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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闪闪”： 

放线菌和霉菌的异同点 

特征 放线菌 霉菌 

分类（主要区别） 原核生物 真核生物 

菌落形态 小 较大 

菌落质地 致密 疏松 

菌落正反面颜色 不同 不同 

有无菌丝 有 有 

菌丝形态 细而均匀 粗壮 

繁殖方式 

主要通过形成无性孢子的方

式进行繁殖，也可借菌体分

裂片段繁殖 

霉菌菌丝体上任一片段在适

宜条件下都能发展成新个

体，但在自然界中，霉菌主

要依靠产生形形色色的无性

或有性孢子进行繁殖 

分生孢子形态结构 简单 复杂（存在孢子囊、孢子梗） 

产生气味 泥腥味 霉味 

“考考你”： 

1、赤潮和水华的区别 

异同点 赤潮 水华 

发生环境 咸水 淡水 

定义 

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海水中某些浮

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增殖

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

有害生态现象 

由于生活及工农业生产中含有大量

氮、磷的废污水进入水体后，蓝藻（包

括颤藻、念珠藻、蓝球藻、发菜等）、

绿藻、硅藻等藻类大量繁殖后使水体

呈现蓝色或绿色的一种现象 

诱发因素 

浮游生物密度过高、人类活动的污

染、海水富营养化、海水温度偏高、

海域的封闭程度等 

水体的富营养化（重要因素）、水温、

洋流、水体的 pH 值、光照强度等 

危害 

在赤潮消失期，赤潮生物大量死亡和

分解，耗尽了水中的溶解氧，分解物

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恶臭难闻，严

重威胁海洋养殖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当体内积累了赤潮毒素的鱼虾、贝类

被人误食，会引起人体中毒，严重时

可导致死亡 

淡水中富营养化后，饮用水源受到威

胁，藻毒素通过食物链影响人类的健

康，蓝藻“水华”的次生代谢产物

MCRST能损害肝脏，具有促癌效应，

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存 

防治措施 

建立赤潮防治和监测监视系统、控制

海域的富营养化、人工改善水体和底

质环境、控制有毒赤潮生物外来种类

的引入 

打捞、絮凝除藻、生物控藻等 

2、古生菌的细胞膜和细菌和真核生物细胞膜的差异 

古生菌的质膜在本质上也是由磷脂组成，但它比细菌或真核生物具有更明显的多样性：

古生菌细胞膜中的磷脂亲水头与疏水尾之间是通过醚键而不是酯键连接的，形成甘油二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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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油四醚； 

当磷脂为二甘油四醚时，连接两端两个甘油分子间的两个甘油分子间的两个植烷侧链间会发

生共价结合，形成二植烷； 

古生菌存在着独特的二甘油四醚二植烷单分子层膜或单、双分子（甘油二醚植烷）层混合膜，

而细菌或真核生物的细胞质膜都是双分子层； 

同时古生菌质膜中的甘油分子 C 位连接的基团更多样，磷酸酯基、硫酸酯基； 

还有独特脂质：细菌红素、番茄红素、胡萝卜素、视黄醛等。 

3、芽孢的形成过程 

细菌的芽孢形成从形态学上讲大概分为 6 个时期（图 1），细菌经过非对称分裂，分隔

成小的部分为前芽孢，大的部分为母细胞，这时的变化和细胞分裂相似，表现为中膈不对称，

此时，肽聚糖合成停止；母细胞细胞膜磷脂合成活跃，细胞膜快速增长，并胞吞前体芽孢形

成双层膜结构；两层芽孢膜之间开始合成肽聚糖等物质形成初生芽孢壁和皮层物质，同时吸

收 Ca2+等二价阳离子，并在皮层外膜上形成芽孢衣，芽孢进一步成熟；母细胞溶解，芽孢游

离出来成为芽孢[1]。 

 

 

“帮帮我”： 

1、既不含甾醇又不含藿烷类分子的原核生物是如何稳定细胞膜的呢？如某些蓝细菌：聚球

蓝细菌属、螺旋蓝细菌属；紫硫细菌属，绿硫细菌属；古生菌等。 

2、为什么芽孢形成前要经过非对称细胞分裂？既然母细胞在芽孢形成的后期会被溶解同时

DNA 也会被降解，那么为什么前期要经过细胞分裂产生母细胞呢，不能直接使细胞膜内陷

将遗传物质都囊括进芽孢前体吗？ 

猜想：母细胞中可能需要有遗传物质来操控后续的芽孢形成过程中母细胞要起的作用，如胞

吞前体芽孢形成双层膜结构。 

3、蓝细菌常含 2～几个双键的不饱和脂肪酸，一般原核生物只含饱和或仅一个不饱和脂肪

酸，那么蓝细菌含特殊脂肪酸的意义是什么？ 

猜测：不同于饱和脂肪，多种不饱和脂肪在室温中是呈液态状态的，而且当冷藏或冷冻时仍

图 1 芽孢各个生命阶段循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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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液体的。单不饱和脂肪，比如在橄榄油中所发现的，在室温下为液体，但当冷藏时就会

硬化[3]。所以，蓝细菌含 2～几个双键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保持细胞膜的相对流动性，以保

证细胞在恶劣环境下（如低温）的正常生理功能，也许这也是蓝细菌能广泛存在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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