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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
级重点教材——《微生物学》的第2版，由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的
多位微生物学专家共同完成。
该版仍遵循第1版的编写宗旨：与国际先进教材接轨，反映微生物学科发展的最新水平；在注重加强
基础的同时，突出教材的新颖性和启发性；体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以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因此，在第2版中，作者重新审视了每一章的内容，对其进行了修订和更新，特别注意反映微生物学
科的最新进展，还加强了微生物与疾病、环境以及与人类进步密切相关的内容。

全书分15章，内容包括微生物的纯培养和显微技术，微生物细胞的结构与功能，微生物的营养、代谢
、生长繁殖及其控制，病毒的分离、鉴定、特性、感染及其控制，微生物的基因组、遗传规律与特性
，微生物的基因表达、调控及基因工程，微生物的生态、进化、系统发育、分类鉴定及物种的多样性
，最后用两章篇幅分别介绍微生物感染与免疫及微生物生物技术与产品。
每章后有小结、复习题和思考题，全书后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常见微生物名称索引”和“常用
微生物学名词索引”，方便读者查阅。

本书适合理、工、农、林、医各类高等院校和师范院校生命科学领域本科生学习使用，也可供其他生
物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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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机体的病毒感染
 第七节 亚病毒因子
 一、卫星病毒
 二、朊病毒
 第八节 病毒举例
 一、人免疫缺陷病毒
 二、sARs冠状病毒
 三、禽流感病毒
 四、肝炎病毒
 五、类病毒
 小结
 复习题
 思考题
第八章 微生物遗传
 第一节 遗传的物质基础
 一、DNA作为遗传物质
 二、RNA作为遗传物质
 三、朊病毒的发现和思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生物学>>

 第二节 微生物的基因组结构
 一、大肠杆菌的基因组
 二、啤酒酵母的基因组
 三、詹氏甲烷球菌的基因组
 第三节 质粒和转座因子
 一、质粒的分子结构
 二、质粒的主要类型
 三、质粒的不亲和性
 四、转座因子的类型和分子结构
 五、转座的遗传学效应
 第四节 基因突变及修复
 一、基因突变的类型及其分离
 二、基因突变的分子基础
 三、DNA损伤的修复
 第五节 细菌基因转移和重组
 一、细菌的接合作用
 二、细菌的转导
 三、细菌的遗传转化
 四、基因定位和基因组测序
 第六节 真核微生物的遗传学特性
 一、酵母菌的接合型遗传
 二、酵母菌的质粒
 三、酵母菌的线粒体
 四、丝状真菌的准性生殖
 第七节 微生物育种
 一、诱变育种
 二、代谢工程育种
 三、体内基因重组育种
 四、DNA shuming技术
 小结
 复习题
 思考题
第九章 微生物基因表达的调控
 第一节 转录水平的调控
 一、操纵子的转录调控
 二、分解代谢物阻遇调控
 三、细菌的应急反应
 四、通过σ因子更换的调控
 五、信号转导和二组分调节系统
 六、入噬菌体溶源化和裂解途径的转录调控
 第二节 转录后调控
 一、翻译起始的调控
 二、mRNA的稳定性
 三、稀有密码子和重叠基因调控
 四、反义RNA调控
 五、翻译的阻遏调控
 六、ppGpp对核糖体蛋白质合成的影响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生物学>>

 七、细菌蛋白质的分泌调控
 第三节 古生菌的转录及其调控
 一、古生菌的基本转录装置
 二、古生菌的转录调控
 小结
 复习题
 思考题
第十章 微生物与基因工程
 第一节 基因工程概述
 一、历史回顾
 二、基因工程的基本过程
 三、微生物与基因工程的关系
 第二节 基因的分离、合成和定位诱变
 一、从基因文库或cDNA文库中分离目的基因
 二、基因的化学合成
 三、PCR扩增基因
 四、基因的定位诱变
 第三节 微生物与克隆载体
 一、质粒载体
 二、入噬菌体载体与黏粒载体
 三、M13噬菌体载体与噬菌粒载体
 四、真核生物的克隆载体
 五、人工染色体
 第四节 微生物与基因工程工具酶
 一、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二、DNA连接酶
 第五节 外源基因导人宿主细胞
 一、外源基因与载体的体外连接
 二、克隆载体对宿主的基本要求
 三、外源基因导入宿主细胞
 四、目的克隆的筛选与鉴定
 第六节 外源基因在细菌中的表达
 一、外源基因的转录
 二、外源基因的翻译
 三、外源基因的表达产物
 第七节 基因工程的应用及展望
 一、基因工程药物
 二、基因工程在农业上的应用
 三、基因治疗
 四、基因工程研究展望
 小结
 复习题
 思考题
第十一章 微生物的生态
 第一节 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二、微生物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生物学>>

 第二节 环境中的微生物
 一、微生物群落
 二、陆生生境的微生物
 三、水生生境的微生物
 四、大气生境的微生物
 五、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
 六、动物体中的微生物
 七、植物体中的微生物
 八、工农业产品上的微生物及生物性霉腐的控制
 九、原位研究方法及应用分子生物技术
 第三节 人体微生物及病原微生物的传播
 一、人体微生物
 二、病原微生物通过水体的传播
 三、病原微生物通过食物的传播
 四、病原微生物通过土壤的传播
 五、病原微生物通过空气的传播
 第四节 微生物与环境保护
 一、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与转化
 二、重金属的转化
 三、污染介质的微生物处理
 四、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
 五、环境污染的微生物监测
 小结
 复习题
 思考题
第十二章 微生物的进化、系统发育和分类鉴定
 第一节 进化的测量指征
 一、进化指征的选择
 二、rRNA作为进化的指征
 三、rRNA的顺序和进化
 四、系统发育树
 五、三界生物的主要特征
 第二节 细菌分类
 一、分类单元及其等级
 二、分类单元的命韬
 三、细菌分类和伯杰氏手册
 第三节 微生物分类鉴定的特征和技术
 一、形态学和生理生化特征
 二、血清学试验与噬菌体分型
 三、氨基酸顺序和蛋白质分析
 四、核酸的碱基组成和分子杂交
 五、遗传重组
 六、微生物鉴定
 第四节 微生物的快速鉴定和自动化分析技术
 一、微量多项试验鉴定系统
 二、快速、自动化微生物检测仪器和设备
 三、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技术的采用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生物学>>

 四、计算机在微生物学中的应用
 小结
 复习题
 思考题
第十三章 微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第一节 真细菌的多样性
 一、真细菌系统发育总观
 二、真细菌的主要类型
 三、主要的放线菌类型
 第二节 古生菌的多样性
 一、古生菌系统发育总观
 二、极端嗜盐古生菌
 三、产甲烷古生菌
 四、超嗜热古生菌
 五、无细胞壁的古生菌：热原体属
 六、还原硫酸盐古生菌：古生球菌属
 七、微生物生存的温度极限
 八、古生菌：地球早期的生命形式?
 第三节 真核微生物的多样性
 一、真核微生物系统发育总观
 二、藻类
 三、真菌
 四、黏菌
 五、原生动物
 第四节 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一、什么是微生物资源?
 二、微生物资源的特点
 三、资源的开发利用亟待拓宽和深入
 四、积极开展微生物资源的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
 小结
 复习题
 思考题
第十四章 感染与免疫
 第一节 感染的一般概念
 一、感染的途径与方式
 二、微生物的致病性
 第二节 宿主的非特异免疫
 一、生理屏障
 二、体液因素
 三、细胞因素
 四、炎症
 第三节 宿主的特异性免疫
 一、特异性免疫的一般概念
 二、抗原和抗体
 三、B细胞介导的体液免疫
 四、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
 五、克隆选择和免疫耐受性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生物学>>

 第四节 抗感染免疫
 一、病毒感染与免疫
 二、细菌感染与免疫
 三、联合抗感染免疫
 第五节 免疫病理
 一、超敏反应
 二、自身免疫病
 三、移植免疫
 四、免疫缺陷
 五、肿瘤免疫
 第六节 免疫学的实际应用
 一、抗体的制备及应用
 二、免疫学技术
 三、免疫预防
 小结
 复习题
 思考题
第十五章 微生物生物技术
 第一节 微生物工业发酵的菌种和发酵特征
 一、生产菌种的要求和来源
 二、大规模发酵的特征
 第二节 微生物工业发酵的方式
 一、连续发酵
 二、固定化酶和固定化细胞发酵
 三、固态发酵
 四、混合培养物发酵
 第三节 微生物工业的主要产品
 一、食品和饮料
 二、抗生素、其他微生物药物和生物制品
 三、氨基酸、有机酸、醇、维生素、核苷酸、激素
 四、酶制剂
 五、微生物农药、肥料和饲料
 第四节 微生物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
 一、微生物能源
 二、微生物冶金
 三、石油工业中的微生物生物技术
 四、微生物传感器和DNA芯片
 五、微生物塑料、功能材料和生物计算机
 六、海洋和宇航中微生物生物技术的应用
 小结
 复习题
 思考题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1 常见微生物名称索引
附录2 常用微生物学名词索引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生物学>>

章节摘录

　　2.病毒纯化由于病毒只能在活细胞内繁殖，所以用于病毒制备的起始材料只能是病毒感染的宿主
机体、组织或细胞经破碎后的抽提物，或病毒感染的宿主的体液、血液和分泌物，或病毒感染的细胞
培养物的培养液等。
在这些材料中不可避免地混杂有大量的组织或细胞成分、培养基成分、可能污染的其他微生物与杂质
。
为了得到纯净的病毒材料，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将这些杂质成分除去，这就是病毒的纯化。
　　（1）病毒纯化的标准　　病毒纯化有如下两个标准：第一，由于病毒是有感染性的生物体，所
以纯化的病毒制备物应保持其感染性，纯化过程中的各种纯化方法对病毒感染性的影响及最终获得的
纯化制备物是否符合标准，都可利用病毒的感染性测定进行定量分析；第二，由于病毒具有化学大分
子的属性，病毒毒粒具有均一的理化性质，所以，纯化的病毒制备物的毒粒大小、形态、密度、化学
组成及抗原性质应当具有均一性表现，并可利用超速离心、电泳、电镜或免疫学技术进行检查。
　　（2）病毒纯化的方法　　用于病毒纯化的方法很多。
不同的病毒有不同的纯化方法，即使同一种病毒，若在不同的宿主系统中其纯化方法也可能不同。
但无论是哪种纯化方法，都是根据病毒的基本理化性质建立：第一，毒粒的主要化学组成是蛋白质，
鉴于病毒的高蛋白含量，故可利用蛋白质提纯方法来纯化病毒，如盐析、等电点沉淀、有机溶剂沉淀
、凝胶层析及离子交换等；第二，毒粒具有一定的大小、形状和密度，一般可在10000N100000g的离心
场中沉降1~2h，特别是因为毒粒是由许多大分子（蛋白质、核酸等）组成，离心时它们比细胞蛋白沉
降更快，而且许多病毒都有较高的浮密度，所以超速离心技术广泛地用于病毒纯化。
二、病毒的测定病毒的测定（assay of virus）是病毒的定量分析。
病毒既能根据其理化性质或免疫学性质进行定量，亦能够根据它们与宿主或宿主细胞的相互作用进行
测定。
运用不同的方法所进行的测定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1.病毒的物理颗粒计数　　病毒颗粒数目利用一定方法，可以在电镜下直接计算。
在动物病毒中，一些裸露病毒的壳体蛋白，特别是许多有包膜（envelope）病毒的包膜糖蛋白均能够
在一定条件下凝集特定种类的脊椎动物血细胞，并且所能凝集血细胞的量与病毒浓度成正比。
根据这一原理所设计的血细胞凝集实验亦能用于病毒定量。
此外，根据病毒的抗原性质，可以用免疫沉淀实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等方法对其进行定量，利用分
光光度法也可对病毒定量，但这些方法的灵敏性相对较低，多在一些特殊情况使用。
以上所有方法测定的是病毒物理颗粒的数目，即有活力的病毒与无活力病毒数量的总和。
而且除电镜计数外，其他方法所测定的只是样品中病毒颗粒的相对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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