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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养类型：根据细菌对营养物质需要的不同，将细菌分为

两大营养类型。 （1）自营菌：能以简单的无机碳化物、氮

化物作为碳源、氮源，合成菌体所需的大分子，其能量来自

无机化合物的氧化（化学能），也可通过光合作用而获得（

光能），如固氮菌。 （2）异营菌：不能以无机碳化合物作

为唯一的碳源，必须利用有机物如糖类、蛋白质、蛋白胨和

氨基酸作为碳源和氮源，仅有少数异营菌能利用无机氮化物

，以合成菌体所需的大分子，其所需的能量大多从有机物质

氧化而获得。异营菌包括腐生菌和寄生菌两类。腐生菌以无

生命的有机物质作为营养物质；寄生菌寄生于活的动植物，

从宿主体内的有机物质中获得营养。所有致病菌都是异营菌

。 2.营养物质：营养物质包括水、碳源、氮源，无机盐类和

生长因子等五类。 3.营养机制：细菌的细胞壁和细胞膜都具

有半透性，只能使水分和小分子溶质透过，而大分子蛋白质

、多糖、脂类需经细菌的胞外酶水解成小分子物质后，菌体

才能吸收（转运）。转运的方式有三类：①离子转运；②透

性酶转运；③磷酸转运系统。 （1）被动扩散：细菌依靠群

体表面细胞壁和细胞膜的半透性来调节各种营养物质的摄取

。 （2）主动吸收：细菌将许多营养物质以高于细胞外浓度

积累在细胞内的过程称为主动吸收。 （3）基团转位：基团

转位亦是一种需要消耗能量的运输营养的方式。它是靠胞外

酶将糖类等物质与一种耐热蛋白（HPr）与磷酸结合，使糖



类等磷酸化而运送到菌体内，再与HPr解离。 （二）细菌生

长繁殖的条件 在合适条件下，细菌从外界摄取营养，进行分

解代谢，获得原料和能量，同时进行合成代谢，合成菌体所

需的成分。故细菌代谢的结果，使细菌得以生长繁殖。其生

长繁殖必须的基本条件有4个方面。 1.营养物质：细菌所需的

营养物应按一定的方式配比提供。充足的营养是细菌进行新

陈代谢的物质基础，包括水分、无机盐类、蛋白胨和糖等。

对营养要求较高的细菌还需某些生长因子。 2.合适的pH：环

境的pH对细菌的增殖有很大影响，因营养的吸收、分解及能

量的产生，都需要酶参与反应，而酶活性必须在一定pH和温

度下才能发挥作用。大多数细菌合适的pH为7.2～7.6.少数细

菌对pH的需要明显不同，如霍乱弧菌pH8.4～9.2，结核分枝

杆菌pH6.5～6.8，乳酸杆菌pH5.5. 3.适宜的温度：细菌的生长

温度分为最适温度与容许温度两种，细菌按最适温度的范围

分为嗜冷菌、嗜温菌与嗜热菌，其最适温度依次为0℃～20℃

、30℃～37℃和50℃～60℃。病原菌（人类的致病菌属于此

类）属于嗜温菌。最适温度为37℃。不同细菌生长的容许温

度范围也不一样。 4.必要的气体：细菌所需要的气体主要是

氧气，有的细菌还需要C02.根据对氧的需要程度，可将细菌

分为： （1）需氧菌：必须在有氧（空气）的情况下才能生

长。 （2）微需氧菌：在5％左右的低氧压环境中才能生长。 

（3）厌氧菌：必须在无氧的环境中才能生长。 （4）兼性厌

氧菌：在有氧和无氧环境中均能生长。 （三）细菌生长繁殖

的方式与速度 1.细菌个体的生长繁殖：细菌一般是以二分裂

方式进行无性繁殖，个别细菌如结核分枝杆菌可以通过分枝

方式繁殖。大多数细菌繁殖的速度为每20～30min分裂一次，



称为一代，而结核分枝杆菌则需要18～20h才能分裂一次，故

结核患者的标本培养需时较长。 2.细菌群体的生长繁殖：将

许多细菌（细菌群体）接种在液体培养基中或琼脂平板上进

行培养，细菌群体就会一代一代地生长繁殖。对细菌群体数

量及生长规律的了解，对工农业、医学卫生都有现实的意义

。 （1）细菌数的测定：了解细菌生长繁殖后数量的方法，

常用的有两种：①比浊法，将细菌生长的悬液，置入一特制

的玻管内，在一定条件下与麦氏标准管比浊（0.5号标准管内

含细菌浓度为1.5亿／ml），可求得待测细菌悬液中的细菌数

；②测定活菌数，即将待测细菌悬液，进行适当稀释，倾注

入琼脂平板中，经37℃18h培养后计算菌落数，最后推算出细

菌数（所含细菌数／ml）。 （2）细菌的生长曲线：将一定

量的细菌接种于适宜韵液体培养基中进行培养，间隔不同时

间取样检查细菌数，观察其生长规律。以生长时间为横坐标

，培养物中菌数的对数为纵坐标，可得出一条曲线，称为细

菌的生长曲线。生长曲线分为4个时期： 1）迟缓期：是细菌

进入新环境后的适应阶段。 2）对数期：此期细菌以几何级

数增长（20→21→22→23→24→⋯），在生长曲线图上，活菌

数的对数呈直线上升，增长极快。此期细菌的形态、染色性

、生理活性都较典型，对外界环境因素的作用较为敏感。 3

）稳定期：由于培养基中营养物质消耗，毒性产物积聚，pH

下降使细菌繁殖速度渐趋下降，细菌死亡数则逐渐上升，细

菌繁殖数与死亡数大致平衡。 4）衰亡期：细菌繁殖逐渐减

慢，死亡逐渐增多，死菌数超过活菌数。 更多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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