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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自1996年开始发行以来，许多兄弟院校的同行和读者纷纷来信、来电，对其编写质量
和使用效果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根据新的形势尽早修订再版。
于1999年开始修订工作，广泛征求修订意见，充分讨论修订大纲，反复修改修订初稿。
这次修订对第一版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更新和充实，并补充了较多的新内容，还调换和增加了不少图表
。
内容新颖，语言精炼。
本版的信息量、质量及编排技巧等在第一版的基础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除了适合大学本科和专科学生学习外，亦可供教师备课参考及函授等学生阅读。
　　本版除进一步发扬第一版的许多优点外，还着重注意了以下几点：　　1，联系实际微生物学实
践性强，应用广泛；师院、师专的毕业生大多数要在基层工作。
因此，本版特别加强了实际应用知识的介绍，除了强化“微生物的应用”一章外，在其他各章都注意
了实际应用知识的介绍，使全书内容生动、具体。
　　2，少而精　限于课时和篇幅，本版进一步突出了“少而精”的原则，力求内容简明，语言精炼
，重点内容深而细，一般内容少而精。
　　3，启发思考本版在各章中都安排了启发读者思考和讨论的内容。
在每章习题中还特意设置了一些有较高难度的综合应用的思考题。
为了激发读者为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贡献力量，本版特别强调了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微生物学对生
命科学的贡献及其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4，认真细致本书为高等师范院校教材，不仅要求内容科学、准确，而且要求语言优美、精炼。
因此，特别强调“认真细致”。
本书的修订较细致。
首先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实际，对修订大纲进行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然后再分别编写各章初稿；初
稿经主编统一修改后，又印成讨论稿广泛征求意见；讨论稿经仔细推敲、反复修改后还于2001年秋学
期在盐城师院等几所院校进行试用；最后根据试用结果再作反复修改后定稿。
　　本书的修订得到盐城师范学院、湛江师范学院等许多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
复旦大学微生物学系周德庆教授对修订大纲和讨论稿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并仔细审阅了全
稿。
南京大学程树培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袁生教授和陆玲副教授等许多老师对讨论稿提出很多宝贵的修改
意见。
程光胜研究员、沈萍教授、黄秀梨教授、徐天惠教授、王佐芝副教授、罗永兰副教授、李敏华副教授
等许多老师对本书的修订工作给，予了很多关心和支持。
薛洪明、郭勇、邰程、丁同楼等同志在计算机录入、修改及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还要特别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生命科学分社林金安社长和吴雪梅编辑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和辛勤劳动。
　　限于编者的水平和时间，不当之处，望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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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生物学》共12章，内容包括绪论、原核微生物、真核微生物、病毒、微生物的营养、微生物
的代谢、微生物的生长、微生物的遗传与变异、微生物的生态、传染与免疫、微生物的分类、微生物
的应用、微生物学实验40个以及附录7个，书后还列有主要参考文献。
《微生物学》由复旦大学微生物学权威周德庆教授主审。
根据师范、师专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实际，《微生物学》着重介绍微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术；适当介绍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取材广泛，重点突出，条理清晰，结构合理，概念准确
，图文并茂。
《微生物学》除适合师范类大学本科和专科学生作为教材外，也可供师范类微生物学教师备课参考及
函授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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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一、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二、微生物学的任务第二节　微生
物学的发展一、我国古代人民对微生物的认识和利用二、微生物的发现三、微生物学的奠基四、现代
微生物学的发展五、我国微生物学的简况习题第一章　原核微生物第一节　细菌一、细菌的基本形态
和大小二、细菌的细胞结构三、细菌的繁殖方式四、细菌的群体形态第二节　放线菌一、放线菌的形
态结构二、放线菌的菌落特征三、放线菌的繁殖方式四、放线菌的代表属第三节　其他原核微生物一
、蓝细菌二、立克次氏体三、支原体四、衣原体五、螺旋体六、蛭弧菌七、粘细菌八、古生菌习题第
二章　真核微生物第一节　酵母菌一、酵母菌的形态结构二、酵母菌的繁殖方式三、酵母菌的菌落特
征四、重要代表菌第二节　霉菌一、霉菌的形态结构二、霉菌的繁殖方式三、霉菌的菌落特征四、重
要代表菌第三节　粘菌一、粘菌的形态和结构二、粘菌的生活史三、粘菌的分类第四节　真核微生物
与原核微生物的比较习题第三章　病毒第一节　病毒的形态结构一、病毒的大小二、病毒的形态三、
病毒的化学组成四、病毒的结构五、病毒的对称性六、包涵体第二节　病毒的增殖一、病毒的一般增
殖过程二、几种病毒的增殖过程三、一步生长曲线四、温和噬菌体与溶源性细菌五、肿瘤病毒与癌基
因六、理化因素对病毒感染性的影响第三节　病毒的分离和测定一、病毒的分离与纯化二、病毒的检
出三、病毒效价的测定第四节　病毒的种类和分类一、脊椎动物病毒二、昆虫病毒三、植物病毒四、
微生物病毒五、病毒的分类和命名第五节　亚病毒一、类病毒二、卫星病毒三、卫星RNA四、朊病毒
习题第四章　微生物的营养第一节　微生物的营养组成一、微生物细胞的化学组成二、微生物的营养
物质第二节　微生物的营养类型一、光能无机营养型二、光能有机营养型三、化能无机营养型四、化
能有机营养型第三节　微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一、单纯扩散二、促进扩散三、主动运输四、基团转
位五、膜泡运输第四节　培养基一、配制培养基的原则二、培养基的类型习题第五章　微生物的代谢
第一节　微生物对有机物质的分解一、纤维素的分解二、淀粉的分解三、果胶质的分解四、木质素和
芳香族化合物的分解五、几丁质的分解六、蛋白质的分解七、氨基酸的分解八、烃类及有机农药的分
解第二节　微生物的产能代谢一、发酵二、呼吸第三节　微生物的自养代谢一、光能自养微生物二、
化能自养微生物三、自养微生物对CO2的固定第四节　微生物的固氮作用一、固氮微生物二、固氮作
用机理第五节　微生物细胞物质的合成与代谢调节一、糖的生物合成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三、核酸
的生物合成四、代谢调节第六节　微生物的次生代谢一、次生代谢及其产物二、次生代谢产物合成的
调节习题第六章　微生物的生长第一节　微生物纯培养的生长一、纯培养的分离方法二、微生物的培
养方法三、微生物的个体生长四、微生物的同步生长五、微生物的群体生长第二节　理化因素对微生
物生长的影响一、物理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二、化学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第三节　微生物生
长的控制一、控制微生物生长的物理方法二、控制微生物生长的化学方法习题第七章　微生物的遗传
和变异和变异第一节　遗传变异的物质基础一、证明核酸是遗传变异的物质基础的经典实验二、遗传
物质在细胞中的存在方式第二节　微生物的突变一、微生物突变体的主要类型二、基因突变的特点三
、基因突变的机制四、诱变剂与致癌物质五、DNA损伤的修复第三节　细菌的基因重组一、转化二、
转导三、接合四、原生质体融合五、溶源转变六、染色体外遗传因子的转移与重组第四节　真菌的基
因重组一、有性生殖二、准性生殖第五节　微生物遗传变异知识的应用一、诱变育种二、原生质体融
合育种三、基因工程第六节　菌种的衰退、复壮和保藏一、菌种的衰退与复壮二、菌种的保藏习题第
八章　微生物的生态第一节　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一、土壤中的微生物二、水体中的微生物三、空气
中的微生物四、工农业产品中的微生物五、生物体内外的正常菌群六、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第二节　
微生物在自然界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一、微生物在碳素循环中的作用二、微生物在氮素循环中的作用三
、微生物在磷素循环中的作用四、微生物在硫素循环中的作用五、微生物在其他元素循环中的作用六
、微生物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七、环境污染对微生物的影响第三节　微生物的生物环境一、互生关系
二、共生关系三、竞争关系四、拮抗关系五、寄生关系六、猎食关系习题第九章　传染与免疫第一节
　传染一、病原菌传染的机制二、环境条件对病原菌传染的影响三、传染的3种可能结局第二节　非
特异性免疫一、生理屏障二、吞噬细胞三、正常体液中的抗微生物因素四、炎症反应第三节　抗原一
、抗原的性质二、微生物的抗原结构三、佐剂第四节　特异性免疫一、特异性免疫的组织学基础二、
特异性免疫应答过程三、抗体与体液免疫四、特异性细胞免疫五、免疫应答的病理反应六、特异性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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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的获得方式第五节　免疫学方法及其应用一、抗原抗体反应的一般规律二、抗原抗体反应的主要类
型习题第十章　微生物的分类第一节　微生物的分类单位与命名一、微生物的分类单位二、微生物的
命名第二节　微生物的分类方法一、经典分类法二、化学分类法三、遗传分类法四、数值分类法第三
节　微生物的分类系统一、细菌的分类系统二、真菌的分类系统习题第十一章　微生物的应用第一节
　微生物在农业中的应用一、微生物与土壤的生物活性二、微生物肥料三、微生物饲料四、微生物农
药五、沼气发酵六、食用菌栽培第二节　微生物在工业中的应用一、微生物与食品制造二、微生物与
饮料生产三、微生物与有机酸生产四、微生物与酶制剂生产五、微生物与湿法冶金六、微生物与石油
工业第三节　微生物在医药方面的应用一、生物制品二、抗生素三、葡萄糖酐四、干扰素五、核苷酸
六、其他药物七、疾病的诊断第四节　微生物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一、微生物与污水处理二、微生物
对固体污染物的降解和转化三、微生物与生物修复四、微生物与环境监测习题微生物学实验实验须知
实验一　显微镜的使用及细菌形态的观察实验二　细菌的单染色法实验三　革兰氏染色法实验四　细
菌芽孢染色法实验五　鞭毛染色法及活细菌运动性的观察实验六　荚膜染色法实验七　微生物拟核的
体内和体外染色观察实验八　放线菌形态的观察实验九　酵母菌形态的观察实验十　酵母菌子囊孢子
的观察实验十一　霉菌形态的观察实验十二　细菌、放线菌、酵母菌和霉菌的菌落观察与识别实验十
三　微生物大小的测定实验十四　培养基的制备实验十五　消毒与灭菌实验十六　从土壤中分离与纯
化微生物实验十七　微生物的培养特征实验十八　厌氧微生物的培养实验十九　菌种保藏实验二十　
显微镜直接计数法实验二十一　平板菌落计数法实验二十二　光电比浊计数法实验二十三　大肠杆菌
生长曲线的测定实验二十四　物理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实验二十五　化学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
响．实验二十六　生物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实验二十七　抗生素的效价测定实验二十八　用生长
谱法测定微生物的营养要求实验二十九　细菌鉴定中常用的生化反应实验三十　微生物的诱发突变实
验三十一　抗药性突变株的分离实验三十二　细菌质粒DNA的小量制备实验三十三　质粒DNA的转化
实验三十四　水的细菌学检查实验三十五　噬菌体的分离和纯化实验三十六　噬菌体效价的测定实验
三十七　凝集反应实验三十八　环状沉淀反应实验三十九　双向免疫扩散试验实验四十　乳中细菌的
检查附录附录一　染色液的配制附录二　培养基的配制附录三　常用试剂的配制附录四　常用消毒剂
的配制附录五　洗涤液的配制及细菌滤器的清洗方法附录六　教学常用菌种附录七　微生物实验必备
的器材及仪器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生物学第二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