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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光细菌这一生物界的特殊类群，因其能发出荧荧的蓝绿色光芒而引人关注，进而引起人们的探究兴
趣。
一百多年前就被人作为研究对象，知道它们广泛分布于海洋，偶见于陆地。
20世纪40年代首次被用于大气污染毒性检测，而后被用来筛选麻醉药物和抗生素的筛选，此后多被用
于环境污染的检测。
随着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工业污染严重影响生态平衡，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发光细菌作为生物毒性
检测的方法，因其灵敏、快速、简便而迅速被广泛采用。
我国对发光细菌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大学的薛庭耀教授首先发表了我国海洋发光
细菌的研究论文。
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的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杨颐康教授对我国的发光细菌展开了多方面的
研究，并形成了研究组，对我国发光细菌的种类、分布、生理生化特性以及发光细菌的应用等多个方
面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
期间，国际上每年有大量发光细菌应用的论文发表，我国在发光细菌应用于环境污染的检测方面也涌
现了很多论文，表明我国已经对发光细菌的毒性检测方法加以较多的应用。
我国国家环保总局于1995年颁布了发光细菌检测环境毒性的国家标准，2002年出版的国家环保总局主
编的《水和废水的监测分析方法》作为我国各地的环境监测部门进行日常监测的指导性手册中增加了
有关淡水发光细菌——青海弧菌的应用标准方法介绍。
由此可知，有关发光细菌的基础知识以及其应用相关知识的介绍是多么重要。
然而，目前我国市面上尚没有一本相关的图书，更没有具相当水平的有关发光细菌的学术专著可供参
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光细菌与环境毒性检测>>

内容概要

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来源于本书三位作者本人及国内相关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有的内容还是首次披露。
    本书的显著特点是：可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书的第1章深入浅出地对发光细菌的来龙去脉、基础知识作了阐述，这对过去从未了解过细菌、发光
细菌的一般读者来说，可以很轻松地了解、掌握相关的知识。
书中的发光细菌照片显现了这类细菌的特性，让人有“眼见为实”的感受。
对广大的环境监测领域的工作者来说，本书有关应用的第7、8、9三章中，关于应用原理及方法的详细
描述，将有效地帮助他们很快就掌握操作方法，进行实样检测，并开阔他们的工作思路。
而对于专业工作者而言，关于发光细菌的发光机制、分类和生态等，本书的内容概括了到目前为止的
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加上系统全面的阐述，本书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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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发光细菌简介1.1 什么是发光细菌夏天的夜晚萤火虫一明一暗的发光是人们最熟知的现象。
它们在夜空中飞翔时的荧荧绿光总是会吸引人们的视线，引发无限的遐想。
如果抓一个放在手掌上，则会见到这黄色的小甲虫一明一暗不住地发出荧光，但却并不发热，这类光
被称为“冷光”。
这类非常奇特的能够发光的生物，除了萤火虫之外，在自然界中还有不少，据说能有上千种。
举例来说，陆生的除萤火虫外，还有能发光的叩头虫、火车虫等不少昆虫种类，以及发光的蚯蚓、发
光的蠕虫等，如在我国的苏南地区、新疆等均有发光的蚯蚓；海洋中则有海萤、发光的乌贼、发光的
水母和发光的鱿鱼及发光的鱼等等；真菌中有能够发光的蘑菇。
这些都是体形较大的生物或至少是人们肉眼可见可辨的生物。
有没有小到我们肉眼分辨不清或看不见的微小生物能发光的呢？
答案是肯定的，自然界就是有那样的生命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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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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