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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专业基础课精讲精练·给水排水专业》是按照2003年5月开始实行
的《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制度总体框架实
施规划》的规定，以《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基础考试大纲》的专业基
础部分为依据，组织富有教学经验的相关教师编写的。
　　本书的内容包含水文学和水文地质、水处理微生物学、水力学、水泵及水泵站、水分析化学和工
程测量六门课程。
大纲中要求的职业法规部分，可参照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标准文件，未包含在本书中。
本书章次及参加编写的人员如下：　　第1章水文学和水文地质 侯立柱、张思聪　　第2章水处理微生
物学 曹亚莉　　第3章水力学 王文海　　第4章水泵及水泵站 冯萃敏　　第5章水分析化学 岳冠华　　
第6章工程测量 陆立　　本书在2009年版的基础上，参考考试真题，对大纲要求的内容进行了高度的
提炼和归纳，精选典型习题及模拟试题并附有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注重精确、精炼和高效，以便于
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多门课程进行复习。
　　本书可作为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基础考试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给水
排水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教师和学生的参考用书。
　　感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对本书编写工作的支持！
　　感谢金宏、霍锡钰、王斌、杨流芳、何昱、龙莹洁、张艳秋、黄华、李劲草、杨举、李莹等人对
本书编写工作提供的帮助。
　　感谢广大读者对本书的长期关注和支持！
感谢热心读者对本书修改提出的建议！
　　恳请广大读者继续关注和支持本书，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完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专>>

内容概要

本书紧扣最新专业基础部分考试大纲，由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等高校富有教学和实践经验的相关教师编
写，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本书包括水文学和水文地质、水处理微生物学、水力学、水泵及水泵站、水分析化学和工程测量六部
分内容，并附有考试大纲、复习题和解题指导，以提高考生复习备考的效率。
本书可作为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专业基础考试的复习资料，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给水排水工程
及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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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特殊结构　　并非所有的细菌所共有的构造，而是某些细菌或细菌的某个生理时期特有的结构
，称为细菌的特殊构造。
常见的包括荚膜、鞭毛、菌毛、芽孢等。
　　（1）荚膜。
荚膜是某些细菌位于细胞壁外的一层黏液物质，比较薄时称黏液层，较厚时称荚膜。
主要组成成分为多糖，含水率高达90％一98％。
当营养缺乏时，荚膜可被作为碳源和能源物质利用。
　　许多细菌的荚膜物质融合成团块，内含很多细菌，称其为菌胶团。
菌胶团是污水处理中，细菌的主要存在形式，在废水处理中具有重要意义：①可以防止细菌被动物吞
噬；②可以增强细菌对不良环境的抵抗，如干旱等；③菌胶团具有指示作用：新生的菌胶团，具有良
好的废水处理性能，主要表现在其结构紧密，吸附和分解有机物的能力强，具有良好的沉降性。
老化的菌胶团，结构松散，吸附和分解有机物能力差，沉降性差。
颜色上，新生的菌胶团颜色浅、甚至无色透明，老化的菌胶团颜色较深。
　　（2）芽孢。
当环境不利时，有些细菌的细胞质和核质浓缩，形成圆形或椭圆形的休眠体，称为芽孢。
芽孢只是一个休眠体，条件适宜时可以长成新的营养体。
芽孢的特点：壁厚而致密；含水分少；不易透水；含耐热物质（2，6-吡啶二羧酸或称DPA）和耐热性
酶，因此具有耐热性。
故生有芽孢的细菌必需加热120一140℃以上才能彻底杀灭。
上述特点决定了芽孢代谢活动极弱且耐热、耐干旱等不良环境的特性。
芽孢是休眠体，而非繁殖体。
　　（3）鞭毛。
鞭毛是某些细菌从细胞质内伸出到菌体外的细长弯曲的蛋白丝状物。
主要成分是蛋白质。
它是细菌的运动器官，执行运动功能。
鞭毛的着生位置有端生和周生两种情况。
　　（4）菌毛。
又称纤毛，鞭毛，是某些细菌体上具有比鞭毛细、短而直的丝状物。
菌毛根据其功能又可分为普通菌毛和性菌毛，前者数量多，可达数百根，与细菌粘附有关，是细菌的
致病因素之一；后者比前者稍长而粗，数量少（1-4根），为中空管状物，细菌间发生接合过程中，可
传递质粒基因，与细菌的遗传有关。
　　2.1.3细菌的生长繁殖和命名　　1.生长繁殖和菌落特征　细菌的主要繁殖方式属于直接分裂或叫
做二分裂，即菌体一分为二的繁殖方式，非常简单。
　　把单个或少量细菌（微生物）接种到固体培养基中，其经过迅速生长繁殖，很多菌体聚集在一起
形成肉眼可见的细菌（微生物）群落，称作菌落。
不同种的细菌菌落特征是不同的，包括其大小、形态、光泽、颜色、硬度、透明度等。
菌落特征是分类、鉴定细菌的依据之一。
主要从三方面看菌落的特征：　　（1）菌落表面的特征。
光滑还是粗糙，干燥还是湿润等。
　　（2）菌落的边缘特征。
有圆形，边缘整齐，呈锯齿状，花瓣状等。
　　（3）纵剖面的特征。
有平坦、扁平、隆起、凸起、草帽状等。
如枯草芽孢杆菌不具荚膜，它的菌落为表面干燥、皱褶、平坦的菌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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