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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视觉天下·百科知识丛书》编委会编著的《显微镜下的生命——徽生物》一书为你详细介绍了这些
在显微镜下才能发现的“聪明而智慧”的微小生物。
从介绍地球上最早的居民开始，逐步带你去了解微生物是怎样生存至今的？
徽生物与人体的健康，与人们的生活有哪些利害关系？
微生物的存在又对地球这颗蓝色星球起到了什么作用？
微生物能为我们的未来作出什么贡献呢？
让人讨厌的细菌、病毒又是什幺样的呢？
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是怎样努力为我们开启了了解微生物世界的大门？
《显微镜下的生命——徽生物》中的每一节都附带了与文中内容相关的知识链接和拓展阅读，将激发
你的阅读兴趣，丰富你的课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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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球上最早的“居民”　　微生物虽小，但它们和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
有些对人类有益，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有些对人类有害，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威胁；有的虽
然和人类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在生物圈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具有关键作用。
地球上最微小的生命　　到目前为止，绿色的地球是唯一为人类所认知的一块生命的栖息地。
在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中，与人类相依相存的是另一个缤纷多彩的生命世界。
在这个目前对人类而言仍有太多未知的生命世界里，除了我们熟知的动物、植物，还有一个神秘的群
体。
它们太微小了，以至用肉眼看不见或看不清楚，它们的名字叫微生物。
　　微生物是地球上最早的“居民”，第一个单细胞“居民”出现在35亿年前。
假如把地球演化到今天的历史浓缩成为一天。
地球诞生是24小时中的零点，那么，地球的首批居民——厌氧性异养细菌在早晨7点钟降生；午后13点
左右，出现了好氧性异养细菌；鱼和陆生植物产生于晚上22点；而人类在这一天的最后一分钟才出现
。
无所不吃　　微生物所以能在地球上最早出现，又延续至今，这与它们特有的食量大、食谱广、繁殖
快和抗性高等有关。
个儿越小，“胃口”越大，这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
微生物的结构非常简单，一个细胞或是分化成简单的一群细胞，就是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生物体，承
担了生命活动的全部功能。
它们个儿虽小，但整个体表都具有吸收营养物质的机能，这就使它们的“胃口”变得分外庞大。
如果将一个细菌在一小时内消耗的糖分换算成一个人要吃的粮食，那么，够这个人吃500年。
微生物不仅食量大，而且无所不“吃”。
地球上已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它们都贪吃不厌，就连化学家合成的最新复杂的有机分子，也都难逃
微生物之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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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界，人们习惯通过肉眼直接观察生物之美，然而，有一种生物存在却是人们无法直观用肉眼
观察的，它们就是微生物。
　　微生物的世界会是怎样的精彩？
细腻的文字、震撼的图片带你走进微生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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