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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虽然微生物个体微小，人们用肉眼难以看见它们，但它们却无处不在，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发挥
极其重要的作用。
微生物学研究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以及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其目的是揭示微生物
生命活动的规律，发掘、利用和保护有益微生物，控制和改造有害微生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服务。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微生物学与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有机结合，使微生物学成
为当今生命科学领域中耀眼的明星，研究最活跃，发展最快，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最大；同时，微生物
学涉及农林业、医学、化工、食品和环境保护等不同产业，与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极其
密切的联系。
作为现代生物技术领域的主角之一，微生物学及其相关产业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
总之，作为一门通用性、基础性的核心学科，微生物学将继续对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
影响。
　　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类及其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和综合性院校、农林院校和医学院校不同的是，在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微生物学与动物学、、植
物学、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一样，只是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一般缺乏相应的专业性的后续课程；
同时，在当前的师范院校里，既有像生物科学专业一样的师范专业，又有像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甚
至发酵工程专业等非师范专业。
由于各专业在对微生物学教学内容的要求上不尽相同，学生对微生物学的重视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
这就要求师范院校的微生物学教材既要内容全面，又要具有简明性，重点突出，在教学内容的基础性
、新颖性和综合性上作出合理的安排，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不同需求。
因此，在编写过程中，本教材强调微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以使学生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得到基本的训练；同时也注意介绍国内外微生物学的新成果，以便使学生了解微生物学的研究
热点和发展动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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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生物学》是由科学出版社组织全国多所高等师范院校从事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的骨干教师编
写而成。
该书基本保持我国高等院校微生物学教材的章节框架和内容体系，同时密切结合国际上本学科的新进
展，体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突出内容先进、叙述准确、重点突出、文字简练的特点，做到易教易学，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
　　全书共分12章，内容包括原核微生物、真核微生物、病毒和亚病毒、微生物的营养、微生物的代
谢、微生物生长繁殖与控制、微生物的遗传与变异、微生物感染与免疫、微生物的生态、微生物与自
然物质循环、微生物的分类与鉴定、微生物生物技术等。
每章后附复习思考题。
　　《微生物学》可作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农林院校及综合性院校的微生物学教材，也可作为其他
教学科研人员及中学生物学教师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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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易培养、好控制　　微生物生长于自然的环境中，对营养的要求一般不高，特别是大多数腐生
的微生物类型，以土壤腐殖质、动植物残体为营养基质。
当前，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农副产品和工厂下脚料，如农作物秸秆、谷壳、玉米芯、棉籽壳、麸皮、
饼粉、酒糟等，由于人和动物难以利用而浪费。
这些都是微生物良好的营养来源，只要人们驯化、选育适合的微生物菌种，可以用来培养微生物细胞
的原料十分丰富。
同时，微生物对营养基质的降解一般都在常温下进行，易于培养，许多项目在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即
可开展。
在我国广大山区农村进行的食用菌生产，即是典型的土法上马，体现了微生物的优势。
和农作物生产相比，培养微生物又可不受季节和气候的限制，在可控的环境中，可以长年累月地进行
工业化生产。
　　0.1.4微生物学及其分支学科　　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类微小生物。
微生物学（microbiology）是研究微生物及其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
在一定条件下，各类微生物其形态结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都表现出其
自身的规律性。
微生物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微生物生命活动的规律，更好地发掘、利用和保护有益微生物，控制和改
造有害微生物，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服务。
　　自从微生物被发现之后，在微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学科，如形态学、细胞学、生理学、
生物化学、生态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使微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
应用研究突飞猛进，形成了许多的分支学科，并不断地分化出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
根据研究的性质和具体的研究领域，微生物学的分支学科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以探求微生物
基本生命活动规律为目的、侧重于理论性研究的学科，总体上被称为普通微生物学（General
Microbi010gy），根据所研究的生命过程或功能，可分为微生物分类学、微生物生理学、微生物生态
学、免疫学、细胞微生物学、微生物生物化学、微生物遗传学等；随着微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
物学的交融，又逐步延伸出分子系统学、分子细胞学、分子生态学、分子遗传学、分子免疫学、微生
物基因组学等。
　　2）以不同的微生物类群为研究对象，可分为真菌学（菌物学）、细菌学、病毒学、藻类学、原
生动物学、病原微生物学等。
　　3）按微生物所处的生态环境，可分为土壤微生物学、海洋微生物学、水体微生物学、环境微生
物学、宇宙微生物学等。
　　4）按所研究的微生物的应用范围，总体上被称为应用微生物学（Applied Microbi010gy），具体可
分为工业微生物学、农业微生物学、医学微生物学、微生物药物学（微生物制药）、兽医微生物学、
食品微生物学、预防微生物学等。
　　5）按所应用的技术和工艺，分为微生物育种学、分析微生物学、微生物技术学、发酵微生物学
、微生物工程、微生物信息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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