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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青少年读者对叶人与自然曳 叶走近科学曳 叶科学世界曳 叶飞碟探索曳等电

视科普节目尧期刊以及科幻小说的热爱袁从不同侧面印证了科普知识的特殊魅力遥

事实上袁正因为科学无处不在尧无时不有袁并深深地制约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

的未来发展袁从而使得在科普的名义之下袁必然形成根深叶茂的知识体系袁人们也

理应对此类出版物表现出足够的热情遥许多专家都曾指出袁目前中国青少儿科普图

书存在的问题袁主要表现在科普观念陈旧袁常常陷入灌输教育的尴尬模式袁这容易

减抑孩子们的兴趣袁好像科学就是难懂的名词尧枯燥的数字和干巴巴的定理遥的确袁

科普读物既不同于教科书袁也有别于文学创作袁要想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青睐袁

就必须在科学知识的严谨性和阅读过程中的趣味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遥 一旦这种

平衡得以实现袁就能真正引起青少年的阅读兴趣遥 要想做到这一点袁就应当摒弃成

年人的思维模式袁必须从青少年的阅读特性和趣味触角来创作袁而这正是本套叶当

代青少年科普文库新编曳的编撰目的遥

为了提供一套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心理和特点的百科全书类科普读物袁 并在

知识更新尧涉猎范围尧阅读趣味尧印装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打造袁力求以耳目一新的

面貌出现遥 为此袁叶当代青少年科普文库新编曳将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院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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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增加大量生动有趣的插图袁以图释文袁以图辅文袁利用视觉感官的冲击效

应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遥

渊二冤追求博物致知袁避免生硬尧单一尧枯燥的知识灌输袁拟采用更乐于让读者

轻松阅读的创作方法袁或制造话题袁或从故事出发袁或以提问方式袁或结合生活袁唤

起读者的好奇心遥

渊三冤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袁注重引起读者思考袁强调人文精神的传播遥 不仅

突显科学家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精神袁还要兼顾科学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袁彰显

在科学探索过程之中或之外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遥

渊四冤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袁总是不断有许多新的科学知识和热点值得传

播尧探讨袁拟在原套丛书基础上袁增加这部分内容遥

渊五冤语言描述力求深入浅出袁活泼尧生动尧有趣袁避免平淡枯燥尧单调无味的理

论灌输和说教遥

另外袁本套丛书着重兼顾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和趣味重心袁在图书内容的框架

搭建上袁主要是以影响面广尧趣味性强以及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知识为主遥 总的

来看袁本丛书的主要内容大体涉及数学尧物理尧化学尧医学尧生物尧农业尧环境尧海

洋尧天文尧地理尧电信尧工程等诸多领域遥 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够给广大青少年读

者带去广泛的知识袁 而且能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能以自己的思想对书中所表达

的知识点有所思考袁激发他们对科普知识的浓厚兴趣袁意识到大自然和人类社会

生活的神奇之处袁能够清醒地明白袁正是因为人类对地球生物的不断探索袁科学才

得以诞生遥

本书在编写时袁参考了数百种中外著名百科全书尧辞书尧学术专著尧论文尧史籍

文献及手稿口碑资料等袁限于篇幅和体裁袁未能一一注出袁谨向其作者表示谢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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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尧 病毒等病原微生物是很多大型传染疾病及疑难杂症产生的罪魁祸首遥

本书拟阐述细菌尧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致病种类与传染袁及由它们引起的在人类

历史上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大型传染疾病和难以攻克的疑难杂症袁包括这些疾病的

产生背景袁病理形态袁致病微生物类型袁致病原理袁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袁以及攻克

途径遥通过阅读袁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对病原微生物有所了解袁并能区别对待它们之

间的不同之处袁同时拓宽自己的知识范围遥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袁拥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遥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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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生物是指大量的、极其多样的、不借助显微镜看不见的微小

生物类群的总称。因此，微生物通常包括病毒、亚病毒（类病

毒、拟病毒、朊病毒）、具原核细胞结构的真细菌、古生菌以及具真核细

胞结构的真菌（酵母、霉菌、蕈菌等）、原生动物和单细胞藻类。但是有

些例外，如许多真菌的子实体、蘑菇等常肉眼可见；相同的，某些藻类能

生长几米长。一般来说，微生物可以认为是相当简单的生物，大多数的细

菌、原生动物、某些藻类和真菌是单细胞的微生物，即使为多细胞的微生

物，也没有许多的细胞类型。病毒甚至没有细胞，只有蛋白质外壳包围着

的遗传物质，且不能独立存活。微生物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广泛涉及健

康、医药、工农业、环保等诸多领域。

微生物分类及主要生物学特性
One

1 微生物的发现

微生物的形态观察是从安东·列文虎克发明

的显微镜开始的，他利用能放大50～300倍的显微

镜，清楚地看见了细菌和原生动物。他的发现和

描述首次揭示了一个崭新的生物世界———微生物

世界。在微生物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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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列文虎克发现微生物世界以后的200年间，微生物学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

形态描述和分门别类阶段。直到19世纪中期，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家才将微生物

的研究从形态描述推进到生理学研究阶段，揭露了微生物是造成腐败发酵和人

畜疾病的原因，并建立了分离、培养、接种和灭菌等一系列独特的微生物技术。

从而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同时开辟了医学和工业微生物等分支学科。巴斯

德和柯赫是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巴斯德和柯赫的杰出工作，使微生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形成，并

出现以他们为代表而建立的各分支学科，例如细菌学（巴斯德、柯赫等）、消毒

外科技术（J. Lister）、免疫学（巴斯德、Metchnikoff、Behring、Ehrlich等）、土壤

微生物学（Beijernck Winogradsky等）、

病毒学 （Ivanowsky、Bei jerinck等）、

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Bary、Berkeley

等）、酿造学（Hensen、Jorgensen等）

以及化学治疗法 （Ehrlish等）。微生

物学的研究内容日趋丰富，使微生物

学发展更加迅速。

2 微生物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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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微生物学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微生物学被牢固地建立起来。其后，它的主要发展

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传染病和免疫学，研究疾病的防治和化学治疗剂的功效；

另一方面是和遗传学的结合。

4 微生物的分类学地位

当人类在发现和研究微生物之前，把一切生物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大界———

动物界和植物界。随着人们对微生物认识的逐步深化，从两界系统经历过三界

系统、四界系统、五界系统甚至六界系统，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人Woese等

发现了地球上的第三生命形式———古菌，才导致了生命三域学说的诞生。该学

说认为生命是由古菌域（Archaea）、细菌域（Bacteria）和真核生物域（Eucarya）

所构成。除动物和植物以外，其他绝大多数生物都属微生物范畴。微生物在生

物界级分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Brown等依据平行同源基因构建“Cenancestor”生

命进化树，认为生命的共同祖先Cenancestor是一个原

生物。原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两个分支，一个是原

核生物，一个是原真核生物，在之后的进化过程中细

菌和古菌首先向不同的方向进化，然后原真核生物经

吞食一个古菌，并由古菌的取代寄

主的RNA基因组而产生真核生物。

从进化的角度，微生物是一切生物

的老前辈。如果把地球的年龄比喻

为一年的话，则微生物约在3月20

日诞生，而人类约在12月31日傍晚

7时许出现在地球上。

【 】 荫荫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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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

细菌、放线菌、螺旋体、 立克次氏体、衣

原体。

1.细菌

一类细胞细短，结构简单，胞壁坚韧，多以

二分裂方式繁殖和水生性强的原核生物。分布在

温暖、潮湿和富含有机质的地方。个体十分微

小，大约1000个细菌排成一排才有1毫米长。

2.放线菌

一类主要成菌丝状生长和以孢子繁殖的陆生

性较强的原核生物。分布在含水量较低，有机物

较丰富的，呈微碱性的土壤中。主要由菌丝组

成，包括基内菌丝和气生菌丝（部分气生菌丝可

以成熟分化为孢子丝，产生孢子）。

真核

真菌、藻类、原生动物。

非细胞类

1.病毒

一类由核酸和蛋白质等少数几种成分组成的

“非细胞生物”，但是它的生存必须依赖于活细

胞。形体极其微小，通常只能借助电子显微镜才

能观察到它们。一般直径在100nm左右，最大的

病毒是直径为200nm的牛痘病毒，最小的病毒是

直径为28nm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5 微生物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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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微生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传染病的流行

在人类疾病中有50％是由病毒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资料显示：传染病

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在所有疾病中占据第一位。微生物导致人类疾病的历史，也

就是人类与之不断斗争的历史。新现和再现的微生物感染还是不断发生，像大

量的病毒性疾病一直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一些疾病的致病机制并不清楚。大

量的广谱抗生素的滥用造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使许多菌株发生变异，导致耐

药性的产生，人类健康受到新的威胁。一些分节段的病毒之间可以通过重组或

重配发生变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流行性感冒病毒。每次流感大流行，流感病

毒都与前次导致感染的株型发生了变异，这种快速的变异给治疗造成了很大的

障碍。而耐药性的出现使原本已近控制住的结核感染又在世界范围内猖獗起来。

农业

积极开展某些植物致病微生物的基因组研究，认清其致病机制并由此发展控

制病害的新对策显得十分紧迫。经济作物柑橘的致病菌是国际上第一个发表了全

序列的植物致病微生物。还有一些在分类学、生理学和经济价值上非常重要的农

业微生物，例如：胡萝卜欧文氏菌、植物致病性假单胞菌以及我国正在开展的黄

单胞菌的研究等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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