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章    微生物的

营养 
 

第一节 微生物的营养要求 

 
一、生物的营养要求 

（一）分析微生物细胞的化学 

1.组成细胞化学元素组成： 

主要元素：碳、氢、氧、氮、磷、硫、钾、镁、钙、铁等； 

微量元素：锌、锰、钠、氯、钼、硒、钴、铜、钨、镍、硼等。 

微生物、动物、植物之间存在“营养上的统一性”。 

2.主要生理功能 

     构成细胞物质 

     供给细胞生长发育所需能量 

     组成代谢产物 

3.可作为碳源的物质 

    自养：二氧化碳，碳酸盐 

    异养：糖，醇，有机酸，烃类 

（二）氮源 

    1.凡可构成微生物细胞和代谢产物中氮素来源的营养物质，称为氮

源物质。 

    2.主要生理功能： 

合成细胞原生质，核酸，酶蛋白。 

提供少数自养菌能源。 

   3.可作为氮源的物质 

       自养：无机氮化物，氮。 

       异养：蛋白质及其降解物，有机氮化物。  



（三）无机盐 

   1.生理功能：维持细胞结构稳定的组分物质 

                构成酶的活性基 

                调节细胞渗透压，PH值，氧化还原电位 

                作为有些自养微生物的能源 

  2.所需的量 

     大量元素：1㎎～0.1㎎，磷，硫，镁，钾，钙，钠等。 

     微量元素：1×10－7g，铁，钼，锌，锰，钴等。 

（四）生长因子 

     维持细胞正常生活不可缺少，需要量又不大，不能自己合成，需

要额外加入的有机物。包括维生素，氨基酸与碱基类。 

    1.生理功能:构成酶的活性基成份细胞核酸组成提供代谢中电子载

体 

    2.对生长因子的需要（略） 

（五）水 

生理功能：维持细胞质胶体结构营养物的:吸收，代谢物的排出 

参加细胞代谢的生理生化反应调节细胞温度 

（六）其它:氧气及二氧化碳等。 

 

第二节   微生物的营养类型 
 

一． 光能无机自养型（光能自养型） 

利用光作为生活所需要的能量来源，以 CO2为碳源，以无机物如硫

代硫酸钠.H2S为供氢体，还原 CO2合成细胞有机物的一类微生物。 

二．光能有机异养型（光能异养型） 

   利用光为能量来源，以有机化合物为供氢体，还原 CO2合成细胞有机

物的一类微生物。 

三．化能无机自养型（化能自养型） 

   以 CO2或碳酸盐作为碳源，利用无机化合物氧化所产生的化学能为碳

源，还原 CO2合成细胞物质的一类微生物。 

四．化能有机异养型（化能异养型） 

   以有机物氧化所产生的化学能为碳源，有机碳化物如淀粉.糖类.纤

维素.有机酸等作为碳源的一类微生物。 

腐生型(metatrophy)：可利用无生命的有机物(如动植物尸体和残体)作



为碳源； 

寄生型(paratrophy)：寄生在活的寄主机体内吸取营养物质,离开寄主

就不能生存； 

在腐生型和寄生型之间还存在中间类型： 

                  兼性腐生型(facultive metatrophy)； 

                  兼性寄生型(facultive paratrophy) 

不同营养类型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 

异养型微生物并非绝对不能利用 CO2； 

自养型微生物也并非不能利用有机物进行生长； 

有些微生物在不同生长条件下生长时,其营养类型也会发生改变； 

微生物营养类型的可变性无疑有利于提高其对环境条件变化的适

应能力 

 

 

第三节 培 养 基 
 

培养基:是人工配制的适合于不同微生物生长繁殖或积累代谢产物

的营养基质，是用来分离、培养、增殖进而研究微生物最基本的物质基

础。         

一.配置培养基的原则 

  （一）根据不同微生物营养需求选择适宜的营养物质 

       1.根据营养类型不同 

         自养:简单的无机物 

              例如：培养氧化硫杆菌的培养基 

         异养:必需以有机碳化物为碳源 

              例如：培养大肠杆菌的一种培养基 

       2.根据微生物的类群 

         ⑴ 肉汁蛋白胨培养基——细菌 

         ⑵ 高氏一号合成培养基——放线菌 

         ⑶ 麦芽汁培养基——酵母菌，霉菌 

         ⑷ 查氏培养基——霉菌 

（二）各营养物的浓度和比例合适 

一般情况下各种营养元素的比例：碳源占培养基：几％ 

                              氮源占培养基：几‰ 

                              钙、钾占培养基：   0.5‰ 



                              硫、镁占培养基：   0.2‰ 

（三）调节适宜的酸碱度 

（四）控制氧化还原电位 

    好氧菌：Ф值在＋0.1V以上时可正常生长 

            Ф值一般在＋0.3V～＋0.4V 

    厌氧菌：Ф值低于＋0.1V可生长 

（五）根据培养微生物的目的 

（六）灭菌处理 

    一般培养基：1.05kg/cm2,121.3℃15-30分钟； 

    含糖培养基：0.56kg/cm2,112.6℃15-30分钟。 

二.培养基的类型及应用 

  （一）根据营养物成份来源分 

          1.合成培养基 

          2.天然培养基 

          3.半合成培养基 

 （二）根据培养基的物理性状分 

     1.液体培养基 

     2.固体培养基：可作为凝固剂的物质——琼脂，明胶，硅胶 

     3.半固体 

 （三）按用途分 

     1.基础培养基(minimum medium)：在一定条件下含有某种微生物

生长繁殖所需的基本营养物质的培养基，也称为基本培养基。 

     2.加富培养基 (enrichment medium)：在普通培养基（如肉汤蛋

白胨培养基）中加入某些特殊营养物质制成的一类营养丰富的培养基。

例如：可对分解石蜡的菌进行增殖培养的培养基。分离固 N菌的阿氏贝

培养基。 

3.选择培养基(selective medium)：用于将某种或某类微生物从

混杂的微生物群体中分离出来的培养基。根据不同种类微生物对某种化

学物质的敏感性不同，在培养基中加入相应的化学物质，抑制不需要的

微生物的生长，有利于所需微生物的生长。马丁氏培养基：分离土壤真

菌 

      4.鉴别培养基(differential medium)：培养基中加入某些化学

物质如：指示剂，使得培养基在培养微生物后发生某些特征形的变化，

从而能较快的鉴别某一种或某一类微生物的培养基。根据这种特征性变

化,可将该种微生物与其他微生物区分开来。伊红美兰培养基：用作肠



道菌的鉴定。糖发酵培养基、明胶培养基等，常用于微生物的鉴别和分

类。 

 

第四节  营养物质进入细胞 
 

细胞膜和细胞壁是细胞型微生物获取营养物的关键。 

细胞壁对一定分子量的营养物质没有阻碍作用，而对一些分子量过大的

化合物有屏障作用；细胞质膜可有选择性的使一些营养物质进入细胞；

营养物质必需是溶质才能进入细胞。 

一.扩散 

   1.扩散的动力:胞内外物质浓度差 

   2.过程 

   3.可进入的物质：水可以通过扩散自由通过原生质膜，脂肪酸、乙

醇、甘油、苯、一些气体分子(O2、CO2)也可通过扩散进出细胞。 

   4.扩散特点：物质跨膜扩散的能力和速率与该物质的性质有关。 

                物质的透过速率和整个推动力成正比； 

                不消耗能量，不具有特异性。 

二.促进扩散 

   顺浓度梯度，同时在细胞质膜上的一类特异性膜蛋白作用下使营养

物质通过膜进入细胞。 

    1.动力：物质浓度差。 

    2.过程： 

    3.特点：载体只影响物质的运输速率； 

            载体蛋白也称为透过酶； 

            透过酶大都是诱导酶。 

            不消耗能量，对运送的物质具有选择性。 

三.主动运输 

细胞在专一性渗透酶协助下消耗代谢能量逆浓度梯度积累营养物质

的过程。 

 1.动力：代谢能 

 2.过程 

 3.特点：逆浓度梯度转运物质，消耗能量； 

          改变了物质运输的平衡点。 

4.转运的物质：糖、氨基酸、Na＋、K＋等。 

四.基团转位 



被吸收的物质经磷酸转移酶系作用，转变成磷酸化衍生物，通过细胞

膜的是一个化学基团。 

   1.磷酸稀醇式丙酮酸——磷酸糖转移酶系：酶Ⅰ；酶Ⅱ（包括 a.b.c

三个亚基）；HPr。 

   2.过程 

   3.动力：ATP 

   4.转运的物质：单、双糖；核苷；脂肪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