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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广泛领域。
环境微生物工程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
由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科学家们运用生命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环境问题的实质并寻找解决环境
污染问题的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以其独特的生理生化特征在解决环境污染及危害中显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
　　微生物是地球上不可缺少的生物成员，虽然个体微小，但种类及数量相当多，包括细菌、真菌、
病毒、古生菌、单细胞藻类、原生动物等，所以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分布最为广泛，并在物质循环和能
量流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确环境污染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便于人们利用该关系来解决环境问题，有的微生物还能同
时提供清洁能源，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我们在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技术等知识的基础上编写了
这本《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本书以环境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核心，以微生物相关的基础知识为重点，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又尽可能地介绍了目前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内容丰富、系统、详实。
为环境微生物工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了技术思路和方法。
　　本书的特色是简明扼要，让读者系统地了解与微生物有关的生理生化、代谢网络、产物合成与调
控等基本知识；从分子、细胞等水平上去探讨微生物在受污环境中的去污及调节机制，环境条件的优
化和控制；并联系计算机芯片等先进技术手段检测环境中的微生物群落的代谢规律、生态特性等；涵
盖了很多生物研究的新发展，如生物信息学，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等各种组学技术
在微生物技术中的应用。
如果人们掌握了微生物的各种生理机能，代谢网络的调控机制，再引进基因工程技术就可以很容易地
操纵，甚至是改造、设计微生物，使微生物朝着人们需要的方向变化，解决各种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生
产新型清洁能源等。
　　本书共分三篇，第一篇为微生物学原理，第二篇为微生物分支学科，第三篇为污染控制系统微生
物工程。
附录为环境微生物工程实验。
　　本书编者分工是：前言、第1章由李永峰、刘晓烨、张含国编写；第2章和第9章由刘晓烨、贾学斌
、黄中子编写；第13章和第14章由刘晓烨、黄中子、李雨霏编写；第3章由王璐、刘琨、李雨霏编写；
第4章、第5章由李永峰、赵丹、韩伟编写；第6章由李永峰、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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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环境微生物学为基础，简要阐明了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微生物相关科学以及相互的
作用关系，微生物在污染控制与治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相关的实验技术等方面内容。
由于微生物学涉及学科较多、知识面较广，所以本书本着简明扼要的宗旨，重点阐述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
本教材可作为高等学校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市政工程和生物学专业或其他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
、研究生及博士生的教学用书和研究参考资料，也可供其他从事环境事业的科技、生产和管理人员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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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微生物在比较适宜的环境条件下，不断吸收外来营养物质，按照自己的代谢方式进行新陈代谢活
动。
在正常情况下，异化作用与同化作用相比较小，从而使微生物的细胞数量不断增长，体积不断增加，
这个过程就叫做微生物的生长，也指由于微生物细胞成分的增加导致微生物的个体大小、群体数量或
两者的增长。
微生物生长就是细胞物质有规律的不可逆的增长，导致细胞体积扩大的生物学过程。
当单细胞个体生长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一个亲代细胞的分裂，一个细胞变成两个大小、形状与亲代
细胞都很相似的子代细胞，使个体数目得到增加。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对环境条件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条件适宜，其生长、发育旺盛，生长也较快；如果某一个或某些环境条件发生改变，且超过微生
物生长适应的范围时就会对机体产生抑制作用，甚至使微生物死亡。
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是交替进行的。
从生长到繁殖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叫发育。
　　微生物的生长表现在微生物的个体生长和群体生长水平上。
通常对微生物群体生长的研究是通过分析微生物培养物的生长曲线来进行的。
细菌的生长繁殖期可细分为6个时期：延滞期、加速期、对数期、减速期、稳定期及死亡期。
由于加速期和减速期历时都很短，可把加速期并人延滞期，把减速期并人稳定期。
微生物生长规律的生长曲线由延滞期、对数期、稳定期、死亡期4个阶段组成。
　　延滞期又称停滞期或调整期。
当少量微生物被接种到新鲜培养基时，代谢系统慢慢适应新环境，其数量并不立即增加，这个阶段称
为延滞期。
在这个时期的初始阶段中，有的细菌产生适应酶，其细胞物质开始增加，细菌总数尚未增加；有的细
菌不适应新环境而死亡，故细菌数有所减少。
在这一阶段，尽管细胞没有立即分裂而导致数量的净增加，但细胞一直在合成新的细胞成分，开始逐
渐适应新的培养基，并且开始合成新的酶，以便可以利用培养基中的营养物质使细胞能够更新自己的
组分，从而使微生物得到生长。
延滞期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接种的微生物的活性和培养基的情况，如果接种的微生物活性较弱就会延长
延滞期，如果所接种的新培养基与微生物原来适应的旧培养基的条件差距较大也会使延滞期延长。
相反，如果所接种的微生物活性较强且新培养基的营养和环境都比较适宜微生物的生长，那么延滞期
会相应的缩短。
在此阶段，生长速率常数为0。
　　处于停滞期的细菌细胞特征如下：在停滞期初期，一部分细菌开始适应环境，而另一部分死亡，
细菌总数下降；到停滞期末期，存活细菌的细胞物质增加，菌体体积增大，菌体增多，细菌总数出现
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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