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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利用微生物已有几千年，利用微生物处理由人类产生的各类污染物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生
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日益重视，环境微生物学应运而生。
环境微生物学是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它主要以微生物
学的理论与技术为基础，研究有关环境现象、环境质量及环境问题，与其他学科如土壤微生物学、水
及污水处理微生物学、环境化学、环境地学、环境工程学等学科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为补充。
面对当今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环境微生物学作为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系统学科，承担着
艰巨的历史任务。
随着环境微生物学研究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得到扩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渗透也十分频繁，逐渐形成了一个横跨多学科、多方面的庞大的学科体系。
由于该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对当前环境微生物学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也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
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水平上，近几十年来，环境
微生物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均有长足的进展。
然而，目前就其研究方法尚缺乏一些较为系统的著作或教材，大部分的实验教材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均
有所偏重，或者基础性实验占比例过重。
目前较为先进的实验研究方法大多仍分散在不同的分支研究领域或其相应的著作和论文中，这给现代
环境微生物学科学研究和实验方法的教学带来了很多困难。
本书是一本关于环境微生物学实验与技术方法的综合性教材，编者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实验技术与方
法的基础上，汲取众家之长，同时增补了多年科研中的实践经验，突出综合、系统、先进等特点。
因此，所选择的内容注重基础性和实用性，目的是使读者掌握环境微生物相关实验的基本技能，在此
基础上，还增加了与科研有关的研究性实验。
全书共分四部分，包括基础微生物实验部分、微生物生态学实验部分、环境微生物监测与评价实验部
分、污染物微生物处理与资源化实验部分。
在基础实验中，突出了基础微生物实验的特点，首先学会制作培养基和消毒灭菌，然后逐渐掌握培养
、分离、纯化、观察和检测微生物的基本技能，如各类微生物的形态观察，微生物大小的测定、计数
、生理生化测定和鉴定等；在微生物生态学实验部分，集中介绍了微生物培养技术、土壤微生物生物
量的测定技术、土壤酶活性的测定方法、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其多样性的研究方法等；在环境微生物监
测与评价实验部分，介绍了土壤、水体、空气中微生物的监测方法，微生物毒理学监测方法，另外还
增加了微生物基因和功能基因组的监测实验方法，如PCR、PLFA、PCR-DGGE等方面的实验原理与实
验技术；在污染物微生物处理与资源化实验部分，介绍了废水处理中微生物的测定、废水处理中活性
污泥的培养与驯化、微生物对有机物降解性能的研究等。
为进一步巩固提高读者科学研究的技能和水平，对每个实验的内容，都力求较详细地介绍每种方法的
技术特点和基本操作要求，涉及了注意事项、问题和思考题等项目，以提示读者要特别注意的操作步
骤和注意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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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方法与技术》系统地介绍了环境微生物实验研究中所涉及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内容注重基础性和实用性。
全书分四部分共十六章，包括基础微生物实验部分、微生物生态学实验部分、环境微生物监测与评价
实验部分、污染物微生物处理与资源化实验部分。
基础微生物实验部分介绍了显微技术、微生物制片和染色技术、培养基制作和消毒灭菌、微生物接种
和培养技术及分离和鉴定技术、菌种保藏技术等；微生物生态学实验部分介绍了环境因素对微生物生
长与死亡的影响、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测定技术、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其多样性的研究方法等；环境微
生物监测与评价实验部分介绍了土壤、水体、空气中微生物的监测方法，微生物毒理学监测方法等；
污染物微生物处理与资源化实验部分介绍了废水处理中微生物的测定、废水处理中活性污泥的培养与
驯化、微生物对有机物降解性能的研究、固体废物处理及废物的资源化方法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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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方法与技术》是从事环境微生物教学、科研及工程人员的必备参考用书，也可作
为高等院校生物、环境等相关专业的微生物实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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