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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是运用环境工程的手段和方法来加速和强化自然界中污染
物的循环、转化和降解，以充分发挥微生物降解、转化污染物的巨大潜力，实现环境工程的高效、稳
定和资源的再生利用，消除人类活动对环境所造成污染的一门学科。
它在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消除环境污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该课程要求学生要将理论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因此，大量的课程实验成为巩固和加深学生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与理解的必然要求。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是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监测等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实验课。
掌握必要的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技能对于理解和认识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相关理论，从事环境工程
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目前有关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课程的专用实验教材较少，而微生物技术在环境工程领域的地位
又日益突出，编者在环境工程微生物日常本科实验教学及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完成了对本教材的编写
。
本教材主要分为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基础知识、基础操作实验和综合实验三个部分，其中基础操作
实验与综合实验为实验部分，共包括26个实验。
　　由于编者理论与实践水平有限，本教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热忱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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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基础知识、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基础实验操作、环
境工程微生物学综合实验。
结合环境工程专业自身特点，本书力图实现学生在了解、掌握部分常用微生物实验基本操作的基础上
，重点通过相关综合设计实验来达到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目的。
同时，书中补充了大量实际操作图例，使得相关内容更易被理解、消化掌握，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和
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环境专业、生物专业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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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细菌 由于细胞小，故形成的菌落也较小、较薄、较透明，且有“细腻”感。
不同的细菌会产生不同的色素，因此常会出现五颜六色的菌落。
此外，有些细菌具有特殊的细胞结构，因此在菌落形态上也有所反映，如无鞭毛不能运动的细菌其菌
落外形较圆而凸起；有鞭毛能运动的细菌其菌落往往大而扁平，周缘不整齐，而运动能力特强的细菌
则出现更大、更扁平的菌落，其边缘从不规则、缺刻状直至出现迁移性的菌落，例如变形杆菌属的菌
种。
具有荚膜的细菌其菌落更黏稠、光滑、透明。
荚膜较厚的细菌其菌落甚至呈透明的水珠状。
有芽孢的细菌常因其折光率和其他原因而使菌落呈粗糙、不透明、多皱褶等特征。
细菌还常因分解含氮有机物而产生臭味，这也有助于菌落的识别。
　　（2）酵母菌 由于细胞较大（直径约比细菌约大10倍）且不能运动，故其菌落一般比细菌大、厚
而且透明度较差。
酵母菌产生色素较为单一，通常呈矿蜡色，少数为橙红色，个别为黑色。
但也有例外，如假丝酵母因形成藕节状的假菌丝，故细胞易向外围蔓延，造成菌落大而扁平和边缘不
整齐等特有形态。
酵母菌因普遍能发酵含碳有机物而产生醇类，故其菌落常伴有酒香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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