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微生物的生态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命系统与其环境
系统间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 

 

微生物生态学：是一门研究微生物群体
与其周围生物和非生物环境条件间相互
作用规律的科学。 



第一节    微生物在自然界的分布与菌种资
源的开发 

一、微生物在自然界的分布 

(一)、土壤中的微生物： 

土壤是微生物天然培养基，是最丰富的菌
种资源库。 

土壤具备了微生物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
水份、空气、酸碱度、渗透压和温度等条
件 。                                      



土壤微生物的作用： 

改善土壤的物理结构(疏松、通气) 

                                    
提高土壤的肥力(固氮、矿化作用) 



(二)、水体中的微生物 

1、不同水体中微生物种类 

淡水型水体微生物 ：   

清水型水生微生物---自养微生物 

腐败型水生微生物---异养微生物 

                         沿岸区：好氧、光合微生物 

水库、湖     深水区：兼性厌氧微生物 

                         湖底区：专性厌氧微生物 

 



2、水体的自净作用：水体中的污染
物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
使污染物质被分离、分解，水体恢复
到原来状态，这个过程称水体 自净
作用。 

物理作用：扩散、稀释 

化学作用：氧化、还原 

生物作用：生物降解 



3、饮用水的微生物标准： 

1ml水细菌总数<100个 

        1L水大肠菌群数<3个 

                                        
大肠菌群：370C、24小时内能分解乳糖，
产酸、产气、G-、无芽孢的杆菌。 

 

大肠菌群数的有无、多少，反映水源是
否被粪便污染及污染的程度,间接监测水
中致病微生物的数量。 



(三)、空气中的微生物 

生存条件：不适 

来源：土壤、水体、生物   

种类：真菌、放线菌孢子、细菌 

减少的方法：空气灭菌、减少菌源 



(四)、工农业产品上的微生物 

1、工业产品的霉腐： 

霉变：由霉菌引起的劣化. 

腐朽:泛指在好氧条件下微生物酶解有机质使其劣
化的现象，常见的如由担子菌引起的木材或木制
品的腐朽现象. 

腐烂（或腐败):主要指由细菌或酵母菌引起的使
物体变软、发臭性的劣化. 

腐蚀:主要指由硫酸盐还原细菌、铁细菌或硫细菌
引起的金属材料的侵蚀、破坏性劣化. 



2、食品上的微生物：多种微生物 

抑制微生物繁殖的方法： 

干燥； 

除氧； 

低温； 

  防腐剂； 

罐装法 



3、农产品上的微生物： 

粮食----总量的2%霉变(曲霉、青霉、镰孢霉) 

粮食保存方法---低温；干燥；通风。 

黄曲霉毒素：毒性强(KCN、三大致癌物---

二甲基偶氮苯；  二甲基亚硝胺；3.4-苯并芘) 

 对人的作用：导致肝癌 

 



(五)、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 

极端微生物(嗜极菌)：凡依赖某些极端环
境才能正常生长、繁殖的微生物。 

1、嗜热微生物 

作用：提取耐热酶，用于实验诊断、科研. 

Taq酶 ---800C    

Pfu酶---1000C       用于PCR反应 

 



2、嗜冷微生物：指一类最适生长温度低
于150C、最高生长温度低于200C和最低生
长温度在00C以下的微生物。 

作用：提取耐低温酶放入洗涤剂中. 

3、嗜酸微生物：只能生活在低PH(<4)条
件下，在中性PH下即死亡的微生物。 

作用：酸性条件下用于金属冶炼、煤的脱
硫。 

 



4、嗜碱性微生物：能专性生活在PH10~11碱
性条件下而不能生活在中性条件下的微生物。 

作用：提取耐碱酶，放入碱性洗涤剂中。 

5、嗜盐微生物：必须生活在高盐浓度下的
微生物。 

 (低度—3%；中度—3-12%；极度—12-30%) 

作用：具有紫膜光合磷酸化，是验证化学渗
透学说最好生物模式 



6、嗜压微生物：必须生长在高静水压   

                             环境中的微生物。 

7、抗辐射微生物 

作用：用于研究生物抗辐射和DNA修复 

          机制。 



(六)、生物体内外的正常菌群 

1、人体正常菌群： 

正常菌群：生活在健康动、植物各部、数量
大、种类稳定、一般能发挥有益作用的微生
物种群。 

微生态学：是研究人类、动植物体内、体表
的正常菌群与其宿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
系的科学。 

微生态平衡：在一般情况下，正常菌群与生
物体保持着一个十分和谐的平衡状态，在菌
群内部各微生物间也相互制约、维持稳定、
有序的相互关系，称此为微生态平衡。 



人体正常菌群的有益作用： 

   拮抗致病菌----产生细菌素；占居空间；        

产生有机酸。 

 提供营养物质---维生素B、维生素K、固氮 

 促消化---产生蛋白酶、淀粉酶。 

 防癌---降解亚硝胺。 

 促进肠蠕动---产生有机酸。 

 提高免疫力---细菌多糖诱导干扰素的产生、
活化免疫细胞。 



正常菌群失调：由于长期服用抗生素等物质， 
导致正常菌群内的菌体种类、数量发生变化，
称此为正常菌群失调。 

微生态制剂：是指一类分离自正常菌群，以高
含量活菌为主体，一般以口服或粘膜途径投入，
有助于改善宿主特定部位微生态平衡并兼有若
干其他有益生理活性的生物制剂。 

条件致病菌：当正常菌群失调、机体免疫力下
降或正常菌群改变寄居部位时，正常菌群内的
细菌可以致病，称这些菌为条件致病菌。 

内源性感染：条件致病菌导致的感染。 



二、菌种资源的开发 

菌种主要来源：动、植物正常菌群； 

         土壤、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 

 

筛选步骤：采集菌样         富集培养          

         分离纯种        性能测定 

 

 



第二节       微生物与生物环境间的关系 

一、互生：两种可单独生活的生物，当它
们在一起时，通过各自的代谢活动而有利
对方或偏利于一方的生活方式。 

(一)、微生物间的互生： 

  好氧性自生固氮菌                           纤维素
分解菌 

(二)、人体肠道中正常菌群与人的互生  



二、共生：是指两种生物共居在一起，
相互分工合作、相依为命，甚至达到难
分难解合二为一的极其紧密的一种相互
关系。 

(一)、微生物间的共生： 

         地衣(真菌与绿藻； 

             真菌与蓝细菌) 



(二)、微生物与植物间的共生： 

1、根瘤菌            植物 

2、菌根菌            植物(外生菌根 ；内生菌根 ) 

(三)、微生物与动物间的共生： 

1、微生物与昆虫：白蚁               微生物 

2、瘤胃微生物与反刍动物：瘤胃微生物           反
刍动物 



 





三、寄生：指一种小型生物生活在另
一种较大型生物的体内或体表，从中
夺取营养并进行生长繁殖，同时使后
者蒙受损害甚至被杀死的一种相互关
系。前者为寄生物，后者为宿主。 

(一)、微生物间的寄生 

噬菌体寄生原核生物中(噬菌体：寄生
原核生物细胞内的病毒。) 

蛭弧菌寄生肠杆菌、假单胞菌中 

 



(二)、微生物与动、植物间的寄生 

     微生物寄生人、动物、植物内(致病) 

     微生物寄生昆虫内(微生物杀虫剂) 





四、拮抗：指某种生物体所产生的特定代谢产
物可抑制他种生物的生长发育甚至杀死它们的
一种相互关系。 

   青霉菌产生的青霉素拮抗G+性菌； 

   乳酸菌产生有机酸拮抗腐败菌 

 

五、捕食：一般指大型的生物直接捕捉、吞食
另一种小型生物以满足其营养需要的相互关系。 

       原生动物捕食细菌、藻类 

       真菌捕食线虫 



1、概念：正常菌群、共生、互生、微生物
生态学、微生态学 

2、我国饮用水的标准。 

3、为什么说土壤是微生物的天然培养基
（或为什么说土壤是微生物生活的大本营）？ 

4、各举一例说明微生物间及微生物与它种
生物间最典型的五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