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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延续了第一版的基本结构。
全面论述了工业微生物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工业应用。
全书分为上、一篇。
上篇主要介绍微生物及微生物学的发展历史，常见微生物的形态、结构和分类。
微生物的营养、生长及其控制，微生物代谢调控理论，微生物的遗传变异和育种等内容，在阐述微生
物学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对与工业微生物有关的特殊规律和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下篇主要以常见的
微生物发酵产物为主线分章介绍了微生物能量代谢产物，氨基酸发酵的微生物，核苷、核苷酸及其类
似物的微生物发酵，微生物和酶制剂工业，微生物发酵生产抗生素，微生物和基因工程，微生物和环
境保护等。
重点阐述了具有重要工业应用背景的微生物菌种及其选育的原理、方法和发酵产物代谢调控中的规律
。
　　 本书力求内容系统、翔实，并能反映微生物学及其在工业应用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书共有约400幅图片，各章都附有复习思考题。
本书可以用作大专院校的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制药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对工业微生物学相关行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立体化教材”是高校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的新形式和新需求。
的年来，我们根据本课程内容和教学对象特点，不断在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双语教学、实验教学和
课外学习等教学环节做出有益的探索。
期望建立有以下内容的工业微生物学立体化教材体系。
　　我们期望能与广大读者有更多的交流，能与兄弟院校同仁进一步交流合作，共建一个能集众家所
长的、更具活力的、共享面更广的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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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工业篇生物学基础　　1　绪论　　微生物是生物界中数量极其庞大的一个类群，它是自
然界生态平衡和物质循环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员，与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
对它们的研究可以扩展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也为新药物、新酶制剂、新的生物能源及新的生物反应过
程的开发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对于微生物个体来说，它的存在对我们人类有时是有利的，有时既无利也无害，有时又是有害的，但
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害。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自从人类认识微生物并逐渐掌握其活动规律后，就可能将原来无利的微生物变成
有利的，小利的变成大利的，有害的变成小害、无害甚至有利，从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并推
动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目前，微生物在解决人类的粮食、能源、健康、资源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中正显露出越来越重要且不可
替代的独特作用。
　　21世纪的微生物学研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尽管许多微生物的全基因组序列已被测定，但是确定
每个基因对生物体功能的影响还很困难，另外，了解基因组对生命演化的影响也是微生物学所面临的
重要挑战；据估计自然界中99％的微生物仍无法培养，对这部分微生物的生态、遗传以及代谢性能了
解很少。
在工农医等方面被利用并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微生物仍很少，只有数百种，大部分微生物的功能还
有待于发掘利用；虽然我们对微生物多样性已经有所认识，但是这种多样性对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还不是很清楚。
　　1.1　微生物及其特点　　1.1.1　微生物　　微生物（microorganism，microbe）并不是生物分类学
上的名词，它是包括所有形体微小的单细胞，或个体结构简单的多细胞，或没有细胞结构的低等生物
的通称。
微生物是一群进化地位较低的简单生物，其类群十分庞杂，有原核类的细菌、放线菌、蓝细菌、立克
次体、衣原体和支原体，真核类的酵母菌、霉菌、担子菌、原生动物和显微藻类，还有不具细胞结构
的病毒和类病毒等。
凶为肉眼在一定（25cm）的明视距离处难以分辨小于0.2mm的物体细节，而绝大多数微生物都小
于0.1mma，所以，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微牛物的形态结构和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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