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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学野外实习是生物学类各专业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环节。
由于绝大多数微生物体积微小、肉眼难以直接观察，因而各高校生物学野外实习通常不包括微生物学
野外实习。
然而，生物学野外实习不只是为了让学生熟悉和认识各种动植物及其野外识别和鉴定，它的一个主要
目的，就是要通过观察实习地点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特点，了解各种生物在该生态空间中的组成、分布
、特性、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需要增加微生物学的野外实习内容。
微生物是整个生态系统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自然界物质循环和环境治理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整个生物圈要获得繁荣昌盛的发展，其能量来源主要依赖于太阳，而其元素来源则主要依赖
于微生物所推动的物质循环。
但笔者也曾发现有同学对一些常见的微生物种类或由其引发的现象都不能辨识，这使我们感到微生物
学野外实习的开展势在必行。
其实大型真菌、地衣等微生物，在生物学野外实习中随处可见，但多数情况下由于时间和知识所限，
教师往往会忽略不讲。
我们常常说微生物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几乎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能够找到微生物，有动植物存在
的地方就有微生物存在。
而我们到了野外自然的生态环境中，为什么不能让学生看看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中微生物的真面目呢？
至于肉眼难以直接观察微生物的障碍，可以通过观察固体营养平板培养产生的菌落的办法加以克服。
我们课堂上会介绍环境因素影响微生物的存在、种群组成、个体数量等，若能利用野外实习机会，让
同学们亲手测定和比较一下野外（尤其森林、公园）洁净空气与城市空气中微生物的数量和组成的差
异，山泉水、人迹罕至的清洁水体与城市污染水体中的微生物数量和组成的差异，不同土壤类型和不
同植被类型的同一土壤的微生物数量和组成的差异，将极大地丰富同学们的感性认知。
已知各种功能性微生物资源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药、能源、食品、环保等领域，许多微生物
还是基因工程的载体，利用野外实习机会，安排学生从不同的生境条件下筛选功能性微生物，将有助
于增强学生未来挖掘微生物资源的实际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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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土壤微生物、水体微生物、空气微生物、植物体微生物、大型真菌、地衣以及功能
性微生物菌株的筛选。
本手册尽量从野外实习实际出发设计实习内容，设法将微观世界的微生物用宏观的方法来观察，注重
微生物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并将微生物学野外实习与大学生科研训练相结合，力
图为正在逐渐开展的微生物学野外实习提供一本适用的教材。
《天目山微生物学野外实习手册》虽取名为“天目山微生物学野外实习手册”，但野外实习内容和方
法仍适合于其他地区的微生物学野外实习作参考。
　　《天目山微生物学野外实习手册》适于用作普通高等学校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及相关专业微生物
学野外实习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参考使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目山微生物学野外实习手册>>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第一节 天目山自然环境简介第二节 微生物学野外实习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一、实习
目的二、实习要求三、注意事项第三节 微生物学野外实习的组织安排一、实习的组织二、实习时间的
选择三、实习的方式第四节 微生物学野外实习的准备工作一、实习器材二、培养基制备三、试剂配制
主要参考文献第二章 土壤微生物第一节 土壤环境特点第二节 土壤微生物的分布与组成一、土壤微生
物的分布二、土壤中微生物种群的组成第三节 土壤微生物实习目的和要求一、实习目的二、实习要求
第四节 土壤微生物样品的采集、分离和分析一、土壤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二、土壤微生物样品中微生物
的分离和计数主要参考文献第三章 水体微生物第一节 天目山水体环境特点一、水体生态环境及其对
水体微生物的影响二、水体微生物的检测三、天目山水体环境及水体微生物的分布、组成与特点第二
节 水体微生物实习目的和要求一、实习目的二、实习要求第三节 水体微生物样品的采集、处理、培
养与观察分析一、水体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二、水体微生物的活体观察（悬滴法）三、水体中细菌总数
的测定（平板菌落计数法）主要参考文献第四章 空气微生物第一节 天目山空气环境特点第二节 空气
微生物的来源、生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一、空气微生物来源二、空气微生物数量、种类和生态分布的
影响因素第三节 空气微生物实习目的和要求一、实习目的二、实习要求第四节 空气微生物样品的采
集、处理、培养与观察分析一、采样区域的选择二、空气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三、空气微生物的培养四
、菌落计数主要参考文献第五章 植物体微生物第一节 天目山植物分布特点一、天目山具有非常丰富
的植物资源二、天目山植物资源的地理分布状况第二节 天目山主要植物体微生物类群及其特点一、根
瘤菌二、菌根真菌三、内生真菌四、枯枝落叶层中微生物五、植物病原微生物第三节 植物体微生物实
习目的和要求一、实习目的二、实习要求第四节 植物体微生物样品的采集、处朗培养与观察分析一、
植物体微生物的采集二、植物体微生物样品的观察与鉴定三、实习报告主要参考文献第六章 大型真菌
第一节 大型真菌环境介绍第二节 天目山大型真菌的分布、组成和特点一、天目山大型真菌的组成与
特点二、天目山大型真菌的生态分布第三节 天目山大型真菌实习目的和要求一、实习目的二、实习要
求第四节 大型真菌标本的采集、处理与分析一、大型真菌标本的采集二、大型真菌标本的处理三、大
型真菌菌种的分离和培养四、大型真菌标本的鉴定五、大型真菌标本的保存第五节 常见大型真菌分类
和天目山主要大型真菌的简介一、大型真菌常见类群检索表二、天目山主要大型真菌特征简述主要参
考文献第七章 地衣第一节 地衣简介一、地衣的分布环境二、地衣的形态特征三、地衣的分类第二节 
天目山地衣的分布特点与生态环境第三节 天目山常见地衣介绍第四节 天目山地衣实习目的和要求第
五节 地衣标本的采集、制作与分类鉴定一、地衣标本的采集二、地衣标本的制作与分类鉴定主要参考
文献第八章 功能性微生物菌株的筛选第一节 功能性微生物及其应用一、微生物工业发酵产品二、农
业微生物制剂三、微生物药物四、微生物环境修复剂第二节 功能性微生物筛选的原理和方法一、功能
性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二、功能性微生物的富集培养三、功能性微生物的分离方法四、功能性微生物的
鉴别第三节 功能性微生物菌株筛选的实习目的和要求一、实习目的二、实习要求第四节 功能性微生
物样品的采集、分离与纯化一、含功能性微生物土壤样品的采集二、功能性微生物的分离与纯化三、
功能性微生物的鉴别四、功能性微生物菌株的进一步纯化、分析与鉴定主要参考文献附录l 微生物菌
种保藏附录2 细菌鉴定附录3 放线茵鉴定附录4 酵母菌鉴定附录5 霉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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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目山在区域地质上位于扬子准地台南缘钱塘凹陷褶皱带，山体古老，系下古生界地质构造活动
为始，继奥陶纪末褶皱断裂隆起成陆，燕山期火山运动渐成主体，为“江南古陆”一部分。
全山出露寒武系、奥陶系、侏罗系、第四系等地层。
流纹岩、流纹斑岩、溶结凝灰岩、沉凝灰岩、脉岩兼而有之，但以侏罗系中统黄尖组地层为主，为一
套灰-深灰-紫灰色的陆相火山岩。
地层厚度为2830-2910m，　　天目山土壤分有红壤、黄壤、棕黄壤和石灰土四类。
红壤分布在海拔600～800m以下山坡，有黄红壤、乌红壤及幼红壤3个亚类。
黄壤垂直分布下限在600-800m，上限在1100-200m，有黄壤、乌黄壤及幼黄壤3个亚类。
棕黄壤主要分布在海拔l200m以上的地带。
石灰土主要分布在青龙山、火焰山、朱陀岭、太子庵等局部地带，有黑色、红色及幼年石灰土3个亚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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