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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4_A5_E7_A7_91_E6_c73_113703.htm 基础： 一、了解微

生物及微生物的五大共性。 二、了解微生物学的研究内容和

根本任务⋯⋯ 三、了解微生物发展史上和主要代表人物的贡

献。 原核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 一、了解细菌的形态、

大小、结构与功能（包括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内含物

和核质体这些一般构造，芽孢，糖被，鞭毛，菌毛和性毛等

特殊构造）、繁殖方式、菌落特征、食品发酵工业中有重要

用途细菌的菌名和用途。 二、理解G 和G-菌细胞壁的组成、

构造及革兰氏染色的机理；溶菌酶与青霉素的作用机制；了

解4类缺壁细菌的形成、特点和实际应用。 三、理解液态镶

嵌模型、芽孢的耐热机制。 四、了解放线菌的形态构造、繁

殖方式、菌落特点和有重要用途放线菌的菌名和用途。 五、

了解古生菌的主要类群，在进化途径和细胞结构上的特点。 

六、了解蓝细菌、支原体、衣原体和立克次氏体的主要特点

。 真核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 一、了解菌物、真菌、酵

母菌、霉菌和蕈菌的范畴；了解真核微生物的细胞构造及原

核生物与真核微生物的不同。 二、了解酵母菌的形态和大小

、繁殖方式、生活史、菌落特征、食品发酵工业中有重要用

途酵母菌的菌名和用途。 三、了解霉菌菌丝和菌丝体的类型

、特化结构、霉菌的繁殖方式、菌落特征、食品发酵工业中

有重要用途霉菌的菌名和用途；熟悉根霉、毛霉、梨头霉、

青霉、曲霉的菌体形态和菌落形态。 病毒和亚病毒： 一、掌

握病毒的特性；了解病毒粒的构造、成分、对称机制；病毒



核酸的类型。 二、熟悉噬菌体与宿主的关系。 三、理解病毒

的复制周期（烈性噬菌体的裂解性生活史）；一步生长曲线3

个时期的特点，潜伏期、裂解量的计算；病毒基因组表达与

复制的特点；噬菌体效价的测定方法。 四、理解温和噬菌体

的存在形式、溶源性细菌的特性和溶源转变的现象和本质。 

五、了解噬菌体侵染与异常发酵。 六、了解病毒多角体的实

际应用。 七、了解类病毒，拟病毒，朊病毒。 微生物的营养

和培养基： 一、了解微生物所需营养物的种类及功能（六大

营养要素；生长因子的种类）。 二、了解微生物的营养类型

（以能源和碳源来划分）。 三、掌握配制培养基的原则；了

解四大类微生物常用的培养基、培养基的分类（根据对培养

基成分的了解分类；根据物理状态分类；根据用途分类：选

择性培养基，加富培养基，鉴别性培养基）；理解选择性培

养基、加富培养基和鉴别性培养基的应用原理及在特定微生

物筛选、鉴别中的应用。 四、了解特定微生物的筛选方法（

选择性培养基，选择性培养条件） 五、了解营养物质进入细

胞的4种方式的特点。 微生物的新陈代谢： 一、理解化能异

养微生物产能方式和微生物发酵类型的多样性。 二、理解化

能自养细菌中，亚硝化细菌和硝化细菌获得ATP和NAD（P

）H的方式。 三、了解3种光合磷酸化途径的特点和代表微生

物。 四、了解自养微生物固定CO2的卡尔文循环的3个阶段和

特有酶。 五、了解生物固氮的微生物种类和固氮条件。 六、

理解肽聚糖的生物合成组装过程；青霉素、D-环丝氨酸和杆

菌肽的抑菌机制。 七、了解初级代谢（物）与次级代谢（物

）。 八、了解微生物代谢调节的两种主要方式。 微生物的生

长及其控制： 一、理解微生物的生长量的测定方法。 二、理



解典型生长曲线各时期的特点、对数期相关参数的计算、缩

短延滞期的常用手段等相关内容。 三、理解恒化连续培养和

恒浊连续培养的原理及用途。 四、了解同步培养的目的和方

法； 五、理解温度、氧气、pH、水活度和渗透压、辐射等环

境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了解微生物与氧的关系（依照氧与

微生物的关系，可将微生物分为好氧菌和厌氧菌两大类，细

分为5类），并理解氧对厌氧菌毒害的机制；了解培养过程中

培养基pH变化的原因及调节的方法。理解嗜冷菌，中温菌，

嗜热菌；嗜酸微生物，嗜碱微生物等含义。 六、理解灭菌、

消毒、防腐、化疗的异同和了解其具体措施，掌握常用的物

理和化学的消毒灭菌法的条件和作用原理，如巴氏消毒法、

高压蒸汽灭菌法、紫外线。了解常用消毒剂和防腐剂的种类

及作用原理和石炭酸系数的含义。 七、理解抗代谢药物（如

磺胺药）和常用抗生素的作用机制。 微生物的遗传变异和育

种： 一、了解证明核酸是遗传变异物质基础的3个经典实验

。 二、了解质粒的特点及主要类型。 三、理解基因突变的类

型和基因突变的规律。 四、了解常用诱变剂及其诱变机制；

掌握诱变育种（如UV诱变）的操作程序，常用的初筛方法，

如筛选营养缺陷型突变株的主要步骤和方法，抗生素高产突

变株及抗性突变株的筛选方法。 五、理解艾姆氏法检测致癌

剂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六、掌握原核生物和真核微生物基因

重组的方式。理解E. coli F 、F-、Hfr和F‘菌株的异同及相互

间关系。了解原生质体融合的基本操作及优点、酿酒酵母有

性杂交的育种程序。 七、了解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 八、理

解菌种衰退与防止措施；菌种保藏的原理与常用的保藏方法

。 微生物的生态： 一、了解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和微生



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二、掌握从含菌样品中或从自然界

筛选菌种的主要环节和纯种分离的方法。 三、理解微生物间

及微生物与其它生物间的关系。 四、了解微生物在自然界碳

、氮循环中的作用。 五、了解微生物法处理污水的基本原理

、污水处理的几种装置及相关名词。 六、理解检验饮用水的

质量时，选用大肠菌群数作为主要指标的原因和大肠菌群数

的检测方法。 传染与免疫： 一、了解与病原体的毒力相关的

内容，如外毒素、内毒素、类毒素、抗毒素和内毒素的检测

等。 二、理解免疫的概念和三大功能；非特异性免疫；特异

性免疫。 三、了解抗原、抗体、单克隆抗体和淋巴细胞杂交

瘤技术等内容。 四、了解主要的抗原抗体的反应。 五、了解

免疫标记技术；免疫生物的种类。 微生物的分类和鉴定： 一

、了解分类单元。 二、了解学名的国际命名法则双名法的构

成；熟悉常见和重要微生物的学名。 三、理解微生物分类鉴

定中的经典方法和现代方法。 四、了解五界分类系统、六界

分类系统、三域系统。 五、了解权威性的原核生物分类系统

和菌物分类系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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