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首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环境微生物学

一、试卷结构

1) 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2) 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 试卷内容结构

（一）基础知识部分 80%

（二）研究进展、动态部分 20%

（三）考核内容涉及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环境生物学等多门课程
内容。

4) 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10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0 分

简答题：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论述题和计算题：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第 1章 绪论

1、识记： (1) 环境微生物的概念；(2) 微生物细胞的结构与特征；（3）原

核与真核微生物。

2、理解：（1）革兰氏染色反应原理。

3、运用（或掌握）：（1）革兰氏染色反应的方法与步骤。

重点和难点

1、重点：环境微生物的研究范畴。

2、难点：革兰氏染色反应原理。

第 2章 环境中的微生物

1、识记： (1) 细菌的分类与鉴定；(2) 真细菌与古细菌；(3) 霉菌；(4)酵

母菌；（5）担子菌；（6）藻类。

2、理解：(1) 细菌的鉴定依据；(2) 真菌的细胞结构。

3、运用：（1）各种微生物在食品、环境等方面的应用。

1、重点：微生物的鉴定。

2、难点：微生物的分类方法。

第 3章 微生物的生长与代谢



1、识记： (1) 微生物的营养与营养类型；（2）微生物的生长繁殖；（3）

环境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2、理解：(1) 微生物的代谢。

3、运用（或掌握）：（1）微生物营养培养基的制备。

重点和难点

1、重点：微生物生长对环境因素的响应。

2、难点：微生物代谢过程。

第 4章 微生物的遗传与变异

1、识记： (1) 微生物的遗传；(2) 微生物的变异；(3) 人工构建新菌株。

2、理解：(1) 微生物基因重组；（2）中心法则。

3、运用（或掌握）：（1）基因重组过程与基本技术。

重点和难点

1、重点：微生物基因遗传与变异。

2、难点：中心法则。

第 5章 微生物在环境中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1、识记： (1) 生物圈、生态系统、微生物生态系统的概念；(2) 微生物在

土壤中的分布；(3) 微生物在水中的分布；(4) 微生物在空气中的分布；（5）

极端环境微生物。

2、理解：(1) 微生物间的相互关系。

3、运用（或掌握）：（1）不同环境中微生物的分离方法。

重点和难点

1、重点：微生物间的相互关系。

2、难点：环境微生物的分离。

第 6章 微生物在物质循环中的作用

1、识记： (1) 碳循环的概念；(2) 氮循环的概念；(3) 其它元素循环的概念。

2、理解：(1) 碳循环的一般途径；(2) 氮循环的一般途径。

3、运用（或掌握）：（1）微生物碳氮矿化过程。

重点和难点

1、重点：碳氮循环途径。

2、难点：微生物矿化过程。

第 7章 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与转化



1、识记：(1)生物降解与生物转化的概念；(2)驯化。

2、理解：（1）共代谢的机理；(2)微生物对重金属的转化。

3、运用（或掌握）：（1）细胞对重金属的毒性反应。

重点和难点

1、重点：生物降解途径。

2、难点：共代谢机理。

第 8章 污水的生物处理

1、识记：(1)污染物浓度指标及其意义；（2）污水系统划分；（3）活性污

泥法； （4）生物膜法。

2、理解：(1)有机污水生物处理的基本原理。

3、运用（或掌握）：（1）氮磷污水的生物处理

重点和难点

1、重点：有机污水的生物处理原理。

2、难点：氮磷污水的生物处理过程。

第 9章 废渣与废气的生物处理

1、识记：(1)高温堆肥法；（2）卫生填埋技术；（3）废渣生物处理；（4）

废气生物处理。

2、理解：（1）废渣废气生物处理的过程。

3、运用（或掌握）：（1）废渣废气的生物处理技术。

重点和难点

1、重点：废渣、废气的生物处理原理。

2、难点：卫生填埋技术。

第 10章 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

1、识记：（1）生物修复的类型与概念；（2）原位修复；（3）易位修复。

2、理解：（1）原位-易位联合生物修复。

3、运用（或掌握）：（1）污染环境生物修复技术的应用。

重点和难点

1、重点：生物修复的原理。

2、难点：易位修复技术。

第 11章 环保型微生物制剂的开发应用

1、识记：（1）环保型微生物制剂及其品种；（2）环保型微生物制剂的生

产与使用；（3）微生物农药。

2、理解：（1）环保型微生物制剂的发展趋势。



3、运用（或掌握）：（1）环保型微生物制剂的制备。

重点和难点

1、重点：环保型微生物制剂的制备。

2、难点：微生物农药。

第 12章 微生物与废物资源化

1、识记：（1）单细胞蛋白；（2）细菌冶金；（3）微生物与能源

2、理解：（1）微生物冶金的生物过程分析

3、运用（或掌握）：（1）微生物对废物资源利用的技术。

重点和难点

1、重点：资源化利用的生物学过程。

2、难点：微生物冶金。

第 13章 环境中的致病微生物

1、识记：（1）空气的微生物污染；（2）水体的微生物污染；（3）土壤的

微生物污染；（4）食品的微生物污染；（5）医院内感染；（6）血源性感

染；（7）微生物气溶胶。

2、理解：（1）血源性感染的机理。

3、运用（或掌握）：（1）致病微生物消毒与灭菌技术。

重点和难点

1、重点：致病菌的传播途径。

2、难点：血源性感染的机理。

第 14章 微生物的代谢产物与环境污染

1、识记：（1）微生物毒素；（2）细菌毒素；（3）放线菌毒素；（4）真

菌毒素；（5）藻类毒素。

2、理解：（1）微生物一般代谢产物的污染与危害。

3、运用（或掌握）：（1）微生物代谢产生污染的途径以及防治。

重点和难点

1、重点：微生物一般代谢产物的污染与危害。

2、难点：微生物代谢产生污染的途径以及防治。

第 15章 微生物与水体富营养化

1、识记：（1）富营养化；（2）富营养化指标与评价。

2、理解：（1）富营养化的机理。

3、运用（或掌握）：（1）富营养化水体的治理。

重点和难点

1、重点：富营养化的成因。



2、难点：富营养化的机理。

第 16章 环境污染的指示微生物

1、识记：（1）菌数计算；（2）粪便污染指标菌。

2、理解：（1）多管发酵法；（2）滤膜法。

3、运用（或掌握）：（1）微生物的指标实验方法与步骤。

重点和难点

1、重点：指示微生物的指示原理。

2、难点：多管发酵法。

第 17章 污染物生物毒性的微生物学检测方法

1、识记：（1）原核微生物检测法；（2）真核微生物检测法；（2）活性污

泥毒性检测法。

2、理解：（1）微生物学检测法评价；（2）细菌生物发光抑制试验原理。

3、运用（或掌握）：（1）微生物学检测方法与步骤。

重点和难点

1、重点：各类检测方法的原理。

2、难点：活性污泥毒性检测法。

第 18章 污染物致突变性的微生物检测方法

1、识记：（1）基因突变试验；（2）DNA损伤修复试验；（3）DNA重组

试验。

2、理解：（1）微生物致突变试验与致癌物的确定；（2）发光细菌试验；

（3）SOS显色试验。

3、运用（或掌握）：（1）致突变性的微生物检测方法与步骤。

重点和难点

1、重点：各类检测方法的原理。

2、难点：发光细菌试验与 SOS显色试验。

第 19章 微生物监测技术的新发展

1、识记： （1）核酸多态性技术；（2）微生物醌指纹法；（3）报告基因

与环境微生物监测；（4）微生物传感器。

2、理解： （1）PCR原理。

3、运用（或掌握）：（1）微生物新监测技术。

重点和难点

1、重点：各类检测方法的原理。



2、难点：PCR原理。

三、主要参考书目

王家玲等.环境微生物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