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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微生物是地球上出现最早、种类最多、活性最强的群体，与其他生物关系极其密切。
动植物要依赖微生物进行食物和营养的消化、吸收和供应。
与动植物相比，微生物种类多，能够适应多种环境条件，能够利用多种物质，包括动植物不能利用
的N2、人和动物不能利用的CO2，以及几乎所有的有机废弃物，其生长繁殖快，合成蛋白质、氨基酸
、维生素、各种酶等的能力比动物、植物高上百倍。
　　微生物因其特点，有着广阔的应用范围。
农业上，在依靠水土为中心的传统农业将接近或达到承载能力临界状态的当今，新的出路将是&ldquo;
白色农业&rdquo;或&ldquo;微生物农业&rdquo;，即是利用微生物资源，创建以微生物产业为中心的新
型工业化农业；还可用微生物生产食品如食用菌、单细胞蛋白；用微生物生产肥料如菌肥、沼肥；用
微生物生产生物农药；用微生物生产能源如秸秆乙醇、沼气等。
另外，微生物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可生产抗生素、氨基酸、核苷酸、有机酸、发酵食品、能源、基因
工程药物、疫苗及抗体产品等，从多领域造福人类。
然而，有少数微生物是病原，时刻威胁着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和生存，正如恩师喻子牛教授所
说&ldquo;最微小的生命，最悠久的历史，最巨大的贡献，最猖獗的危害。
&rdquo;因此，学习和掌握微生物学的知识和技术，对高等院校生物类各专业如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和植物科技等，以及植物生产类各专业如农学、植保、园艺、资环等，工程类各专业如食品
工程、环境工程、能源工程等，都是非常必要的，是这些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同时，微生物学一直是生命科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微生物由于简单而又具有完整的生命活动成为了生物学研究的模式生物。
近年来，微生物在遗传学、生理学、基因工程、代谢工程、发酵工程、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方面
的突破和进步，深刻影响了生物学各个领域的发展。
因此，在微生物学教科书中能够及时反映这些最新成就，让初学者在学习微生物学基础知识的同时，
为他们从更高、更新的角度来认识微生物的本质和规律，激发其强烈、持久的学习、探索微生物的兴
趣和发自心灵深处的动力源泉，是非常必要的。
为此，本书在各章的开首和文中均用box形式，以简短、有趣的语言介绍与正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相关的轶闻趣事、最新科研动态及其在科研、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等。
　　本书的付梓问世，仰赖各位编者和出版社友仁的学识和辛勤劳动。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邱立友教授（第一章），徐淑霞博士（第二章），张世敏博士（第三章），张勇
法博士（第四章、第九章），吴小平教授（第五章），王风芹博士（第六章），王明道博士（第七章
），戚元成博士（第八章），李自刚博士（第十章），潘志明博士（第十一章），刘新育博士（第十
二章），李小六教授（附录）。
吴小平、徐淑霞、李自刚和王风芹对初稿进行了审读，全书由邱立友和王明道统稿。
　　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同仁的著作和论文，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邱立友　　2011年10月于郑州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生物学>>

内容概要

　　微生物学是研究微生物的生命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
本书系统介绍了微生物的形态构造、细胞结构、生理代谢、遗传发育、生态环境、分类进化以及微生
物在农业、工业、医药、能源和环境等领域的应用等。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突出教材的系统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精简内容，尽可能减少与其他课程如生物
化学和遗传学等的内容重复．将基础知识与学科发展前沿相结合，理论与科研生产实践、社会生活实
际相结合。

　　本书可用作普通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微生物领域的科研、生产、技术
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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