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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ldquo;环境工程微生物学&rdquo;是环境类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讲述
环境污染与治理中微生物的作用及原理。
该课程为污废水生物处理、大气污染物生物净化、土壤生物修复、固体有机废物生物处理工程的学习
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另外还涉及微污染水体的生物净化、饮用水卫生细菌学检验和消毒等水质净化
的内容。
　　本教材由三所院校近十多年来一直给环境工程和市政工程专业讲述这门课程和&ldquo;水处理微生
物学&rdquo;课程的教学经验丰富的七位教师联合编著而成，凝聚了他们在长期教学中总结的宝贵经验
和个人心得。
在编写中充分考虑到目前多数院校专业基础课程学时短的特点，对教材内容进行了精心筛选和编排，
使之能更好地适应于本科和相关院校的教学使用。
　　全书内容全面、深入浅出、简明易懂，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并注意保证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
基本操作技能的掌握和训练。
在本书编写中，考虑到使用对象多为工科专业背景，在介绍基本微生物学知识作为入门基础的同时，
着重瞄准微生物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特别注重将基本知识和实践应用相结合，讲述其在实践中的作
用。
书中内容既可以满足初学者要求，也可以作为有一定微生物学知识的非工程技术人员学习用。
本书适宜作为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环境监测和环境科学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环境保护的科技
人员参考。
　　参加本教材编写工作的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工程教研室的袁林江教授(第1章、第6、第7章)和
南亚萍讲师(第2章、第3章)、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市政工程教研室的苏俊峰副教授(第4章、第10章、第14
章)和刘永军教授(第5章、第12章)，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陈爱侠教授(第8章、第9章)和赵庆
副教授(第11章)，以及西安科技大学地质与环境学院的讲师韩玮(第15章)，全书由袁林江教授主编和统
稿。
　　在编写过程中，听取了部分有关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关心和支持，同时本书从
立项到顺利出版离不开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热忱帮助和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参
考了相关教材和书籍，这些出版物对本书的成稿裨益良多，在此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
平和时间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编著者　　2011年8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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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第1～7章介绍微生物基础知识，包括环境污染与生物治理工程中涉及的主要微生物类型（即原核微生
物、真核微生物和病毒）的个体形态与结构，微生物的营养、生理生化、生长繁殖、遗传变异和环境
因素的影响；第8～14章主要描述微生物在环境污染与生物治理中的作用；第15章介绍环境工程微生物
学实验方法。

　　本书适宜作为高等院校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环境监测和环境科学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环
境保护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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