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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适应以院（系）招生，按学科大类构建共同的学科基础知识和能力平台，实施通识教育基础
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和多种学科复合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而编写的，突出了微生物学在工程领域的应
用，内容包括绪论、原核微生物、真核微生物、病毒、微生物的营养、微生物的代谢、微生物的生长
、微生物的遗传变异与育种、微生物生态与环境生物技术、免疫与免疫技术。
本书可作为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制药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本科专业的通用教材
，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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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微生物的概念与特点　　1.1.1　微生物的概念　　微生物（microorganism
，microbe）一词并非生物分类学上的专门名词，而是一类个体微小、结构简单、肉眼不可见或看不清
楚的微小生物的统称。
微生物通常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原生动物和某些藻类，它们的大小和细胞特征。
　　微生物的个体非常微小，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如许多真菌子实体、蘑菇等肉眼可见。
相同的，某些藻类能生长至几米长。
一般来说，微生物可以认为是结构相当简单的生物，大多数的细菌、原生动物、某些藻类和真菌是单
细胞的微生物，即使为多细胞的微生物，其细胞类型也较少。
病毒甚至没有细胞结构，只有蛋白质外壳和蛋白质外壳包裹着的遗传物质，且不能独立生活。
　　1.1.2　微生物的特点　　微生物虽然个体微小、结构简单，但它们具有与高等生物相同的基本生
物学特性。
微生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繁殖快、代谢能力强，是自然界中其他任何生物不可比拟的，而且
这些特性归根结底是与微生物体积小、结构简单有关。
　　1.1.2.1　代谢能力强　　我们知道，物体的体积越小，其比面值（surface to volume ratio）K（K＝
表面积／体积）就越大。
例如鸡蛋、豌豆和原生动物（直径150μm）的比面值K分别约为1.5、6和400。
由于微生物的个体极其微小，因而其比面值极大。
例如一个直径为1μm的球菌，其比面值K竟达到60000。
因而，微生物能与环境之间迅速进行物质交换，吸收营养和排泄废物，而且有最大的代谢速率。
从单位质量来看，微生物的代谢强度比高等生物大几千倍到几万倍，例如：发酵乳糖的细菌在1h内可
分解其自重1000～10000倍的乳糖；产朊假丝酵母（Candida utilis）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比大豆强100倍，
比食用公牛强10万倍；1kg的酵母菌在1d之内可使几吨糖全部转化为乙醇和二氧化碳；一接种环的谷氨
酸生产菌，经2 d的扩大培养和发酵就能将8×103kg糖和2×103kg尿素转化为3×103kg菌体和4×103kg谷
氨酸。
可见，微生物细胞确实是一个生产效率极高的“活的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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