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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原核微生物及真核微生物；非细胞微生物--病毒；微生物的营养；微生物的
代谢；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及其控制；微生物的遗传变异和育种；微生物的生态；微生物对环境污染物
的降解与转化；环境微生物检测；微生物在水污染控制中的应用；微生物在固体废物和大气治理中的
应用；生物修复技术；微生物新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微生物的分类命名与保藏。
本书可作为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给水排水、环境监测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环境保护工作
的科学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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