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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读书笔记

1、微生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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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五大共性

意义：大的比面值 扩大了微生

物群体对外界营养物质的吸收

面、产物和废物的释放面、信息

和能量的交换面

五大共性基础和关键之所在

2、微生物学发展史：

微生物：一切微

小生物的总称。

是一些个体微

小、构造简单的

低等生物。

转化快
种

类

多 意义：微生物生长繁殖的物质基础

为物质转化、累积代谢产物提供条件

利用之，发挥微生物“活的催化化工厂”

之功能

积极作用：发酵工业，周转快，效率高；

科学研究，是生化、遗传的良好材料；农

业方面，成为缓解粮食危机的好帮手。

消极作用：使病原菌蔓延快，危害大。

生 物 界 的 变 异 率 相 同

( 10-5-10–10 )- 微生物界的

优势在于个体数惊人；

个体微小，提供了微生物极

其灵活的适应性；为适应多

变的环境，微生物产生了许

多灵活代谢调控机制

为生物圈的开拓者和永久居民；虽

然目前已定种的微生物只有大约

10 万种，远较动植物为少，但一

般认为目前为人类所发现的微生

物还不到自然界中微生物总数的

1%。

约公元前 8000 年

1676 年

史前期（朦胧时期）：

漫长个体未见（特指细

菌细胞）；应用凭经验，

即通过不断的实践。

1861 年

个体微小，视而不见。

外貌不显，作用轻视。

杂居混生，功过难断。

因果难联，常受蒙骗。

长期处于

“ 微 盲

期”

初创期（形态学时期）：

观察微生物个体；形态描

述。在微生物学发展的初

创阶段，伴随显微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提高。

1664 年英国人 Robert Hooke（胡克）用显微镜观

察植物细胞（壁），观察到霉菌

1664-1695 年：荷兰人 Antonyvan Leeuwenhoek（列

文•虎克）制造分辨率大的 单式显微镜。
微生物的先驱者 Leeuwen
hoek 列文•虎克观察到细

菌。
微生物学之父-法国人巴斯德：发现并证实发酵是由微

生物引起的；彻底否定“自然发生”学说；免疫学—

—预防接种首次制成狂犬疫苗；其他贡献——巴斯德

消毒法：60～65 ℃进行短时间的加热处理，杀死有害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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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生物学的发展促进人类的进步：微生物在医疗保健、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生命科学基础

研究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理想材料：粗糙脉孢霉 (红色面包霉）Neurospora crassa；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酿

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E. coli 的 T 系噬菌体

第二部分： 回顾与思考（1、亮闪闪 2、考考你 3、帮帮我）

1、亮闪闪

a、Wose 根据 16S rRNA/18S rRNA 区别提出了三域学说，将生物界分为了：细菌域、古生菌域和真核生物域。

b、细菌学的奠基人科赫提出证明某种微生物是否为某种疾病病原体的基本原则 ——著名的科赫原则

 在每一相同病例中都出现这种微生物——（相关性）

 要从寄主分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养基中培养出来——（可分离培养）

 用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接种健康而敏感的寄主，同样的疾病会重复发生——（可人工感染）

 从试验发病的寄主中能够再度分离培养出这种微生物来——（可再分离）

2、考考你

a、微生物的五大共性及其关系：体积小 比表面积大 吸收多 转化快 生长旺 繁殖

快 易变异 适应性强

分布广

种类多

1897 年

1953 年

至今

奠基期（生理学时期）：时间

短：1861~1897 学科奠基，发展

迅猛；贡献大：研究的独特技术

和方法创立，包括：显微镜技术；

无菌技术，分离纯化技术等。理

论联系实践开创了寻找病原菌的

“黄金时期”。各应用性分支学科

诞生。

发展期（生化水平研究时

期）：开创微生物生化研究新

时代：由微生物时代转向维

生素、酶、抗生素时代；分

支新学科（抗生素学、普通

微生物学等）诞生；各相关

学科和技术相互渗透和促

进，加速微生物学的发展。

著名的曲颈瓶试验无可辩驳

地证实，空气内确实含有微生

物，是它们引起有机质的腐

败。彻底否定“自然发生”学

说。建立“胚种学说”。

外科手术器械消毒奠基人-英国人约瑟夫•李斯特：

以巴斯德在酿酒中的研究为基础，提出微生物是外

科手术感染的主要原因（1867）；发明用石炭酸(苯
酚)消毒手术器械、衣物和 手术环境，可大大降低

感染的机会。

细菌学的奠基人-德国人罗伯特•科赫：微生物学基本操

作技术方面的贡献：细菌纯培养方法的建立（纯种分

离技术）；设计了各种培养基，实现了在实验室内对各

种微生物的培养（悬浮培养法）；流动蒸汽灭菌；染色

观察（细菌细胞染色技术）和显微摄影；具体证实了

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病原菌（1876）；发现了肺结核病

的病原菌

生物化学奠基人-德国毕希纳（E.Büchner）：无细胞酵

母菌汁即酒化酶 Zymase

英国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了

青霉素，从而开创了使用抗生素治疗疾病的新纪元。
成熟期（分子生物学时

期）：揭示微生物的各种生

命活动规律；传统的工业发

酵到发酵工程；分支学科的

发展；微生物学的基础理论

和实验技术；推动来生命科

学各领域飞速发展；微生物

基因组→生物信息学时代

的到来

分子生物学奠基人-沃森（F. Crick，）和克里克（J.
Watson）：1953 年提出 DNA 双螺旋结构

科赫法则：相关性、

可分离培养、可人工感

染、可再分离。

20 世纪生命科学发展

的四大里程碑（ DNA
功能的阐明、中心法则

的提出、遗传工程的成

功、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实施 ）

（微生物在不断进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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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列出几种（至少三个）生命科学研究的理想材料（拉丁名）：粗糙脉孢霉 (红色面包霉）——Neurospora
crassa；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E. coli 的 T 系噬菌体。

c、列出几个对微生物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几个（至少六个）人物：微生物学先驱者-列文虎克；微生物学

之父-巴斯德；细菌学奠基人-科赫；生物化学奠基人-毕希纳；分子生物学奠基人-沃森和克里克等。

3、帮帮我

a、结合微生物繁殖快、易变异等的特点在进行微生物的分离及纯种培养中如何确保我们得到的菌里只含有

一种并且是我们想得到的菌？

b、从生命起源的角度来看“自然发生说”的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道理？

c、人体肠道中的微生物与机体总是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才得以使机体保持健康，这种状态是由什么因素决

定的呢？肠道内的微生物与自然界中存在的其它同种微生物是否完全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