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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斗转星移，岁月

悠悠，勤劳的儿女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数的知识

财富，只有了解、掌握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再创辉煌。

作为新世纪的领跑者，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应该加深

对世界的了解，了解世界最新的技术和灿烂的文化，同

时，不断地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在

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为此我们本着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朋友服务的宗旨编

写了这套《科学奥秘丛书》，本书语言平实易懂，文中包括

天文、地理、材料、能源、海洋、昆虫、动植物各类知识，使

人增长智慧，了解前沿科学，激发青少年朋友学习的兴

趣。

—１—



同时也希望本套丛书能帮助青少年朋友更好的掌握

科普知识，提高科学素养，成为新世纪全面发展的人才。

由于时间仓促，兼编者水平有限，文中如有纰漏，望

能多多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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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家族

细　菌

　　第一个发现细菌的是谁？

细菌很小，必须用显微镜把它们放大几千倍甚至几

万倍我们才能看到，但在微生物家族中，细菌在自然界中

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与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最密切。细菌

无细胞核，都是以单个细胞形式存在的，衡量它的单位是

微米（千分之一毫米）。一个细菌一般只有一微米那

么大。

细菌形态多样，但基本的形态只有三种，即球状、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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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与螺旋状。据此我们把细菌分为球菌、杆菌和螺旋菌

三种。根据球菌分裂后排列的形状情况，又可分为双球

菌、链球菌、回联球菌、八叠球菌和葡萄球菌等。很多球

菌存在于人畜和空气体内，多数为非致病菌，但也有一些

可致病菌，如引起人肺炎的双球菌，引起人畜化脓炎症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等。

杆菌又可分为短杆菌、球杆菌、长直大杆菌、棒状杆

菌和梭菌等。自然界中细菌多是杆菌，杆菌中有许多是

致病的，像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坏死杆菌、沙门氏杆菌、

丹毒杆菌、布氏杆菌、巴氏杆菌等，它们可引起烈性传染

病，严重地危害人畜。梭菌是由于杆菌的菌体内形成一

个比菌体直径大的芽孢，而形成外形如织网的梭状。有

的梭菌能产生强烈的外毒素，可引起人畜中毒，如破伤风

梭菌能产生神经痉挛毒，从而引起人畜强直症；又如肉毒

梭菌产生的肉毒素是现知毒物中最毒的一种，１毫克毒

素能致死１０９只小白鼠，也可使几十万人死亡。

螺旋菌又可分为弧菌和螺菌。菌体只有一个弯曲度

的细菌是弧菌。人霍乱弧菌就是我们熟悉的一种弧菌。

呈数次旋转螺旋形的是螺菌，比如空肠结肠弯杆菌。

细菌有基本结构和特殊结构两种结构。基本结构包

含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及少量的细胞器，没有细胞核，

核内的遗传物质均分散在细胞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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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细菌有特殊结构，如黄膜、鞭毛、芽孢和菌毛。

黄膜是细菌胞壁外的一层滑液样物质，在白细胞捕捉细

菌的时候，细菌依靠它逃逸。芽孢是在条件恶劣的情况

下，有的菌体发生浓缩、外壳变厚所形成的一种小体，它

可以帮助细菌躲过难关，并在条件适宜时重新长成菌体。

鞭毛是细菌长出的长长的尾巴或长毛，它可以摆动，细菌

靠它可以运动。菌毛是细菌周身长的一层细绒毛，通过

菌毛可以黏附在寄生物表面。

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细菌时刻进行着新陈代谢，

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合成菌体组成成分，分解一些

物质，获得能量。在新陈代谢的同时，细菌也进行着生长

和繁殖。这都是一些生物化学反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需要各种酶（生物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是一种蛋白质）

参与，不同的细菌有不同的酶系统，因此就可以通过鉴别

所含的酶来鉴别细菌。

细菌与外界环境间的物质交换很迅速，而且生长很

快。一般细菌只要十几分钟到几分钟就可完成一个世

代，它们繁殖的方式是二分裂法，即一个变二个、二个变

四个、四个变八个，依此下去，一个细菌在合适的条件下

培养２４小时后，可以达到万亿亿（１０２０）个细菌。从一个

细菌起，在这短短的２４小时内所进行的物质交换可达

１０１７千克以上。可见细菌的繁殖和代谢是多么的神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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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细菌的种类非常多，所有的寄生性细菌和

腐生性细菌都在生态系统中起分解作用，即分解有机物，

使有机物还原为矿物态的无机物，供植物利用。它们分

解动植物的尸体、排泄物和分泌物，分解食物残渣，甚至

分解活的机体，让有机物质变成无机物质，使地球上有限

的物质资源能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而不致枯竭。这类

起分解作用的细菌就是异养菌。除异养菌外在自然界中

还存在种类、数量繁多的自养菌，这些细菌有的能氧化无

机物，像硝化细菌、硫化细菌和氢细菌，它们通过氧化无

机物质获得能量，利用这些能量再同化ＣＯ２，合成菌体所

需的成分。有些细菌菌体中具有光合色素，它们能像绿

色植物一样直接利用光进行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如

紫色细菌、蓝细菌、绿硫细菌等。很多这些类型的细菌，

在其生长过程中不需要有机物，有机物存在反而会抑制

它们生长。

在自然界的物质转化中细菌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它们多数对我们有利。由于这些细菌的存在，自然界的

Ｎ、Ｃ、Ｓ等许多元素及其所组成的物质处于循环往复的

转化中，这些细菌同时改善了土壤的结构和成分。这对

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动植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从土

壤中汲取养分。当然，在自然界中还存在着一小部分致

病性细菌，它们能引起各种动植物病害，有的甚至导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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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所以说细菌既是人类的朋友，也是人类的敌人。

答：１７世纪（１６７６年），荷兰科学家列

文·虎克用自制单镜片显微镜首先发现了

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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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菌

　　真菌是一种什么微生物？

真菌在自然界中种类繁多，分布很广，现已发现的真

菌就有十万多种。它们包括单细胞真菌———酵母菌、丝

状真菌———霉菌和大型真菌。

真菌与微生物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有很大的差别。首

先它跟高等生物一样，属于真核型，即有完整的细胞核，

细胞中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器。其次许多真菌是肉眼可见

的，如梅雨天时，许多东西长霉，可看到毛茸茸的苗丝；我

们平常吃的蘑菇、香菇、药用的灵芝、冬虫夏草等；还有一

些蕈类子实体直径可达１米左右，它们也都属于真菌。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肉眼看见的，把它们当作微生物似



　
　
７









































　　　　

乎不妥。但它们在生物特性上与高等生物存在很大差

异，它们又的确属于微生物。

酵母菌

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酵母菌，做馒头、面包、酿造啤

酒等都要用它发酵。酵母菌是分属不同种群的单细胞真

菌的一个总称。酵母菌多数属单细胞，形状因种而异，但

基本形状为卵圆形、球形和圆柱形。有些酵母在无性繁

殖过程中子细胞与母细胞不分离而连成丝状，如热带假

丝酵母。由于种类不同，酵母菌细胞大小差别很大，一般

长２～３微米，有些却长达５０微米，宽度通常在１～１０微

米。在培养基质上酵母菌生长情况与细菌相似。酵母菌

的结构与高等生物的细胞相似，含有细胞壁、细胞膜、细

胞质和细胞核及各种细胞器，如内质网、线粒体、核糖

体等。

酵母的繁殖方式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种，以无

性繁殖为主。无性繁殖又分芽殖和裂殖两种，前者在母

细胞表面，向外突出形成一个小芽，最后芽体脱落，形成

新个体，多数酵母以这种方式产生子代。而后者像细菌

一样，母细胞一分为二，形成二个新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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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状真菌

大多数真菌都是由有分枝的菌丝组成，纵横交错的

菌丝组成菌丝体，有的在此基础上再形成形状各异的子

实体。菌丝分为无隔菌丝和有隔菌丝两类。整条无隔菌

丝也就是一个多核的单细胞，中间没有横膈膜，菌丝在生

长过程中只有细胞核在分裂和原生质在增长，而细胞数

目没有增加。有隔菌丝在菌丝中有横膈膜隔开，每一隔

是一个细胞，因而，有隔菌丝为一个多细胞体，在菌丝生

长过程中，每个细胞也随之分裂，因而细胞数在不断

增加。

丝状真菌的菌丝直径在３～１０微米左右。菌丝细胞

是由细胞膜、细胞壁、细胞质和细胞核及细胞器组成的。

丝状真菌的菌丝体，虽不像高等植物一样有根、茎、叶的

分化，但还是有功能分化的。有生长在固体基质中的，可

以摄取营养的营养菌丝；也有菌丝伸展在空气中，向上生

长，故叫做气生菌丝；气生菌丝生长到一定阶段，顶部的

菌丝就成熟分化成繁殖器官，在其顶端可产生孢子，这段

菌丝就叫繁殖菌丝。

丝状真菌分为大型真菌和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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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真菌个体很大，这些真菌除形成菌丝体外，在一

定条件下，还能形成子实体。我们看到的像伞状、蛋状或

云朵状的蘑菇、香菇及灵芝这些都是子实体。它们包括

药用菌和食用菌。食用菌大多含有较多的氨基酸和蛋白

质及许多维生素，是很好的食物资源和保健用品。药用

菌含有一些多糖类物质，可以用来抗癌等。

我们平常看到东西发霉的现象，是由霉菌这类微生

物引起的。在基质上长成棉絮状、绒毛状或蜘蛛网状的

丝状真菌总称为霉菌。霉菌的繁殖方式有无性和有性繁

殖两种，它们多数都以产生孢子的形式进行繁殖。霉菌

的种类很多，常见的霉菌有：脉孢菌、曲霉、根霉、毛霉和

青霉。

根霉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广，常出现在淀粉食品上，引

起食品霉变。酿酒工业常用根霉作为糖化菌。在工业上

也常用根霉来生产各种有机酸。

毛霉主要存在于蔬菜、水果、土壤、堆肥及各种富含

淀粉的食品上。毛霉分解蛋白的能力很强，常用于制作

豆腐乳。工业上用毛霉生产柠檬酸和淀粉酶等。

脉孢菌又称链孢菌，是生化和遗传研究的良好材料，

有些会造成食品腐败。由于脉孢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维生素，常用于饲料制作及工业发酵。

曲霉分布也很广泛，在谷物、空气、土壤及各种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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