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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微生物学（第2版）》在汲取国内外众多优秀教材、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与环境工
程、市政工程等环境领域有关的微生物及其生命活动规律；从细胞、分子或种群等不同水平上研究环
境微生物的形态构造、生理代谢、遗传变异和生态分布等，并从微生物与物质循环的角度叙述了微生
物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还介绍了生物学新技术在环境微生物学领域的应用并含有与其配套
的环境微生物学实验。
本书内容全面，文字简明，概念清晰，书中各章节前均有&ldquo;学习重点&rdquo;，章节后附
有&ldquo;阅读建议&rdquo;以及&ldquo;本章小结&rdquo;和&ldquo;思考与实践&rdquo;，力求重点突出
，便于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
材，并可供从事环境领域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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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1 环境微生物学的研究内容环境微生物学研究与环境科学有关的微生物及其生命活
动规律，它是研究微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环境微生物学所针对的研究对象是在自然和人工环境中存在的微生物，其研究内容包括微生物的形态
、细胞结构及其功能，微生物的营养、能量和物质的代谢、生长、繁殖、遗传、变异等方面的基础知
识，也包括栖息在各种自然或人工环境中的微生物及其生态，饮用水的卫生细菌学，物质在自然界中
的循环和转化，环境对污染物质的净化，以及污染物的微生物处理和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等方面的原
理。
因此，环境微生物学是微生物学与环境科学的结合，属于边缘学科，也属于应用学科，既强调基础理
论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十分强调这些知识在生产实际中的应用。
环境微生物学的研究任务是利用微生物来解决人们面临的各类环境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有益的微生物资源为人类造福，同时要防止、控制和消除微生物可能对人类
造成的危害，化害为利。
如消灭病原微生物和利用有益微生物来处理环境中的各种有害物质。
虽然有害的微生物是少数，但它们对人类的危害却很大。
细菌、病毒、霉菌、变形虫等的某些种会引起人类的各种疾病，如肝炎、肠道传染病、伤风、感冒等
；黄曲霉会产生具有强烈致癌作用的黄曲霉素；在农业、畜牧业、林业上的病害，许多与微生物有关
。
在环境领域中，同样会由于微生物的活动造成对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危害，甚至危及人类本身的健康
，如硫细菌和铁细菌的活动会引起管道堵塞与锈蚀；微生物的活动使进入环境中的汞被甲基化，产生
毒性更大的甲基汞；在富营养化的水体中，由于一些藻类的活动所引起的湖泊“水华”和海洋“赤潮
”等。
当然，不能由此形成错误的认识，似乎所有的微生物都是有害的，其实不然。
事实上，除了少数有害微生物，更多的是有益微生物，它们给人类的生活、生产带来大量的好处，甚
至可以说我们已经离不开这些微生物。
自古以来，有益微生物就被人类广泛应用，如古代的酿酒工艺，制酱、醋，发面等，都是利用微生物
为人类服务的例子，到了近代，微生物被应用在发酵工业中生产乙醇、丙酮、各种有机酸、氨基酸、
抗生素，在医药、印染、石油、矿业等行业中，都有成功利用微生物的例子，在农业生产上，微生物
被用作农肥（如固氮菌肥，磷、钾细菌肥料等），用于植物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如苏云金杆菌作为杀
虫剂）等。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离不开微生物，如酸菜、酸牛奶的制作等，都需要在有益微生物的协助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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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微生物学(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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