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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本着基础性、实用性和职业性的要求，采用理论与实训相结合，体现“学中

做、做中学”的高职教学理念编写而成。全书共有８大学习情境，下设３１个项目，具体为微生物及微生物学认
识、微生物形态观察技术、微生物控制技术、微生物培养基制备技术、微生物人工培养技术、微生物育种技术、

微生物鉴定技术和免疫学技术。书中大量采用了知识链接、案例分析等模块，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及时介绍给读者，扩大视野，激发兴趣，联系实践，学以致用。每个项目后均有精炼的小结和习题，聚焦重

点，化解难点，以练促学，巩固知识，检查效果。

本书可供高职高专院校药物制剂、中药制药、生物制药、生物技术、药物分析等相关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作

为医药企业培训的教材和相关从业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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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现代高职教育的实际出发，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本着基础性、实用性和职业性

的要求，参照ＧＭＰ、中国药典、执业资格及职业工种考试大纲，紧跟企业行业的实际需要，依据
工作过程构建教材内容体系，采用理论部分与实训部分相结合的编写策略，交替编排，体现

“学中做、做中学”的高职教学理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必需够用”为编写原则。编写队伍

由来自教学一线的老师和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组成，熟悉高职高专教育教学工作，了解高职高

专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具有丰富的微生物教学与生产经验。

全书共分８大学习情境，下设３１个项目，分别是微生物及微生物学认识、微生物形态观察
技术、微生物控制技术、微生物培养基制备技术、微生物人工培养技术、微生物育种技术、微生

物鉴定技术和免疫学技术。

本书中大量采用了知识链接、案例分析等模块，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及时介

绍给读者，以达到扩大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和热情的目的；联系生活，联系生产，使内容生活化、

具体化、实用化，实现教学与生产无缝对接。每个学习情境后都有精炼的小结，指出重点，化解

难点，加深理解，同时配有精选的练习题，学做结合，以练促学，巩固知识，检查效果。本书可供

高职高专院校药物制剂、中药制药、生物制药、生物技术、药物分析等相关专业师生使用，也可

作为医药企业培训的教材和相关从业者的参考用书。

本书由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郝乾坤担任主编；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陈忠杰和黑龙江民族职业

学院杨思远担任副主编；参与编写的还有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李光霞、潍坊职业学院桑姝丽、呼

和浩特职业学院杨秀丽。

具体编写分工为：学习情境１和学习情境６由陈忠杰编写；学习情境２和附录由杨思远编
写；学习情境３由郝乾坤编写；学习情境４由李光霞编写；学习情境５由桑姝丽编写；学习情境
７由杨秀丽编写；学习情境８由郝乾坤和桑姝丽共同编写；全书最后由郝乾坤统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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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１　微生物及微生物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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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任务１．１　微生物的概念及特点 ２
!!!!!!!!!!!!!!!!!!!!!!!

　　任务１．２　微生物与人类健康及医药生产的关系 ４
!!!!!!!!!!!!!!!!

　　任务１．３　微生物的命名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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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任务２．１　微生物学的定义与分科 ７
!!!!!!!!!!!!!!!!!!!!!!

　　任务２．２　微生物学的发展简史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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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

　　技能实训 １．１　环境和人体表面的微生物检查 １２
!!!!!!!!!!!!!!!!

【情境小结】 １３
!!!!!!!!!!!!!!!!!!!!!!!!!!!!!!!!!

【目标测试１】 １４
!!!!!!!!!!!!!!!!!!!!!!!!!!!!!!!!

学习情境２　微生物形态观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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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

　　任务３．１　细菌的形态和大小 １６
!!!!!!!!!!!!!!!!!!!!!!!

　　任务３．２　细菌的结构 １８
!!!!!!!!!!!!!!!!!!!!!!!!!!

　　任务３．３　细菌的繁殖 ２４
!!!!!!!!!!!!!!!!!!!!!!!!!!

　　任务３．４　细菌的群体形态 ２５
!!!!!!!!!!!!!!!!!!!!!!!!

　　任务３．５　常见的细菌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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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

　　任务４．１　放线菌的形态结构 ３２
!!!!!!!!!!!!!!!!!!!!!!!

　　任务４．２　放线菌的繁殖 ３４
!!!!!!!!!!!!!!!!!!!!!!!!!

　　任务４．３　放线菌的群体特征 ３４
!!!!!!!!!!!!!!!!!!!!!!!

　　任务４．４　重要的放线菌属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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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

　　任务５．１　酵母菌的形态、结构、繁殖及群体特征 ３８
!!!!!!!!!!!!!!!

　　任务５．２　霉菌的形态、结构、繁殖及群体特征 ４１
!!!!!!!!!!!!!!!!

　　任务５．３　重要的真菌 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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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

　　任务６．１　病毒的形态 ４８
!!!!!!!!!!!!!!!!!!!!!!!!!!

　　任务６．２　病毒的结构 ４９
!!!!!!!!!!!!!!!!!!!!!!!!!!

　　任务６．３　噬菌体 ５０
!!!!!!!!!!!!!!!!!!!!!!!!!!!!

　　任务６．４　常见的病毒 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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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

　　任务７．１　不染色标本检查法 ５６
!!!!!!!!!!!!!!!!!!!!!!!

　　任务７．２　染色标本检查法 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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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

　　技能实训２．１　普通显微镜油镜的使用 ５８
!!!!!!!!!!!!!!!!!!!

　　技能实训２．２　微生物细胞大小的测量 ６０
!!!!!!!!!!!!!!!!!!!

　　技能实训２．３　显微镜直接计数 ６２
!!!!!!!!!!!!!!!!!!!!!!

　　技能实训２．４　细菌和酵母菌的制片及简单染色 ６４
!!!!!!!!!!!!!!!

　　技能实训２．５　放线菌和霉菌的制片及简单染色 ６６
!!!!!!!!!!!!!!!

　　技能实训２．６　革兰氏染色法 ６８
!!!!!!!!!!!!!!!!!!!!!!!

　　技能实训２．７　细菌芽孢染色 ７０
!!!!!!!!!!!!!!!!!!!!!!!

　　技能实训２．８　细菌荚膜染色 ７１
!!!!!!!!!!!!!!!!!!!!!!!

【情境小结】 ７３
!!!!!!!!!!!!!!!!!!!!!!!!!!!!!!!!!

【目标测试２】 ７４
!!!!!!!!!!!!!!!!!!!!!!!!!!!!!!!!

学习情境３　微生物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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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

　　任务８．１　热力灭菌法 ７８
!!!!!!!!!!!!!!!!!!!!!!!!!!

　　任务８．２　辐射灭菌法 ７９
!!!!!!!!!!!!!!!!!!!!!!!!!!

　　任务８．３　滤过除菌法 ８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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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

　　任务９．１　常用的化学消毒剂 ８２
!!!!!!!!!!!!!!!!!!!!!!!

　　任务９．２　影响化学消毒效果的因素 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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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

　　任务１０．１　药物的体外抑菌试验 ８５
!!!!!!!!!!!!!!!!!!!!!!

　　任务１０．２　药物的体外杀菌试验 ８７
!!!!!!!!!!!!!!!!!!!!!!

　　任务１０．３　联合抗菌试验 ８７
!!!!!!!!!!!!!!!!!!!!!!!!!

　　任务１０．４　影响抗菌试验的因素 ８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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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

　　技能实训３．１　玻璃器皿的洗涤、包扎和干热灭菌 ８９
!!!!!!!!!!!!!!!

　　技能实训３．２　高压蒸汽湿热灭菌法 ９１
!!!!!!!!!!!!!!!!!!!!

　　技能实训３．３　化学消毒剂的抑菌试验 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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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实训３．４　抗生素的体外抗菌试验 ９４
!!!!!!!!!!!!!!!!!!!

【情境小结】 ９５
!!!!!!!!!!!!!!!!!!!!!!!!!!!!!!!!!

【目标测试３】 ９６
!!!!!!!!!!!!!!!!!!!!!!!!!!!!!!!!

学习情境４　微生物培养基制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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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

　　任务１１．１　水分 １００
!!!!!!!!!!!!!!!!!!!!!!!!!!!!

　　任务１１．２　碳源物质 １０１
!!!!!!!!!!!!!!!!!!!!!!!!!!

　　任务１１．３　氮源物质 １０２
!!!!!!!!!!!!!!!!!!!!!!!!!!

　　任务１１．４　无机盐类 １０２
!!!!!!!!!!!!!!!!!!!!!!!!!!

　　任务１１．５　生长因子 １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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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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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

　　任务１３．１　简单扩散 １０５
!!!!!!!!!!!!!!!!!!!!!!!!!!

　　任务１３．２　促进扩散 １０６
!!!!!!!!!!!!!!!!!!!!!!!!!!

　　任务１３．３　主动运输 １０７
!!!!!!!!!!!!!!!!!!!!!!!!!!

　　任务１３．４　基团移位 １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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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

　　任务１４．１　配制培养基的基本原则 １０９
!!!!!!!!!!!!!!!!!!!!

　　任务１４．２　培养基的分类及应用 １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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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

　　技能实训４．１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制备 １１５
!!!!!!!!!!!!!!!!!!

　　技能实训４．２　高氏一号培养基制备 １１８
!!!!!!!!!!!!!!!!!!!!

　　技能实训４．３　ＰＤＡ培养基制备 １１９
!!!!!!!!!!!!!!!!!!!!!!

　　技能实训４．４　豆芽汁培养基制备 １２０
!!!!!!!!!!!!!!!!!!!!!

【情境小结】 １２２
!!!!!!!!!!!!!!!!!!!!!!!!!!!!!!!!

【目标测试４】 １２２
!!!!!!!!!!!!!!!!!!!!!!!!!!!!!!!!

学习情境５　微生物人工培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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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

　　任务１５．１　温度 １２５
!!!!!!!!!!!!!!!!!!!!!!!!!!!!

　　任务１５．２　ｐＨ １２７
!!!!!!!!!!!!!!!!!!!!!!!!!!!!!

　　任务１５．３　氧气 １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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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 $%&'%[abNcd

１３０
!!!!!!!!!!!!!!!!!!!!!!

　　任务１６．１　微生物生长的测定 １３０
!!!!!!!!!!!!!!!!!!!!!!

　　任务１６．２　微生物的生长规律 １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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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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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

　　任务１７．１　实验室纯培养方法 １３４
!!!!!!!!!!!!!!!!!!!!!!

　　任务１７．２　工业规模化培养方法 １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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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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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
!!!!!!!!!!!!!!!!!!!!!!!!!

　　任务１８．１　接种工具 １３７
!!!!!!!!!!!!!!!!!!!!!!!!!!

　　任务１８．２　接种方法 １３８
!!!!!!!!!!!!!!!!!!!!!!!!!!

　　任务１８．３　无菌操作 １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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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

　　任务１９．１　病毒的增殖 １４３
!!!!!!!!!!!!!!!!!!!!!!!!!

　　任务１９．２　人工培养方法 １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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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
!!!!!!!!!!!!!!!!!!!!!!!!!!!

　　技能实训５．１　微生物的接种技术 １４９
!!!!!!!!!!!!!!!!!!!!!

　　技能实训５．２　平板菌落计数法 １５２
!!!!!!!!!!!!!!!!!!!!!!

　　技能实训５．３　微生物的分离纯化技术———土壤中微生物的分离与纯化 １５４
!!!!!

　　技能实训５．４　病毒的禽胚培养技术 １５６
!!!!!!!!!!!!!!!!!!!!

【情境小结】 １５９
!!!!!!!!!!!!!!!!!!!!!!!!!!!!!!!!

【目标测试５】 １５９
!!!!!!!!!!!!!!!!!!!!!!!!!!!!!!!!

学习情境６　微生物育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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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

　　任务２０．１　核酸是遗传物质的经典证明试验 １６２
!!!!!!!!!!!!!!!!

　　任务２０．２　遗传物质在细胞中的存在方式 １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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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
!!!!!!!!!!!!!!!!!!!!!!!

　　任务２１．１　转化 １６８
!!!!!!!!!!!!!!!!!!!!!!!!!!!!

　　任务２１．２　接合 １６９
!!!!!!!!!!!!!!!!!!!!!!!!!!!!

　　任务２１．３　转导 １７０
!!!!!!!!!!!!!!!!!!!!!!!!!!!!

　　任务２１．４　原生质体融合 １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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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

　　任务２２．１　基因突变的概念和类型 １７２
!!!!!!!!!!!!!!!!!!!!

　　任务２２．２　基因突变的机制 １７３
!!!!!!!!!!!!!!!!!!!!!!!

　　任务２２．３　基因突变的规律 １７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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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

　　任务２３．１　自然选育 １７９
!!!!!!!!!!!!!!!!!!!!!!!!!!

　　任务２３．２　诱变育种 １８２
!!!!!!!!!!!!!!!!!!!!!!!!!!

　　任务２３．３　杂交育种 １８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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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
!!!!!!!!!!!!!!!!!!!!!

　　任务２４．１　菌种衰退与复壮 １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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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２４．２　菌种的保藏技术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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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１．掌握微生物的概念及特点。
２．熟悉微生物学研究内容及发展简史。
３．了解微生物与人类健康及医药生产的关系。
４．能在网上浏览微生物专业网站。



项目１　


微生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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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ｍｉｃｒｏｂｅ）是对所有形体微小（一般 ＜０．１ｍｍ），肉眼看不见或看不
清生物的总称。这些生物形体非常微小，细胞结构也比较简单，大多为单细胞，或简单得多细

胞，还包括一些无细胞结构的生物。这些微小的生物遍布于人们的生活环境中（见图１．１），通
过技能实训１．１的学习，你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图１．１　微生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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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家族成员非常庞大，包括属于原核类的细菌（真细菌和古生菌）、放线菌、蓝细菌、
支原体、立克次氏体、衣原体；属于真核类的真菌（酵母菌、霉菌和蕈菌）、显微藻类和原生动

物；以及属于非细胞类的病毒和亚病毒（类病毒、拟病毒和朊病毒）。

关于微生物的概念

并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看不见，如近年来发现有的细菌是肉眼可见的。１９９３年正
式确定为细菌的 Ｅｐｕｌｏｐｉｓｃｉｕｍｆｉｓｈｅｌｓｏｎｉ以及１９９８年报道的 Ｔｈｉｏ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ｎａｍｉｂｉｅｎｓｉｓ，均
为肉眼可见的细菌。因此，上述微生物学的定义是指一般的概念。微生物学家ＲｏｇｅｒＳｔ
ａｎｉｅｒ提出，微生物有别于动植物在于其研究技术，微生物学家通常要首先从群体中分离
出特殊的微生物纯种，然后还要进行培养，因此研究微生物要使用特殊的技术，如消毒灭

菌和培养基的应用等，这是研究微生物所必需的。

１．１．２
# $%&'+,

微生物也是生物，具有与高等生物相同的基本生物学特点：具有细胞结构（病毒类除外）；

构成细胞成分的主要物质为蛋白质、核酸、多糖、脂类等；能量代谢都以 ＡＴＰ作为能量载体；能
够遗传进化；等等。由于个体微小，结构简单，这个群体还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微

生物所独有，是其他生物不能比拟的。

１）代谢能力强

微生物的代谢能力比动植物强得多，它们体积虽小，但有极大的表面积，能迅速与周围环

境进行物质交换，吸收营养和排泄废物。从单位质量来看，微生物的代谢强度比高等生物大几

千倍到几万倍。如在适宜环境下，大肠杆菌每小时可分解自重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倍的乳糖，乳酸
细菌每小时可产生自重１０００倍的乳酸，产朊假丝酵母（Ｃａｎｄｉｄａｕｔｉｌｉ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是大
豆的１００倍，是肉用公牛的１０万倍。微生物的这个特性为其高速生长和产生大量代谢产物提
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以细胞为工厂可快速、高效地生产人类需要的食品、工业用品。

２）生长繁殖快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其他生物不可比拟的。例如，大肠杆菌（Ｅ．ｃｏｌｉ）在合适的生长
条件下，每２０ｍｉｎ就分裂１次（繁殖１代），每２４ｈ可分裂７２代，由１个细胞增殖为４．７×１０２１

个，总质量可达４７２２ｔ。事实上，由于环境、营养的限制，微生物的生长不会一直维持在这么高
的速度。

微生物的快速繁殖能力在科研、生产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科学研究上，它使科学研

究周期大为缩短。在发酵生产上，它使生产效率提高，生产周期缩短。另外，微生物的这一特

性也为人类带来很多危害，像病原菌的快速繁殖会给疾病的治疗和防控带来困难，粮食、食物

会快速的腐败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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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易培养

微生物培养容易，能在常温常压下利用简单的营养物质，甚至工农业废弃物进行培养。这

使发酵生产更变得易于进行。发酵生产一般在常温下进行，这就优于化工生产对高温高压的

要求；发酵生产的原料都是一些农副产品，这些原料来源广泛，廉价易得，更重要的是这些原料

都是可再生的。

４）易变异

由于个体微小，结构简单，具有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等特点，微生物容易发生变异。对个

体来讲即使变异频率十分低（一般为１０－９～１０－５），但由于繁殖快，也可在短时间内产生出大
量变异的后代。这种特性对于生产、生活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可

利用这种特性，人工或自然变异菌种，从变异的菌种中筛选出产量更高、适应性更强、生产效率

更高的菌株。例如，青霉素生产菌株产黄青霉（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ｃｈｒｙｓｏｇｅｎｕｍ），１９４３年生产时仅分泌
约２０单位的青霉素，通过不断地变异、筛选，现在的生产能力已超过８万单位。不利一面则是
这种特性会使菌种生产能力退化，生产性能下降。在医疗上，更是给治疗带来很大困难。例

如，有一种称为金黄色葡萄球菌（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的致病菌，在青霉素刚问世时，其耐药
菌株仅占１％，而到２０世纪末时已超过９０％。又如，一种被称为“超级细菌”的ＭＲＳＡ（耐甲氧
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自１９６１年在英国首次发现后，从１９７４年占正常菌的２％至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末已发展成全球最严重的医院内感染菌之一。２００５年，仅美国感染 ＭＲＳＡ者就达９．４万
人，其中１．９万人死亡。

５）分布广泛，种类繁多

微生物在自然界分布极为广泛。不论在动植物体内外，还是土壤、河流、空气、平原、高山、

污水、垃圾，即使一些极端环境如冰川、盐湖、沙漠、油井甚至火山口附近，都有微生物活动。

广泛的分布，多样的环境，造就了多样的微生物种类。微生物的种类繁多，迄今为止，人们

所知道的微生物有近１５万种，现在仍然以每年发现几百至上千个新种的趋势在增加。有人估
计已发现的微生物种类至多也不超过自然界中微生物总数的１０％。它们具有各种生活方式
和营养类型，大多数是以有机物为营养物质，还有些是寄生类型。微生物的生理代谢类型之多

是动植物所不及的。分解地球上储量最丰富的初级有机物———天然气、石油、纤维素、木质素

的能力，是微生物专有的。微生物有着多种产能方式，如细菌光合作用、自养细菌的化能合成

作用、各种厌氧产能途径；生物固氮作用；合成各种复杂有机物的能力；对复杂有机物分子的生

物转化能力。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是由各种微生物参与才得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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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是很多疾病发生的元凶，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敌人。在人类发展史上，造成

人类大面积死亡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不是战争，而是一些病原微生物的流行、传播。例如，６
世纪、１４世纪和２０世纪初的３次鼠疫流行共导致２亿人口死亡，大大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
死亡人数（７３５０万，分别为１８５０万和５５００万）；发生于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的“西班牙流感”曾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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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５０００万以上人口死亡；１９８１年发现的艾滋病，至今已导致约４０００万人口死亡；直到今天，
很多传染病仍然在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一些疾病无药可治，甚至没有疫苗可以预防，如

禽流感、疯牛病、ＳＡＲＳ（非典型性肺炎）、埃博拉等。
在另一方面，一些微生物却是人们对抗疾病的有力武器。哪一种药物是治疗感染、治疗炎

症的最有效药物？答案是“抗生素”。抗生素的生产就是通过培育一些微生物，然后提取其代

谢产物或进一步进行化学合成而生产的。抗生素是人类对抗传染病的有力武器，由于抗生素

的广泛使用，使许多细菌感染的疾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例如，死亡率很高的鼠疫，传染性很

强的流行性脑膜炎，病死率很高的细菌性心内膜炎，严重威胁儿童生命的肺炎，以及肺结核等

在抗生素出现以后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再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传染、死亡事件。

除了抗生素，通过微生物生产的药品还有维生素、氨基酸、核酸、酶及酶抑制剂、生物制品、

载体激素等。通过基因工程，微生物细胞更是能够提供医疗所必需的一些多肽类药物，如胰岛

素、干扰素、细胞因子等。

传染病危害

假想一下：几个近亲、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和你的许多邻居患上了令人痛苦的疾病，且

很快将要死去；医院中没有可利用的床，大部分医生和护士因为害怕被传染而放弃了工

作；地方电视台开始每天广播最近死亡数字和最新爆发的疫情，每次外出，你几乎都会看

见出殡的队伍。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无数次发现自己就处在以上虚构的情境中。一次又一次，人口

中大多数人被斑疹、伤寒症、天花和淋巴腺鼠疫等传染病所侵染。１４世纪中叶（１３４７—
１３５７年），仅黑死病就在短短的５年中毁灭了２５００万人（占欧洲和相邻地区人口的１／
４）。在过去几十年间，疫苗和抗生素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传染性疾病，甚至清除了如天
花那样的昔日祸源。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知识水平让我们已不像古人面对传染性疾

病爆发时惊慌失措，如今，我们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远非过去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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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的命名有两种：一是俗名（ｃｏｍｍｏｎｎａｍｅ），二是学名（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俗名即通俗
的名称，具有通俗易懂，大众化和简明等特点。例如，“结核杆菌”是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的俗名，“红色面包霉”是Ｎｅｕｒｏｓｐｏｒａｃｒａｓｓａ的俗名。俗名往往是区域性的称呼，同种微生物在
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使用目的时，往往有不同的俗名。例如，酵母（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可
用于酿酒、生产啤酒、酒精、做面包等，各个工厂就分别称它为“面包酵母”“酒精酵母”“啤酒酵

母”“酿酒酵母”等。这些名称很容易混淆，尤其不便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因此，每种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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