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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医学检验技术及相关专业必修的主干课程，本教材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有关文件精神
及教学的实际需要组织编写。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坚持理论知识“必要、实用”的原则，针对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和能力结
构，认真遴选教材内容，突出知识的应用，以满足“岗位需要、社会需要”。
同时结合高职高专教材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的要求，对各章节内容进
行了精心设计与安排，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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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微生物与微生物学 微生物（microorganism）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大群体形微
小、结构简单、肉眼不能直接看见，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放大数百倍、数千倍，甚至数
万倍才能观察到的微小生物。
 微生物除具有一般生物的生命活动（如新陈代谢、生长繁殖和遗传变异等）的共性外，还有其自身的
特点：①多以独立生活的单细胞或细胞群体的形式存在，细胞无明显分化，一般能自行进行其全部生
命活动过程；②新陈代谢能力旺盛，生长繁殖速度快；③适应能力强，易变异；④种类多、分布广、
数量大。
 （一）微生物的分类 微生物的种类繁多，在数十万种以上。
按其有无细胞基本结构、分化程度和化学组成等不同，可分为三大类型。
 1．非细胞型微生物 非细胞型微生物是最小的一类微生物。
无典型的细胞结构，无产生能量的酶系统，只能在活细胞内生长增殖。
核酸类型为DNA或RNA，两者不同时存在。
病毒属于非细胞型微生物。
 2．原核细胞型微生物这类微生物的原始核呈环状裸露DNA团块结构，无核膜、核仁。
细胞器很不完善，只有核糖体。
DNA和RNA同时存在。
属于这类微生物的有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和放线菌。
 3．真核细胞型微生物 细胞核分化程度高，有核膜和核仁，细胞器完整。
真菌属此类。
 微生物在自然界的分布极为广泛。
江河、湖泊、海洋、土壤、矿层、空气中等都有数量不等、种类不一的微生物存在。
其中以土壤中的微生物最多，例如1克肥沃土壤中可有几亿到几十亿个微生物。
在人类、动物和植物的体表，以及与外界相通的呼吸道、消化道等腔道中，亦有大量的微生物存在。
 （二）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 绝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和动、植物是有益的，而且有些是必需的。
自然界中N、C、S等元素的循环要依靠有关的微生物的代谢活动来完成。
例如土壤中的微生物能将死亡动、植物的有机氮化物转化为无机氮化物，以供植物生长的需要，而植
物又为人类和动物所食用。
此外，空气中的大量游离氮，也只有靠固氮菌等作用后才能被植物吸收。
因此，没有微生物，植物就不能进行代谢，人类和动物也将难以生存。
 在农业方面，可以应用微生物制造菌肥、植物生长激素等，也可以利用微生物感染昆虫这一自然现象
来杀死害虫。
例如苏云金杆菌能在一些农作物害虫的肠腔中生长繁殖并分泌毒素，导致寄生昆虫的死亡。
人类开辟了以菌造肥、以菌催长、以菌防病、以菌治病等农业增产新途径，用微生物为人类创造物质
财富。
 在工业方面，微生物在食品、皮革、纺织、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的应用日趋广泛。
例如采用盐酸水解法生产1吨味精需要小麦30吨，现改用微生物发酵法只需薯粉3吨。
既降低生产成本，又大大节约粮食。
又如在炼油工业中，利用多种能以石油为原料的微生物进行石油脱蜡，可以提高石油的质量和产量。
 在医药工业方面，有许多抗生素是微生物的代谢产物，也可选用微生物来制造一些维生素、辅酶
、ATP等药物。
 此外，在污水处理方面，利用微生物降解有机磷、氰化物等亦有良好效果。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微生物在基因工程技术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不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多种工具酶和载体系统，而且可人为地定向创建有益的工程菌新品种，能在不
污染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制造出多样、大量的人类必需品。
 正常情况下，寄生在人类和动物口、鼻、咽部和消化道中的微生物是无害的，有的还能拮抗病原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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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再则，定植在肠道中的大肠埃希菌等还能向宿主提供必需的硫胺素、核黄素、烟酸、维生素B12、维
生素K和多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又如牛、羊等反刍动物的胃中因有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定植，才能利用草饲料作为营养物质。
 有少数微生物能引起人类和动物、植物患病，这些具有致病性的微生物称为病原微生物。
它们可以引起人类的伤寒、痢疾、结核、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肝炎、艾滋病（AIDS）等；动
物中的鸡霍乱、鸭瘟、牛炭疽、猪气喘等，以及农作物的水稻白叶枯病、小麦赤霉病、大豆病毒病等
。
有些微生物，在正常情况下不致病，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导致疾病，这类微生物称为条件致病微生物。
例如一般大肠埃希菌在肠道不致病，在泌尿道或腹腔中就会引起感染。
此外，有些微生物的破坏性还表现在使工业产品、农副产品和生活用品被腐蚀和霉烂等。
 （三）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microbiology）是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研究微生物的类型、分布
、形态、结构、代谢、生长繁殖、遗传、进化，以及与人类、动物、植物等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
微生物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将对人类有益的微生物用于生产实际，对人类有害的微生物予以改造、腔制
和消灭，使微生物学朝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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