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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生物资源学是研究微生物资源的种类和分布、微生物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微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的战略和策略、微生物资源有效保护的措施等的科学。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汇集了最近十多年国内外本领域的新进展、新思想、新技术、新成就，其内
容更加丰富。
    本书可供微生物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学生、研究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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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研究植物内生菌的生物学特性、多样性及其种群动态变化，并且利用它们促进植物健康生长
，进行环境修复，获取新颖的活性代谢产物，这些都离不开获得尽可能多的纯培养物种。
同时为了实现对微生物资源的保护，对纯培养物的收集和保藏也刻不容缓。
由于人类的活动，已经造成了大量植物资源的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与这些植物密切相关的微生物资
源的流失。
目前，我们尚未充分的掌握这些微生物资源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对这些流失资源的价值是无法估
算的。
在与这些宝贵资源流失速度的赛跑过程中，如何改善内生菌的分离方法，尽可能多的获得其纯培养类
群尤为重要，这是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和利用的紧迫需求。
　　分离纯培养物种是进行内生菌研究的关键。
在分离内生菌的同时要严格避免外源微生物的干扰。
由于一些微生物附着在植物表面，或是贯穿植物内部和外部环境（如真菌的菌丝可从根的表面生长至
内部），给内生菌的分离操作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从理论上讲，任何分离程序都应该保证能获得全部并且严格的内生种群，但事实上不完全的表面消毒
或是消毒剂的渗入都会影响分离效果，而吸附在植物细胞上或是藏匿在间隙内的微生物细胞又常常不
易分离得到。
因而为了进行有效的分离，对不同的植物组织或是欲分离的目标微生物，采用不同的方法是很有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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