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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生物学相关专业编写的教材。
全书共分十三章，分别介绍了微生物的特点、微生物学的发展历程、几大类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微生
物的营养和培养基、微生物的代谢和发酵、微生物的生长及其控制、微生物的遗传变异、传染与免疫
、微生物的生态及微生物的分类和鉴定。
内容体系上力求讲清概念、理清思路、阐述规律、联系应甲、增强教材适用性。
　　本书每章后配有本章小结、思考题及相关的阅读材料，供读者学习使用。
　　本书可供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和专科教学作为教材使用，亦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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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內容与分科1.3.1　微生物学的研究内容1.3.2　微生物学的分科1.4　微生物学与生物工程学的关系本
章小结思考题第2章　微生物学的发展历程2.1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微生物学的贡献2.2　微生物的发
现2.3　微生物学发展的黄金时期2.3.1　巴斯德、科赫在微生物学发展中的贡献2.3.2　其他科学家对科
学成果的扩展2.4　微生物学与现代生物技术的融合本章小结思考题第3章　原核微生物3.1　细菌3.1.1
　细菌的大小、形态3.1.2　细菌的细胞结构3.1.3　细菌的繁殖3.1.4　细菌的培养特征3.2　放线菌3.2.1
　放线菌的形态结构3.2.2　放线菌的繁殖3.2.3　放线菌的培养特征3.2.4　放线菌与人类的关系3.2.5　
几种放线菌3.3　蓝细菌3.3.1　蓝细菌的形态3.3.2　蓝细菌的重要特点3.4　其他原核微生物简介3.4.1　
支原体3.4.2　衣原体3.4.3　立克次氏体3.4.4　螺旋体3.5　古细菌3.5.1　古细菌在分类学上的地位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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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5.2.1　病毒的形态、大小5.2.2　病毒粒子的结构5.2.3　病毒的化学组成5.3　病毒的增殖5.3.1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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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种类本章小结阅读材料：固体培养基和培养皿的来历思考题第7章　微生物的代谢7.1　微生物的
能量代谢7.1.1　化能异养微生物的生物氧化和产能7.1.2　化能自养微生物的生物氧化和产能7.1.3　光
能微生物的产能代谢7.1.4　微生物的能量消耗7.2　微生物的分解代谢7.2.1　糖的分解7.2.2　含氮有机
物的分解7.2.3　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7.3　微生物特有的合成代谢7.3.1　肽聚糖的生物合成7.3.2　CO2
的固定7.3.3　微生物的固氮作用7.3.4　次级代谢与次级代谢产物7.4　微生物代谢调节及其应用7.4.1　
酶合成调节7.4.2　酶活性调节7.4.3　代谢调节的应用本章小结阅读材料：固氮酶思考题第8章　微生物
的生长8.1　微生物的个体生长8.1.1　细胞壁与质膜的延伸8.1.2　DNA的复制8.1.3　细菌的分裂与调
节8.2　微生物群体的生长8.2.1　分批培养8.2.2　连续培养8.2.3　同步培养8.2.4　丝状真菌的生长规
律8.3　微生物生长的测定方法8.3.1　细胞数量的测定8.3.2　细胞生物量的测定8.4　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因素8.4.1　温度8.4.2　水分及其可给性8.4.3　氧8.4.4　辐射本章小结思考题第9章　微生物的控制与菌
种保藏9.1　消毒与灭菌9.1.1　基本概念9.1.2　常用的消毒方法9.1.3　常用的灭菌方法9.1.4　影响灭菌
与消毒的因素9.2　菌种保藏9.2.1　菌种的退化与复壮9.2.2　菌种保藏的目的9.2.3　菌种保藏的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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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在自然界物质循环中的作用12.4.1　微生物在碳素循环中的作用12.4.2　微生物在氮素循环中的作
用12.4.3　微生物在硫素循环中的作用12.4.4　微生物在磷素循环中的作用12.5　微生物与环境保护本章
小结阅读材料：有趣的赤潮思考题第13章　微生物的分类鉴定13.1　概述13.2　微生物的分类原
则13.2.1　种以上的系统分类单元13.2.2　种以下的分类单元13.2.3　分类单元的命名原则13.3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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