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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十年来，微生物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也带动了动物微生物学的高速发展，新理论、新技
术、新方法、新成果层出不穷。
因此，动物微生物学教材也要及时反映动物微生物学的发展和最新成果。
特别是在国务院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部加强高职高专教育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
才的要求和推动下，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学改革工作如火如荼，为配合畜牧兽医类专业课程改革的需要
，编写《动物微生物与免疫》这本基础应用性教材就非常有必要。
为此，在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动物生产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的指导下，我们联合14所高职高专院
校的骨干教师编写了本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体现以下几个指导思想。
　　1.强调动物微生物学基础知识的同时重点突出了应用性及新颖性这主要表现在：①重点突出实际
应用。
结合教学和生产实际，以及编者的实践结果和科研成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
机结合。
教材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实际应用技术和对动物有益微生物的利用及发展趋势，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激发学生思考如何进一步发挥有益微生物的作用，也扩大了本书的读者群体。
②突出新颖性，使学生了解学科发展前沿，拉近学生与现代科学发展的距离。
首先体现在教材的中心部分，即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技能编入了新的内容，使其与现代化微生物学
科的发展息息相通，这是教材的主题。
其次，让基础内容与学科发展的前沿相接（重要病原体的回顾与展望）使学生了解本学科当前发展的
趋势及研究的热点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求知欲。
③内容的取舍和编排上突出重点。
书中摒弃了陈旧的、指导意义不大的内容和实例；并在吸取其他教材长处的同时，努力对《动物微生
物与免疫》新编教材的编写方式进行革新尝试，进一步注重章节之间的有机衔接；书中采用简明图表
形式总结篇章知识，便于学生理解知识、融会贯通。
　　2.注重启发性，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每章节里面有精心安排的启发性、思考性的内容，尽量使
学生多向思维，把知识学活，触类旁通，勇于创新。
　　3.增强教材内容可读性和适用性　　每章前设置有学习目标和技能目标，以利于任课老师明确教
学任务；每章后有小结、复习题，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教材内容，启发学生思考；正文中的&ldquo;
小知识&rdquo;等补充内容可开拓学生视野，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书后附有参考文献、&ldquo;动物
常见病原菌主要特性鉴别表&rdquo;、&ldquo;常用培养基&rdquo;、&ldquo;常用试剂和试液配
制&rdquo;、&ldquo;微生物学常用缩写&rdquo;，方便读者查阅。
　　在上述编写思想的指导下，本书共分成四篇15章，以及18个实验实训项目。
本书由18位来自全国教学一线的骨干教师编写而成，全书由欧阳素贞、曹晶负责统稿，并对相关章节
进行了修改。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张洪亮等人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借出版之际，一并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编写在某些方面是一次改革尝试，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篇幅和时间所限，书中不妥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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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细菌、病毒等八大类微生物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论述了微生物在生命活动过程中的基本
规律。
其主要内容包括: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遗传变异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动物相关的病原微
生物的致病作用、实验室诊断和免疫防治方法，以及有益微生物的开发与利用等。
本书结合动物微生物应用性、针对性的特点，融入了学科新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
为方便读者学习，本书每章设有学习目标与技能目标、小结和复习题，并提供了“动物常见病原菌主
要特性鉴别表”、“常用培养基”、“常用试剂和试液配制”、“微生物学常用缩写”等查阅资料。
     本教材可作为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师生的教材，也可供畜牧兽医工作者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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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微生物概论　　第一章 细菌　　第三节 细菌的人工培养　　用人工的培养条件使细菌生
长繁殖的方法，叫做细菌的人工培养。
细菌的人工培养可以进行细菌的鉴定和进一步的利用，是微生物学研究和应用中十分重要的手段。
　　一、培养基的概念　　把细菌生长繁殖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合理地配合在一起，制成的营养基
质称为培养基。
培养基可根据需要自行配制，也可用商品化的培养基。
培养基的主要用途是促进细菌的生长繁殖，可用于细菌的分离、纯化、鉴定、保存以及细菌制品的制
造等。
　　二、制备培养基的基本要求　　制备培养基的基本程序：　　配料-溶化-测定及矫正pH-过滤-分
装-灭菌-无菌检验-备用（详细内容见实验四）　　尽管细菌的种类繁多，所需培养基的种类也很多，
但制备各种培养基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具体如下。
　　（1）选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制备的培养基必须含有细菌生长繁殖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如水、
含碳化合物、蛋白胨、无机盐类等。
所用化学药品应为化学纯的。
　　（2）调整pH培养基的pH值应在细菌生长繁殖所需的范围内。
多数病原菌最适pH值为7.2～7.6。
　　（3）培养基应均质透明均质透明的培养基便于观察细菌生长性状及生命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变化
。
　　（4）不含抑菌物质制备培养基所用容器不应含有抑菌和杀菌物质，所用容器应洁净，无洗涤剂
残留，最好不用铁制或铜制容器；所用的水应是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5）灭菌处理培养基制成后及盛培养基的玻璃器皿必须彻底灭菌，避免杂菌污染，以获得纯的
目标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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