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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给人类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但同时，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造成了当代许
多重大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酸雨形成、温室效应与全球变暖、淡水危机与水体污染、生
物多样性锐减等。

微生物是指包括细菌、病毒、真菌以及一些小型的原生动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
生物群体，它个体微小，种类多，在环境治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书包括１６章的内容
以及附录部分，陆洪省执笔第２章、第１１章、第１５章和第１６章的主要部分内容并负责全书
统稿工作。昭日格图执笔第３章、第４章、第６章、第７章，以及第１６章的实验１１和实验

１２。郑庆福执笔第１章、第９章、第１０章、第１２章、第１４章和第１６章的实验５。国大旺执
笔第５章、第８章、第１３章和第１６章的实验６。本书的前半部分系统介绍了微生物的类群、
形态结构、营养、代谢调控、遗传变异等；后半部分主要介绍了微生物在当代重大生态环境治
理中的应用，包括温室效应控制、污染水体的治理、环境污染物的资源化利用、病虫害防治
等。另外，在第１６章中有多个微生物实验，其内容包括微生物培养基的制备，环境中微生物
的分离、筛选和对环境中有毒物质的降解等。本书主要目的是让读者全面掌握微生物学基
本知识和微生物的基本实验技能，深入理解微生物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作用，树立理论
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加强实践能力，增强创新能力。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适合用作下
列大学本科或研究生专业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生物工程、环境工程、微生物学、食品工
程、生物技术等。本书对从事环境保护的科技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许多优秀教材和文献，在此，向其作者表示衷心的
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再加上涉及内容较多，不妥或错漏之处难以避免，敬请各位专家、读
者提出宝贵意见。

山东科技大学
陆洪省

２０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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