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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职高专环境类教材，具体可作为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和给排水工程专业的教学用书或环境保
护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内容包括绪论、环境中微生物的主要类群、微生物的生理、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与遗传变异、微
生物的生态、环境中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与预防、微生物对物质的降解与转化机制、微生物在环
境污染治理中的作用、环境微生物新技术及其应用、水的卫生细菌学检验和职业岗位技能操作实训任
务。
教材中充分考虑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适当增加了职业岗位所需知识和岗位技能操作训练的
比重，以突出岗位职业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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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微生物概述　　一、微生物的分类　　二、微生物的特点　　三、微生物与动
植物及人类的关系　第二节 环境微生物学的基本内容与任务　　一、自然环境中微生物的研究　　二
、微生物对环境污染物的降解和转化　　三、利用微生物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　　四、微生物在环境
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第三节 环境生物技术的发展　　一、固定化酶和固定化细胞技术处理废水　　二
、废气污染的控制与处理　　三、固体废弃物的处理　　四、环境生物修复　　五、微生物与清洁生
产　　六、生物技术产品第二章 环境中微生物的主要类群　第一节 原核微生物　　一、细菌　　二
、放线菌　　三、蓝细菌　　四、其他原核微生物　第二节 真核微生物　　一、真菌　　二、微型藻
类　　三、原生动物　　四、微型后生动物　第三节 非细胞型微生物　　一、病毒　　二、亚病毒　
　三、影响病毒在环境中存活的因素第三章 微生物的生理　第一节 微生物的酶　　一、酶的生物学
意义及化学本质　　二、酶的催化特性　　三、酶的组成与结构　　四、酶的分类和命名　　五、影
响酶活性的因素　　六、酶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第二节 微生物的营养　　一、微生物细胞的化
学组成　　二、微生物的营养物质　　三、微生物的营养类型　　四、微生物的培养基　第三节 营养
物质的跨膜运输　　一、单纯扩散　　二、促进扩散　　三、主动运输　　四、基团转位　第四节 微
生物的代谢　　一、代谢的基本概念　　二、微生物的产能代谢　　三、微生物对有机物质的分解代
谢第四章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与遗传变异　第一节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一、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概念
　　二、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测定方法　第二节 微生物的群体生长规律　　一、微生物生长曲线　　二
、生长曲线对污水生物处理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 环境因子对微生物的影响　　一、几个基本概念　　
二、环境因子对微生物的影响　第四节 微生物的遗传与变异　　一、遗传与变异的物质基础　　二、
微生物的变异　第五节 菌种的保藏、退化及复壮　　一、微生物菌种保藏　　二、菌种的退化　　三
、退化菌种的复壮第五章 微生物的生态第六章 环境中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与预防第七章 微生物
对污染物的降解与转化机制第八章 微生物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作用第九章 环境微生物新技术及其应
用第十章 水的卫生细菌学检验环境微生物学岗位技能实训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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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本章要点】　　介绍了微生物的概念、分类、特点，环境微生物学的基本内容
与任务，环境生物技术的发展，以及微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
通过学习了解环境微生物学的基本知识，掌握微生物的概念与特点，明确环境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及
其任务，充分认识环境微生物学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微生物概述　　微生物（microorganism）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肉眼看不见的、必须在电
子显微镜或光学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的微小生物的统称。
按细胞结构的有或无，分为非细胞结构微生物（如病毒）和细胞结构微生物；按细胞核膜、细胞器和
有丝分裂的有或无，可分为原核微生物、真核微生物。
不同微生物分属不同生物类群，在自然界具有不同的作用。
　　一、微生物的分类　　（一）微生物的主要类群及分类地位　　微生物的类群十分庞杂，既包括
单细胞结构的细菌、放线菌、力克次体、衣原体、支原体等原核生物和无细胞结构的病毒，也包括酵
母菌、霉菌等真菌，还有单细胞藻类、原生动物和低等的后生动物等。
　　在生物学发展史上，依据生物细胞有无细胞壁、主动能力以及合成各种细胞物质的能力等，曾将
所有生物划分为动物界和植物界两大类，即两界生物分类系统。
微生物中的一些类群，如原生动物，不含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无细胞壁且可运动，被归于动
物界；而像蓝藻，尽管是原核的单细胞生物，由于含有光合色素，能进行光合作用，且具细胞壁结构
，因此被归于植物界。
对于有些微生物种类，就很难对其进行分类和定位。
例如，绿眼虫，由于具有叶绿体和细胞壁结构，可进行光合作用，被植物学家列为植物界生物；而动
物学家则依据其具有鞭毛、可运动、生有眼点使运动具有方向性等特点，将其列于动物界。
由此可见，将生物仅仅划分为动物界和植物界是不太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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