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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2024年中原工学院 814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资料 

1．《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资料[笔记+课件+复习题+提纲] 

①中原工学院 81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之《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原工学院 81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之《污染控制微生物学》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 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中原工学院 81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之《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说明：按照大纲、历年真题、指定参考书精心编写，结合考试侧重点和难度使该题库更具针对性和实战性。 

④中原工学院 81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之《污染控制微生物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二、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2．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部分（高清 PDF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三、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3．中原工学院 81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初试参考书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第四版）任南琪等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四、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能源与环境学院：绿色建筑环境技术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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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核心笔记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微生物在自然界的重要作用 

考点：污染控制中的微生物学作用 

考点：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的研究 

考点：微生物的分类单位、命名和分类依据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是环境污染治理与微生物学相结合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属于环境微

生物学的研究范畴，重点是研究污染控制工程中涉及到的微生物学问题，是在普通微生物学的基础上，着

重研究栖息在自然环境、受污染环境和人工处理系统中的微生物生态、环境的自净作用、环境污染及其生

物处理工程中的微生物学原理。 

微生物学是研究微生物及其生命活动规律的一门基础学科。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微生物的形态结构、分

类鉴定、生理生化、生长繁殖、遗传变异、生态分布，微生物各类群之间、微生物与其他生物之间及微生

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利用、控制和改造微生物，

造福于人类。 

 

1.微生物在自然界的重要作用 

整个自然界可以说是由无机物和有机物构成，或者说是由无机界和有机界组成的，二者之间并不是孤

立的、杂乱无章地存在，而是有机的、按一定规律形成五彩缤纷的自然界。 

自然界中最大的生态系统就是生物圈，而物质是不生不灭，往复循环的，即从无机→有机→无机，实

现这一循环的就是分解者—微生物。 

对于大量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在短时间内微生物不能降解，经过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会积累在不同

的生物体内，特别是有毒有害、致畸致癌物质，经过生物放大作用，使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在质和量两方面

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最终威胁人类的健康。 

【核心笔记】污染控制中的微生物作用 

人和其他生物一样离不开水，人体的 70%是水，若少于 20%将无法进行氧化、还原、分解、合成等生

命活动，绝水者活不过 7昼夜。自然生态的每个环节都有水的存在，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运动，

在其流动过程中，将人们一味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排放的有毒有害、致畸致癌及其它废弃物输送到每一个

角落，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水就像生物圈的血液一样，水污染可以说是自

然界的血液病。 

除水污染之外，像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等，最终都将通过水循环使污染物进入生态

系统。因此，利用微生物强大的分解作用，并通过人工手段，才能真正经济、高效地清除环境污染。 

 

1.污染控制中的微生物学作用 

（1）在给水工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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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其目的主要是从水质和水量评价给水水质的一个重要内

容就是水的卫生细菌学标准。 

藻类大量滋生时会堵塞给水厂的滤池，并会使水中带有异味或增加水的色度、浊度等，因此，在给水

工程中应尽可能除去这些微生物，以提供符合标准的生活饮用水和工业生产用水。 

利用工程菌形成固定化生物活性炭，来消除水中的微量有机物；利用微生物生产生物絮凝剂，取代无

机和有机絮凝剂，以进一步提高饮用水水质。 

（2）在排水工程中的作用 

生物处理法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各种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对废水中的污染物进行降解和转化，使之矿

化且使水中的重金属得以适当转化。由于生物处理法具有高效、经济等优点，因此被普遍采用。 

生物处理法主要包括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生物转盘、生物滤池、接触氧化)、自然处理法(氧化塘、

氧化沟等)、厌氧消化法等等。在实际处理中，可以根据被处理的废水性质以及各种处理法的特点来选择

较为适宜的组合或处理工艺。另外，在受污染水体的生物修复技术中，微生物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3）在土壤净化工程中的作用 

由于农业上不断增加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工业废水的农田排放、有毒有害固体废物的堆放与填埋所

引起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等，造成了土壤环境质量的日益恶化。被污染的土壤通过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形

成二次污染和经土壤-植物系统由食物链进入人体，直接危及人体健康。 

因此，土壤污染治理技术研究与开发，已成为当前国内外环境保护领域的热点课程，如利用土壤微生

物或筛选驯化的工程菌来进行污染土壤修复的生物修复技术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4）在污染空气净化工程中的作用 

空气质量对人类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空气中缺乏微生物可直接利用的营养物质，微生物不能独立地

在空气中生长繁殖，它不是微生物生长繁殖的天然环境，所以，空气中没有固定的微生物种群。正因如此，

利用微生物对污染空气进行净化并不普遍，但在可控条件下采用微生物处理法还是比较经济、高效的。例

如，城市垃圾中转站的恶臭空气，可以通过向空气中喷洒有效菌群加以净化；在污泥消化过程中产生的含

H2S的气体，也可以通过生物滤塔得以净化。 

 

2.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自然环境以及污染环境中的微生物生态学。 

（2）污染控制中的微生物学原理以及微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3）生物工程和一些微生物新技术在污染控制中的应用。 

（4）环境中有害微生物的去除以及病原微生物的快速检测技术。 

（5）特种废水的处理技术以及高效、经济、节能废水处理技。 

（6）术的开发与应用。 

（7）废水及固体废弃物生物处理过程中的减量化和资源化技术。 

【核心笔记】微生物概述 

（1）微生物的定义 

微生物一词并非生物分类学上的专用名词，而是指所有形体微小单细胞的，或个体结构较为简单的多

细胞，甚至无细胞结构的，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低等生物的通称。因此，微

生物类群十分复杂，其中包括不具备细胞结构的病毒，单细胞的细菌和蓝细菌，属于真菌的酵母菌和霉菌，

单细胞藻类和原生动物、后生动物等。 

（2）原核微生物与真核微生物 

①原核微生物：凡是细胞核发育不完全，仅有一个核物质高度集中的核区(叫拟核结构)，不具核膜，

核物质裸露，与细胞质没有明显的界限，没有分化的特异细胞器，只有膜体系的不规则泡沫结构，不进行

有丝分裂的细胞称为原核细胞，由原核细胞构成的微生物称为原核微生物。 

②真核微生物：凡是具有发育完好的细胞核，有核膜(使细胞核与细胞质具有明显的界限)，有高度分

化的特异细胞器(如线粒体、叶绿体、高尔基体等)，进行有丝分裂的细胞称为真核细胞，由真核细胞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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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生物称真核微生物。 

（3）微生物的分类单位、命名和分类依据 

分类学是将有机体进行分类或系统地编排成类群(groups)，即所谓的分类单位(taxa)。分类学可以分

成以下三个部分。 

①分类，将各单位有规则地编排列入较大单位的类群中去； 

②命名法，对由分类所划分了的(测知特征的)并进行过描述的单位给予名称； 

（4）微生物的分类单位、命名和分类依据 

鉴定，运用上述分类和命名法所规定了的标准，按“未知的”和“已知的”单位相互比较来鉴定微生

物。鉴定一个“新”分离的微生物，需要充分确定其特征，进行特征描述，并与已知的微生物特征相比较。 

当然，分类学的这三个部分并非彼此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 

（5）微生物的分类单位、命名和分类依据 

鉴定，运用上述分类和命名法所规定了的标准，按“未知的”和“已知的”单位相互比较来鉴定微生

物。鉴定一个“新”分离的微生物，需要充分确定其特征，进行特征描述，并与已知的微生物特征相比较。 

当然，分类学的这三个部分并非彼此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 

 

1.微生物的分类单位、命名和分类依据 

（1）微生物的分类单位 

①界……真核原生生物界。 

②门……原生动物门。 

③纲……纤毛纲。 

④目……缘毛目。 

⑤科……钟形科。 

⑥属……钟虫属。 

⑦种……小口钟虫。 

（2）微生物的命名 

采用国际统一的命名法则，即林耐所创立的“双名法”。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命名方法，即一个物

种的名字，是由它所属的属名后面加上种名形容词(specificepithet)所组成的。 

因此，每一种微生物的学名都依据属和种而命名，由两组拉丁字或希腊字或者拉丁化的其他文字组成。 

属名在前，规定用拉丁字名词表示，字首字母要大写，由微生物的构造、形状或由科学家名字而来，

用以描述微生物的主要特征； 

种名在后，常用拉丁字形容词表示，字首字母小写，为微生物的色素、形状、来源、病名或科学家的

姓名等，用以描述微生物的次要特征。 

即：属名+种名(+命名者等)。 

（3）微生物的特点 

①个体微小，分布广泛 

微生物的大小用微米(μm)甚至纳米(nm)来表示，从零点几微米到几百微米不等，而病毒的大小不能

用普通光学显微镜观测，因为它无法分辨小于 0.2μm 的物体。尽管微生物之间大小差异显著，但都需要

借助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由于微生物个体微小而且轻，故可通过风和水的散播而广泛分布。江、河、湖、

海、高山、陆地、人体等，甚至在寒冷的北极冰层中也发现有微生物存在。 

②种类繁多，代谢旺盛 

已发现的微生物有十几万种，而且不同种类的微生物具有不同的代谢方式，能用各种各样的有机物和

无机物作为营养物质，使之分解和转化，同时，又能将无机物合成复杂的有机物。 

由于微生物的个体微小，与高等生物相比，具有极大的表面积和体积之比，所以，能够迅速和周围环

境进行物质交换(营养物质的吸收与废弃物的排泄)，代谢十分旺盛。由于微生物的个体微小，与高等生物

相比，具有极大的表面积和体积之比，所以，能够迅速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营养物质的吸收与废弃

物的排泄)，代谢十分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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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繁殖快速，易于培养 

微生物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具有高速度繁殖的特性。尤其是细菌，其细胞一分为二，即裂殖，繁殖速度

非常惊人。 

大多数微生物都能在常温常压下，利用简单的营养物质生长繁殖，这就使我们容易培养微生物，特别

是获得纯种微生物，有利于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 

④容易变异，利于应用 

微生物繁殖后，其子代与亲代在形态、生理等性状上常有差异，这些差异又能稳定地遗传下去，这一

特性为变异。由于绝大多数微生物结构简单，多为单细胞且无性繁殖，与环境直接接触，易受外界环境影

响，因而容易发生变异或菌种退化，有可能变异为优良菌种，这也是微生物能广泛适应各种环境的一个有

利因素，同时也为利用遗传变异手段筛选优良菌种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上述特点外，细胞型微生物还具有其他一些特点：以细胞为结构单位，并随时间的增加而生长；细

胞的构成物质大致相同；细胞内的化学反应大致相同，适应能力较强。 

（4）微生物学的发展简史： 

微生物学的真正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形态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 

①形态描述阶段 

1664 年，微生物学的先驱列文虎克曾用原始的显微镜对生长在皮革表面及蔷薇枯叶上的霉菌进行观

察。 

1676年，首次观察到了细菌。 

②生理水平研究阶段（巴斯德、科赫）（1861～1897） 

a.微生物学开始建立。 

b.创立了一整套独特的微生物学基本研究方法。 

c.开始运用“实践－理论－实践的思想方法开展研究。 

d.建立了许多应用性分支学科。 

e.进入寻找人类和动物病原菌的黄金时期。 

③Louis Pasteur(1814–1895) 

a.解决了当时工、农、医方面提出的许多难题，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b.彻底否定了生命“自然发生”学说； 

c.奠定了微生物学的理论基础； 

d.创造了一些微生物学实验方法； 

e.证实发酵是由微生物引起的； 

f.免疫学—预防接种； 

g.发明巴氏消毒法 

④Robert Kock(1843–1910) 

a.发明了固体培养基，提出了微生物纯培养的概念和方法； 

b.创造了细菌染色的方法； 

c.发现了许多病原菌，如炭疽杆菌、结核杆菌、霍乱弧菌等； 

d.证明某种微生物是否为某种疾病病原体的基本原则——柯赫原则。 

柯赫原则： 

在每一病例中都出现这种微生物； 

要从寄主分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养基中培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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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试验发病的寄主中能再度分离培养出这种微生物来。 

⑤生化水平研究阶段（1897～1953） 

（生物化学奠基人——E．Büchner） 

a.对无细胞酵母菌”酒化酶“进行研究； 

b.发现微生物的代谢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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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辅导课件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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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复习提纲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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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核心题库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填空题精编 

 

1． 革兰氏染色法为__________染色法，其主要步骤是：先用碱性染料__________染色，再加__________

媒染，然后用__________脱色，最后以__________复染。凡呈紫色者，称为__________细菌；凡呈红色者，

称为__________细菌。 

【答案】复、结晶紫、碘液、酒精、复染液——沙黄或蕃红、革兰氏阳性、革兰氏阴性 

 

2． 无论是动、植物病毒或噬菌体，其增殖过程基本相同，大致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等一系列的连续步骤。 

【答案】吸附、侵入和脱壳、生物合成、装配与释放 

 

3． 基因重组的主要方式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答案】转化、接合、转导 

 

4． 微生物一词并非__________的专用名词，而是指所有__________、__________，一般须借助光学显微

镜甚至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低等生物的__________，包括病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及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 

【答案】生物分类学上、形体微小、结构较为简单、统称、原核生物、真菌、单细胞藻类、原生动物、

后生动物 

 

5． 组成 RNA 的碱基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四种。 

【答案】腺嘌呤/A、鸟嘌呤/G、胞嘧啶/C、尿嘧啶/U 

 

6． 微生物一词并非__________的专用名词，而是指所有__________、__________，一般须借助光学显微

镜甚至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低等生物的__________，包括病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及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这些微小生物通常不能被__________直接分辨，而必须借助__________

甚至__________才能观察到。 

【答案】生物分类学上、形体微小、结构较为简单、统称、原核生物、真菌、单细胞藻类、原生动物、

后生动物、肉眼、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 

 

7． 原核微生物基因重组的主要方式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答案】转化、接合、转导 

 

8． 细菌细胞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__________等。

有些细菌还可能有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特殊结构。 

【答案】细胞壁、细胞质膜、细胞质、核质、内含物、荚膜、芽孢、鞭毛 

 

9． 有机废水的厌氧生物处理，主要依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四大类群

微生物作用完成的。 

【答案】产酸发酵菌群、产氢产乙酸菌群、同型产乙酸菌群、产甲烷菌群 

 

10．有机废水的厌氧生物处理，主要依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四大类群

微生物作用完成的。 

【答案】产酸发酵菌群、产氢产乙酸菌群、同型产乙酸菌群、产甲烷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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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机废水厌氧生物处理中，常见的产酸发酵类型有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三种。 

【答案】丙酸型发酵、丁酸型发酵、乙醇型发酵 

 

12．无论是动、植物病毒或噬菌体，其增殖过程基本相同，大致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__________等连续几个阶段。 

【答案】吸附、侵入和脱壳、生物合成、装配与释放 

 

13．微生物数量的测定可以采用：显微镜计数法、__________法、__________法和__________法等。 

【答案】平板计数、薄膜过滤计数、比浊 

 

14．微生物具有多种特点，主要体现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等方面。 

【答案】体积微小，结构简单、分布广泛，种类繁多、繁殖速度快，代谢强度高、适应能力强，易于

培养、易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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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水体自净 

【答案】水体自净是指水体在接纳了一定量的污染物后，通过物理的、化学的和水生生物(微生物、

动物和植物)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得到净化，水质恢复到受污染前的水平和状态的现象。 

 

2． 呼吸链 

【答案】在有氧呼吸中，被氧化有机物脱下的质子和电子并不直接传递给氧，而是在多种酶及辅因子

的作用下，依次传递，最终传递给氧原子，生成水，能量是在这一电子传递过程中产生的。电子传递体系

又称呼吸链，辅酶 NADH 和 FADH2 为电子传递体，参与电子传递的各种辅因子称为电子中间传递体，O2最

终电子受体。 

 

3． 生物修复 

【答案】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物不仅(由于工业废水的排放)存在于地表水中，而且更广泛地存在于土

壤、地下水和海洋中。利用生物特别是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去除或消除环境污染的一个受控

或自发进行的过程，称为生物修复。 

 

4． 固有酶与适应酶 

【答案】微生物生活过程中分泌的，与其作用底物存在与否无关的酶称为固有酶；一般情况下并不表

达，只有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才会分泌的酶称为适应酶。 

 

5． 硝化作用 

【答案】氨态氮在亚硝酸菌和硝酸菌先后作用下转化为硝态氮的过程称为硝化作用。 

 

6． 限制因子 

【答案】生态因子与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是相当繁杂的，对于一个特定的生境，在诸因子中，必有一

个或几个因子在特定条件下起主导作用，即该因子的改变将影响微生物个体的生长、繁殖，以及引起生物

种群或群落的改变，这种因子可称为限制因子。 

 

7． 异染粒 

【答案】又称捩转菌素，主要成分是多聚偏磷酸盐，因为它被蓝色染料(如甲烯蓝)染色后不呈蓝色而

呈紫红色而得名。 

 

8． 生态位 

【答案】生态位是指每个种群受群落中生态因子限定的空间地位及其功能作用。 

 

9． 反硝化作用 

【答案】硝态氮在反硝化细菌作用下转化为氮气或一氧化二氮的过程称为反硝化作用。 

 

10．选择培养基 

【答案】根据所要筛选微生物的特殊营养需求而配制的，只适合目标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而不利于其他

微生物生长的培养基。 

 

11．培养基 

【答案】由人工配制的，供给微生物生长繁殖或积累代谢产物所用的营养基质，叫做培养基。它是科

学研究、生产微生物制品及应用等方面的基础，由于各种微生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不同，所以培养基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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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也很多。为此，在配制培养基时需要针对微生物不同的营养类型，满足特定的生长条件，并根据不同的

培养目的，选择适宜的培养基。 

 

12．培养基 

【答案】由人工配制的，供给微生物生长繁殖或积累代谢产物所用的营养基质，叫做培养基。它是科

学研究、生产微生物制品及应用等方面的基础，由于各种微生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不同，所以培养基的种

类也很多。为此，在配制培养基时需要针对微生物不同的营养类型，满足特定的生长条件，并根据不同的

培养目的，选择适宜的培养基。 

 

13．质粒 

【答案】质粒是指独立于染色体外，存在于细胞质中，能自我复制，由共价闭合环状双螺旋 DNA分子

所构成的遗传因子。其相对分子质量较细菌染色体小，每个菌体内有一个或几个，也可能有很多个质粒。 

 

14．菌胶团 

【答案】产生荚膜与粘液层的细菌，相互粘连在一起，形成具有一定形态的细菌集团，具有共同的粘

液层，内含许多细菌。 

 

15．Hfr菌株 

【答案】雄性细菌含有 F因子，并且根据 F因子在细菌细胞中的存在状态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有些

细菌含有游离的 F 因子,这些细菌称为 F+菌株；另一些细菌所含 F 因子可以开环，并整合在细胞核的 DNA

上，由于这种雄性菌株与 F-菌株的重组率极高，所以称为高频重组菌株，即 Hfr菌株。 

 

16．温和性噬菌体 

【答案】噬菌体侵染寄主细胞后并不总是呈现裂解反应。当噬菌体侵入细菌后，细菌不发生裂解而能

继续生长繁殖，这种反应称为溶原性反应，这种噬菌体称为温和性噬菌体。 

 

17．性状 

【答案】由遗传物质决定，生物体所表现出的，可以观测到的，可以用物理、化学方法测定的性质和

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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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革兰氏染色法为__________染色法｜晑癎㮉腫斚ꑦᩑ䡵⡸녠❧퍥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펂狿屦再加__________媒染｜晱㙔⠀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征ㆂ狿屦最后以__________复染。凡呈紫色者｜晹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彾욃쳿᭑䡾ꊂ犀屦称为__________细菌。
	2． 无论是动、植物病毒或噬菌体｜晑癘鹫随읺ୗ逸ⱶ屦｜晙➁َ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䥎|ﭒ蒏�斚ꐰ�
	3． 基因重组的主要方式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4． 微生物一词并非__________的专用名词｜暀屦是指所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一般须借助光学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低等生物的__________｜晓բ앫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䤰�
	5． 组成RNA的碱基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四种。
	6． 微生物一词并非__________的专用名词｜暀屦是指所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一般须借助光学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低等生物的__________｜晓բ앫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䤰ʏ�魟깜ཱུὲ榐ᩞ㡎ﶈ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ꕒڏꣿ屦聜晟얘筐ὒ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彵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形䶀ﶉ쉛�〰�
	7． 原核微生物基因重组的主要方式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8． 细菌细胞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__________等。杜瑎魾욃첏�ﵧ屴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特殊结构。
	9． 杜瑧㩞齬㑶葓豬❵ὲ楙Ѵۿ屦主要依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四大类群微生物作用完成的。
	10．杜瑧㩞齬㑶葓豬❵ὲ楙Ѵۿ屦主要依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四大类群微生物作用完成的。
	11．杜瑧㩞齬㑓豬❵ὲ楙Ѵَⷿ屦常见的产酸发酵类型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䥎屴种。
	12．无论是动、植物病毒或噬菌体｜晑癘鹫随읺ୗ逸ⱶ屦｜晙➁َ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Ŕ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䦏�⪖㙫따�
	13．微生物数量的测定可以采用：显微镜计数法、__________法、__________法和__________法等。
	14．微生物具杜瑙᩹쵲祰맿屦主要体现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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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1． 化能异养型微生物产能代谢的方式杜瑔鯿홎䮕葨㥧ⱓ㩒⭦⽎쁎䣿�
	2． 顶级群落是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形成的？
	3． 生物膜法的微生物原理。
	4． 固体废物生物处理的主要方法和原理杜瑔鯿�
	5． 怎样判断是否为富营养化水体？
	6． 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和结构？
	7． 大肠菌群包括哪些细菌？杜瑔魵ὴٲ祠⟿�
	8． 简述利用植物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的方法。
	9． 紫外线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10．试述生物虑池的工作原理。
	11．活性污泥法处理杜瑧㩞齬㑞鑜٬慬Ꝓ㙗⡔⩥㩎쁎�
	12．细菌细胞各部分结构的化学组成和生理功能？
	13．地下水生物修复杜瑔魥륬헿�
	14．放线菌杜瑔춃챎ᵧ葢ჿὔѹ춃챎ᵶ葒龀﷿�
	15．什么是酶？酶杜瑔魲祰맿�
	16．什么是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的主要操作步骤是什么？
	17．常见厌氧生物处理技术杜瑔鯿ὑ癝穓齴٦⽎쁎䣿�
	18．简述湖泊生态修复技术。
	19．底物浓度与酶促反应速度的关系曲线对废水的生化处理杜瑎쁎䡣ݛﱡཎ䧿�
	20．细菌纯培养的分离方法杜瑔鯿�
	21．什么是水体自净？简述水体自净的过程。
	22．裂解量的含义｜晠㞐읎k敵ᾕ罦뾋ꅻ鞈슉쿿�
	23．原生动物在废水处理中的作用。、
	24．原生动物的营养方式？水处理中杜瑔魞㢉셶葹쵼篿�
	25．举例说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26．简述空气微生物的检测方法。
	27．放线菌与细菌的异呜昰�
	28．微生物的基本特点杜瑔鯿�
	29．什么是培养基？配制培养基应遵循哪些原则？
	30．什么是菌落？细菌、放线菌的菌落杜瑎쁎䡓㩒⯿�
	31．鞘细菌、滑动细菌、蓝细菌的形态及营养方式。
	32．比较靜璃챔豥㹾뾃챧屴哪些异呜替�
	33．生物修复受哪些因素影响？
	34．水源水生物预处理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生物预处理杜瑏啲祰맿�
	35．什么是菌胶团？菌胶团的功能杜瑔鯿�
	36．水体富营养化产生的原因、危害和防治措施。
	37．病毒的化学组成和结构特点。
	38．光照对水生动物、藻类和水生植物生长的影响？
	39．乜瑿ꞑ硟ꩳ꽶葵ὴ١ཎ䧿�
	40．在厌氧生物处理反应器中｜暗幎ꝵ㉰챔豎ꝵ㉰챗⡵ὠś晎੧屴什么关系？
	41．影戏厌氧生物处理效果的因素杜瑔鯿Ὑ艏喖㉫打豬❓쵞鑖梏킈䱶葙ㆍ◿�
	42．影响酶促反应速度的因素杜瑔鯿�
	43．硝酸盐呼吸、硫酸盐呼吸、碳酸盐呼吸的底物和产物分别是什么？
	44．为什么细菌表面带负电荷？
	45．用什么方法检测水中的病毒？
	46．微生物需要哪些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在微生物细胞内的作用是什么？
	47．水中的病原菌主要杜瑔鯿ὧ屴哪些生理特征？
	48．酶分为哪几类？什么是全酶、辅酶和辅基？
	49．简述诱变育种的过程。
	50．试述无氧呼吸与发酵的区别。
	51．污染土壤的微生物修复原理是什么？
	52．怎样用发酵法测水中的大肠菌群数？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实验题精编
	1． 大肠杆菌和产气肠杆菌都属正常肠道细菌｜暋뺋ꆋ햚豛漏⒀֏�䱓㩒⮒瑛騰�
	2． 水中细菌总数的测定是进行水质检验的必要项目之一。请说明检测水中细菌总数的倍比稀释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步骤。
	3． 说明革兰氏染色的基本原理及主要操作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