检

测与维护。并在此基础上，了解国内外生物工程与设备的新技术、新设备及发展

动向。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保护环境，珍惜生命--机械搅拌通风发酵罐尾气处理设备

2.对应章节：第四章 微生物反应器

第一节 机械搅拌通风发酵罐

3.课程讲次：第六周



三、案例教学目标

1. 理解空气污染的影响：让学生了解有害气体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促使他们

意识到保护环境和珍惜生命的重要性。

2. 培养环保意识：通过案例分析和讨论，引导学生思考环境问题的根源和解决

方法，培养他们相应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四、案例主要内容

1. 理论基础：介绍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等，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环

保技术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

2. 应用案例：介绍典型的发酵罐尾气处理方法研发，有利于学生理解实际工程

中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3. 环境伦理与社会责任：探讨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学生思考企业

在发展中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和价值观。

五、案例教学设计

1. 案例导入

在讲到机械搅拌通风发酵罐尾气处理设备这一模块时，先提出思考问题，发

酵罐有可能会产生哪些有害的物质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尾气处理？随着学生

思考，引入有可能出现的有害物质如是生物制药行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

有挥发性有机物和恶臭污染物的废气，饲料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醋酸、乳酸等

有机酸、硫化氢、硫醇、氨气等挥发性异味气体，这些气体如果直接排放到空气

中，将会严重影响人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甚至危害健康。进一步介绍《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引发思考。强调生产中严格标准，保存要严格，操作要严格，排放要严格。引出

强调的其实是安全意识问题，安全问题在严格保存、严格操作、严格排放面前就

是小问题，但是如果缺乏安全意识，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然后引入几

篇近几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发酵饲料生产尾气净化技术研究与应用》、《发酵

制药行业发酵尾气治理技术》等，强调国家从法律和标准制定层面作出的相关规

定以及科研和生产人员通过技术革新解决问题。



2. 课程讲授

讲解发酵罐尾气处理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技术特点，引导学生理解其应用价值。

基因工程发酵的尾气必须经过适当处理才能排放到大气中去。通常通过物理方法

和化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理。包含菌体的尾气怎么处理呢？最直接的就是

杀菌，直接把菌先杀死，那它就不存在任何风险了。尾气可以采用过滤灭菌的方

法，同样是要先经过预处理，去除大量的水分，这一步最常采用的就是涡轮分离

器。通过涡轮分离器后，可以进行深层过滤灭菌，原理同第二章空气灭菌原理。

对于含有害物质的尾气，可以利用合适的化学物质对有害物质进行有效吸收或吸

附。发酵尾气经过多步法处理后，尾气中的粉尘、挥发性物质中小分子有机酸、

吡嗪、醇、酯等物质依次减少，最后使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低于《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排放标准。

3. 学生分组讨论

将学生分成小组，要求他们就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共同探讨该案例的环保意

义以及技术上的创新之处。

六、教学反思

1. 教学方法：在课程中虽然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

以便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尾气处理设备对环境保护的意义，但是方法仅限于课

堂，今后可以结合实地考察等方法，使教学更加形象具体。

2. 学生反馈：课后并没有进行学生满意度调查或者请学生提出意见和建议，今

后可以加入一个模块来检验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收获如何。

3 课程改进：根据学生反馈和教学实践，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改进，提高课程的

质量和影响力，从而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