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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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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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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人类很早就知道猎取动物当食品，栽培植物收获粮

食，掌握并发展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畜牧业和农业。

但是，最古老的微生物却一直默默无声地渡过了漫长的

岁月，即使人们已经在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其他许多

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时候，对于微生物王国几乎是

一无所知。尽管人们早已懂得利用微生物来酿酒、发酵、

造醋，但由于它们太小，人的肉眼无法看到，人们仍无从

知道它们的存在。

直到３００多年前，列文虎克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

能放大２００倍的显微镜，人类才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微生

物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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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看门人———列文虎克

列文虎克（１６３２—１７２３年），荷兰人。列文虎克出生

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１６岁的他就离开了家乡，来到了荷

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在一家杂货铺里当学徒。白天，他

忙着干活，一到晚上，店铺关门后，他就借着灯光读自己

喜欢的书。这段时间，列文虎克从书本上学到了许多东

西。他从书中知道了天空、宇宙，也从书中认识了许多动

物、植物和小昆虫。杂货铺的隔壁是一家眼镜店，他有空

就向师傅们学习磨眼镜片的技术。他还从一些手艺人那

里学会了做金银饰品的手艺。在六年的学徒生活中，他

学会了许多在学校无法学到的东西。

当列文虎克知道通过磨制的玻璃片可以将小的东西

放大后，产生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如果能制造一种可以把

看到的东西放大许多倍的特殊镜片，用它来观察微小的

事物该有多好！

列文虎克的学徒期满后，他开始为谋生而四处奔波，

可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几十年过去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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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

他回到故乡做了一个看门人。看门人工作非常清闲，利

用自己充裕的时间，他开始了艰苦的磨制显微镜镜片的

工作。经过许多天的辛劳，他终于做成了可以放大近

２００倍的世界上第一台显微镜。

显微镜做好后，列文虎克开始到处收集微小的东西

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有一次，他从牙缝里取下牙垢，然后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他惊奇地发现：牙垢里竟然有许许

多多小生物，它们像鱼儿一样来回游动。他仔细地把看

到的东西画在本子上，并详细记录了观察的结果。

从此以后，列文虎克每天都在不停地观察着、记录

着，他的标本越来越多。他把这些观察结果寄到英国皇

家学会，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个微小

的尚不被人所知的世界。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列文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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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的显微镜

的家乡，想要看一看这些居然连肉眼也看不到的微小生

物。列文虎克通过自己亲手制作的显微镜，第一个观察

到了细菌。但由于当时的科学还不发达，就连列文虎克

自己也不知道他发现的这些细菌到底是些什么，他只是

把它们叫做可爱的“小动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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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巴斯德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在列文虎克发

明显微镜一百多年后，显微镜的制造技术也在不断地进

步。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以及它的性能质量都得到显著提

高。科学家们利用显微镜观察了许多物体，并在高山、海

洋、河流、沙漠等地都发现了微生物的足迹。

但是，当时的人们仍然不明白，细菌等微生物到底与

人类有什么关系？细菌在人类的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

在当时，这就像一个谜一样摆在人类面前，许多科学家都

研究、探索这一问题。在科学家的努力下，微生物世界的

秘密开始逐渐被人们认识，第一个完整揭开细菌秘密的

是巴斯德。

巴斯德（１８２２—１８９５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

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１８２２年巴斯德出生于法国东

部的阿尔布瓦，早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

曾痴迷于化学，并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促使巴斯德的兴趣转移到研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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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上来。１８５５年，他正研究分子的不对称性，实验用

到的酒石酸盐溶中常常长霉。本来这是件很平常的事，

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变坏的制剂扔掉就算了，但巴斯德不

这样。他仔细研究了不同构形的酒石酸盐对霉菌的易染

性，结果他发现霉菌只利用Ｄ型酒石酸盐。于是一种利

用生物法分离酒石酸异构体的简单而巧妙的方法被他发

现了。同时在这过程中，奇妙的微生物世界引起了他极

大的兴趣。后来，他在里尔大学任教期间，为了解决酒变

质等问题，他开始正式与微生物打交道，从此与微生物结

下了不解之缘。

巴斯德

１９世纪中后期，十分发达的

法国酿酒和蚕丝业突然遇到了酒

的变质和蚕的微粒子病的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着法国的经

济发展。１８５６年夏天，巴斯德应

一些酒厂主的请求，开始研究解决

酒发酸的办法。在显微镜下巴斯

德发现，好的酒中有一种球形的胖

胖的细胞，即酵母菌，这些酵母使

糖发酵成酒精；而变质的酒中的细胞是杆状的，这些即乳

酸菌和醋酸菌等杂菌，正是这些杂菌使酒精氧化变酸。

由此，他得出结论：发酵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而不是单纯

的化学变化，不同种的微生物引起不同类型的发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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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第一次认识到微生物的作用及其引起的现象的本

质。巴斯德认为，防止酒变质的最好办法是清除酒中的

杂菌，于是他发明了低温（６０～７０℃）下缓慢加热灭菌的

方法。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当时法国长期无法解决的

酒变酸变质的问题，而他发明的低温灭菌法———巴氏消

毒法，今天主要用于鲜奶等食品饮料的灭菌处理。因为

这样消毒既可杀灭食品饮料中的致病杂菌又能保持食品

饮料风味不变。

１８６５年，巴斯德又开始对欧洲正流行的蚕病———微

粒子病的研究。在显微镜下，他发现了引发这种病的病

原微生物。巴斯德认为，防止该病的方法只有抛弃所有

感染的蚕及被污染的桑叶，然后从头开始。这种措施拯

救了当时濒临崩溃的丝绸工业。巴斯德在对蚕的微粒子

病的深入研究的同时还研究了鸡霍乱，牛、羊炭疽病，人

的狂犬病，发现这些传染病都是由病原微生物所引起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鸡霍乱的病原菌放置一段时间

后，毒力会大大的减弱，而将减毒的鸡霍乱的病原菌注射

到健康的动物体内后，不但不引起发病，反而可以抵抗强

力致病的鸡霍乱菌的侵害，由此，他发明了接种减毒菌苗

的方法。借助这一原理，在１８８５年，巴斯德第一次用他

制成的狂犬病减毒疫苗挽救了一个被疯狗严重咬伤的男

孩。而在此时之前，人被疯狗咬伤只能等死而已。现在

我们预防狂犬病同样得益于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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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争期间，他为法国的野战医院的悲惨景象所

震惊。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诫医生们，把做手术用的工

具煮沸，将绷带熏蒸，以杀灭微生物来防止感染。医院采

用后，马上使手术的死亡率一下从９０％下降到１５％，挽

救了大批士兵的生命。

此外，巴斯德还以简单而巧妙的实验否定了微生物

的自然发生说，为人们对引起食品腐败的微生物来源的

认识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巴斯德一生都致力于微生物的研究，他第一个指出

了细菌和人类生命健康的关系以及细菌在人类的日常生

活中的作用，为人类认识微生物及清除微生物带来的危

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公认的工业微生物和医学微

生物的奠基人和历史上生物学方面最伟大的科学家之

一，他开创了细菌研究的新时代。

乡村医生———科赫

在历史上，像炭疽、结核病、霍乱、鼠疫等传染病曾夺

去了千百万的生灵，给人类和家畜带来了无数次的灾难。



　　　　　　　　　　

９　　　　

?
微
生
物
探
微

为了征服自然，战胜疾病，人类同传染病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斗争，在这当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罗伯特·科赫

就是其中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科赫在实验室

罗伯特·科赫 （１８４３—１９１０年），德国医生和细菌

学家，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１８４３年１２
月１１日，科赫出生在德国汉诺威的一个普通家庭，１８６６
年毕业于戈丁根大学医学系。普法战争期间，他曾经随

军做外科医生。战后，他定居于布雷斯劳，作了一名乡村

医生。在乡村期间，他一边给村民看病，一边废寝忘食的

研究细菌。当时炭疽病在欧洲肆虐，牛羊大批地死亡，许

多人也由于接触患病动物而感染，死于非命，科赫所在的

布雷劳斯地区也未能幸免。为了战胜这个疾病，科赫开

始了炭疽病的研究。他把因患炭疽病而死的牛羊的血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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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片上，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现除圆饼状的血细

胞外，还有一小条一小条像小火柴棒一样的小虫在动，而

他在检查健康牛羊的血时却从未发现过这东西。于是他

把带有这小棒一样东西的牛羊血注射到健康的牛羊身

上，不久健康牛羊也得了炭疽病死掉了。他再去检查这

些死掉的牛羊的血，结果发现这些牛羊的血中也有了这

种小虫。原来牛羊炭疽病是由于这种杆状的小虫子在作

怪！之后，他又在小白鼠身上作了同样的实验，得出同样

结果。科赫进一步把这小棒状的细菌放在体外营养液中

培养，并转移多次，再接入到动物体内，同样也能引起相

同的疾病。这样，他发现并分离了这种致病菌。这也是

人类第一次证明：特定的疾病是由特定的微生物所引

起的。

科赫于１８８０年转到柏林帝国医院工作，在这里他拥

有了良好的实验室和助手。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发明了两

种研究细菌的方法，一种就是用固体培养基来分离纯化

细菌。因为以前用液体培养基培养细菌，几种细菌在一

起混合生长，很难把他们分开。而在固体培养基表面，一

个孤立的细菌固定在培养基上的某一点上生长繁殖，形

成一个菌落。由于这菌落来源于同一种细菌，因此是纯

的。然后，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这些菌落移植到其他培

养基上，从而纯化细菌。另一种是就是对细菌用苯胺进

行染色，使本来在显微镜下透光只能模糊看到的细菌，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