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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前言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自2003年出版以来，被数十所大中专学校选为环境类专业的教材，得到了广大读
者的垂青，已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为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学习要求，我们决定对
初版进行补充修订，出版第2.版.本次补充修订再版，我们坚决贯彻“更新、精简、实用”的原则；吸
取环境微生物研究的一些理论新认识，力求准确反映环境微生物学的革命性变化，增补微生物检验的
新标准和新方法，力求充分展现教学改革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经验；修正初版中的一些文字，力求表述
更为准确精练.全书仍然分为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两大部分。基本理论部分分为9章，每章均前置提要
、后设习题与思考题，以便读者在学习和复习时掌握重点。第1章介绍微生物的特点、作用及学科任
务；第2章介绍生物处理中的主要微生物类群；第3章介绍微生物对营养物质的要求及培养原则；第4章
介绍酶的特性及其活力的影响因素、微生物呼吸类型、微生物生长曲线规律及其利用、微生物的驯化
和保藏技术；第5章介绍灭菌、消毒和防腐的方法；第6章介绍水、空气环境中细菌检测及卫生评价；
第7章介绍水体富营养化的危害及预防措施；第8章是本书的核心，较全面地介绍微生物降解与转化污
染物的潜力和影响因素、各类废水可否采用生物处理的检测及判断方法、环境中天然物质、人工合成
物质和重金属污染物的降解与转化特点；第9章介绍生物处理中微生物的净化原理、运行管理中的微
生物的指示作用以及生物处理中常见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处理方法。基本操作部分的内容有：显微镜使
用、微生物的染色方法、水生微型生物的形态观察、微生物的大小测量和计数、水体卫生细菌学检验
、空气中微生物的检测、微生物对有机物降解与转化能力的定性及定量分析、活性污泥法运转中生物
相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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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内容概要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适宜作为高专、高职层次的环境工程、环境监测、给水排水及其他环境类专业
的教材，也可作环境保护科技人员的参考书籍。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教学分指导委员会指
导下，针对高教改革过程中，高专及高职层次环境类专业的需要，根据环境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我
们编写了这本环境工程微生物教材。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旨在阐明如何在环境工程系统的运转中，利
用微生物的巨大潜力，对污染物进行降解与转化，实现控制和消除环境污染及资源的再生利用的目的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除讲授微生物的基础知识外，还系统介绍了微生物对天然物质和人工合成物
质的降解转化机理及影响因素，突出了在环境治理工程中，与微生物相关的实用内容，如驯化微生物
、微生物的净化作用、微生物的指示作用等；实验安排以满足环境治理工程的常规工作需要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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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思考题4 微生物生长代谢与遗传变异4.1 微生物的代谢4.1.1 酶4.1.2 微生物的呼吸作用4.2 微生物的
生长、繁殖4.2.1 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测定4.2.2 群体生长规律——生长曲线4.2.3 细菌生长曲线在污水生
物处理中的应用4.3 微生物的遗传与变异4.3.1 遗传与变异的物质基础4.3.2 微生物的变异4.4 菌种的保
藏4.4.1 菌种的保藏4.4.2 菌种的退化4.4.3 菌种的复壮思考题5 环境因子对微生物的影响5.1 基本概念5.1.1 
灭菌5.1.2 消毒5.1.3 防腐5.1.4 无菌5.1.5 除菌5.2 温度对微生物的影响5.2.1 高温的影响5.2.2 低温的影响5.3 
辐射对微生物的影响5.3.1 紫外线的影响5.3.2 X射线和T射线的影响5.3.3 微波和超声波的影响5.4 水分对
微生物的影响5.4.1 干燥5.4.2 渗透压5.5 化学因子对微生物的影响5.6 生物间的相互关系5.6.1 共生关
系5.6.2 互生关系5.6.3 拮抗关系5.6.4 寄生关系思考题6 环境中微生物的检测6.1 土壤中的微生物6.1.1 壤是
微生物生活的良好环境6.1.2 壤微生物的种类、数量及其分布6.1.3 2-壤微生物的分离和计数6.2 水体中的
微生物T6.2.1 水中微生物的种类、分布6.2.2 水的细菌学检测6.3 空气中的微生物6.3.1 空气中微生物的来
源、数量6.3.2 空气中微生物的检测方法思考题7 微生物对环境的污染与危害7.1 水体富营养化7.1.1 水体
富营养化的形成及影响因素7.1.2 水体富营养化的危害7.1.3 优势藻种7.1.4 水体富营养化的监测与防治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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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章节摘录

插图：细菌染色的方法很多，可归纳为简单染色法和复合染色法两大类。简单染色法只用一种染料染
色，目的是增加反差，便于判断细菌的存在；复合染色法是用两种染料染色，以便观察、区别细菌及
细菌结构。前述的革兰氏染色法即是观察、区别细菌的方法，芽孢染色即是观察、区别芽孢的方法
。2.1.1.5废水处理中常见的细菌类群（1）大肠杆菌细胞呈短杆状，周生鞭毛，革兰氏阴性，兼性厌氧
，能发酵乳糖产酸、产气、菌落白色，边缘整齐，表面湿润。常用作水体被粪便或病原菌污染的指示
菌种。（2）假单胞菌细胞呈直或弯杆状，端生鞭毛，无芽胞，革兰氏阴性，专性好氧菌，是好氧处
理中常见菌.（3）动胶菌屑细胞呈杆状，端生鞭毛，无芽胞，革兰氏阴性，专性好氧，具荚膜，易形
成菌胶团，在活性污泥工艺中，动胶菌是重要杆菌，是对形成絮状活性污泥贡献最大的菌种。（4）
不动杆菌屑细胞呈短杆状，老龄细胞接近球状，无芽孢，革兰氏阴性，好氧.在好氧条件下可以在细胞
内积累大量磷酸盐。好氧处理的二沉池中大量存在不动杆菌，如在其回流前保持一段时间，可使其得
到优势生长，有利于废水的除磷。（5）产碱杆菌细胞呈杆状、短杆或球状，周生鞭毛，无芽孢，革
兰氏阴性，好氧菌。广泛存在于有机质污染的废水中，是废水好氧处理中的主要菌。（6）黄杆菌细
胞呈杆状，周生鞭毛，革兰氏阴性，好氧菌。菌落呈黄色、橘色、红色或棕色，也是好氧处理中的主
要菌。（7）梭状芽孢杆菌多有周生鞭毛，芽孢呈卵圆到球状，细胞常因芽孢膨大成梭状或鼓槌状，
多为革兰氏阳性，为严格厌氧菌。分解有机物的能力较强，发酵碳水化合物产酸、产气。在厌氧处理
中，是常见的优势水解酸化菌和产乙酸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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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由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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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精彩短评

1、不错，以后多出点有利工作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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