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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界中存在的微生物物种数量可能以数百万计，但以纯培养物得以分离并加以描述的仅有几千种。
造成这一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超过99％的所有环境微生物令人感到迷惑地无法在实验室中生长。
微生物不可培养性这一现象披认为是基础和应用微生物学领域的一个主要挑战，找到一种可以触及大
部分未培养微生物的方法可能会改变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许多方面。

Slava
S．Epstein教授编著的《未培养微生物(精)》描述了这一现象的发现、目前对未培养微生物生理和分子
本质的假设、最新“智取”未培养微生物的方法以及大多数未培养微生物在医学和生物技术的重要性
。
《未培养微生物(精)》揭示了未培养微生物的隐藏世界、它们无与伦比的多样性和巨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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