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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生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界绝大多数物质的转化者和分解者，在物质转化分解
、循环和能量代谢流动等方面，尤其在环境中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降解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出现，污染频率加大，造成的危害愈来
愈严重。
尤其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3大要素土、水、气污染的加剧，导致了农产品安全降低、人畜健康受
到严重威胁，正如奥地利学者W.M.Stigliani（1991）指出的那样，土壤中农药的污染和残留犹如“化学
定时炸弹”，如不及时进行治理，后果将会如美国作家R·卡逊女士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中描述
的那样悲惨，可见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为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如
美国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投入了上百亿美元进行土壤修复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微生物认识研究的不断深人，环境微生物学的重要性和优越性
日益凸现，对其研究也日益深入、广泛。
　　本教材是在吸取了环境微生物学及环境工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编写而成，全书共分3篇
。
第1篇为微生物的基础知识，介绍环境中的微生物类群、微生物的营养、生长和遗传以及微生物生态
与含碳、氮、磷、硫等物质转化的关系；第2篇为微生物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作用，该部分在阐述微
生物对环境中有机污染物转化降解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微生物在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及土壤污
染的生物治理原理、方法和技术等，并简要介绍了废弃物的处理及资源化、环境污染的生物监测以及
土壤污染治理及环境监测中的应用，以及微生物学新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等内容；第3篇为实验
，包括普通微生物学和环境微生物学部分，使学生学会微生物学的基本操作和环境中微生物的监测技
术。
　　《环境微生物学》由全国6所农林高等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西农业大学、西南农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从事环境微生物学教学科研的教师共同编写而成，
主编和文祥、洪坚平，副主编陈强、赵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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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在吸取了环境微生物学及环境工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编写而成，全书共分3篇：第1
篇为微生物的基础知识；第2篇为微生物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作用；第3篇为实验，包括普通微生物学
和环境微生物学部分。

本教材适合农林高等院校、理工科大学及其他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及相近专业(环
境科学专业、给排水专业等)的教师、学生作为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使用，也可作为其他从事环境保护的
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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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 环境微生物　　环境微生物是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从生物学的定义出发，环境微生物不是
一个类群，实际上是跨界的微生物的集群。
除非细胞生物病毒外，原核生物、真核生物以及一些低等的微型植物都可以是环境微生物。
　　微生物是一些肉眼无法看到的个体微小、形态结构简单的生物，它包括原核生物（细菌、古细菌
、放线菌、立克次氏体、支原体、衣原体）、真核生物（原生动物、真菌、藻类）、非细胞生物噬菌
体、病毒。
　　尽管环境中的微生物在形态、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但具有共性：①个体小：大多数微生
物以微米（μm）或纳米（nm）来量度其大小；②种类多：据估计，细菌（含放线菌）约有4万种，
已知种仅占总数的12％，已发现真菌有69000种，已知种占真菌总数的5％；③繁殖快：在适宜的条件
下，微生物繁殖的速度要比动、植物快上千倍或上万倍，例如大肠杆菌，适宜条件下繁殖一代所需要
的时间为20 rain，经24h，1个细胞的后代为4.722×1021个，重量可达4.722×105kg，因此环境中的微生
物数量巨大；④分布广：微生物细胞由于个体较小，可以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长繁殖，除了在普通的
土壤、水体、空气中有大量的微生物存在，而且在生活的动、植物体内和体外，以及一些极端环境条
件下如冰川、海底、盐湖、沙漠，酸性矿水和高温这些不同的生境中都存在着一些特有的生理群；⑤
易变异：由于微生物细胞较小，进化程度较低，只是一些单细胞、多细胞和非细胞微生物，没有高等
生物的组织、系统等的分化，所以其更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异；⑥适应能力
强：微生物能够在自然界大量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对营养物质和生
存空间等要求可以说是十分宽松，即使在许多生物无法生活的极端环境条件下，也有相应的微生物适
得其所地生活着；⑦代谢能力强：由于微生物细胞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因而物质的吸收、废物的排
出的速率要远远高于动植物；⑧利生产：容易大量生产满足需要。
这些特点都为微生物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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