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学》试卷（三）参考答案 
一、选择填空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1 3 4 4 4 2 3 3 1 4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4 3 3 1 1 3 4 1 1 3 

 
二、填空 
1、完全、反应、免疫 
2、阳性、链霉菌 
3、巴斯德、柯赫 
4、真细菌域、古生菌域、真核生物域 
5、RNA 
6、类病毒、拟病毒、月元 病毒 
7、对氨基苯甲酸、叶酸 
8、电子传递系统、最终电子受体 
9、O-特异侧链、核心多糖、脂质 A 
10、L-型菌、支原体 
 
三、判断是非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 × √ × × √ √ √ × × 

 

四、解释下列名词 
1．免疫：是机体“识别”和排除抗原异物的一种保护性反应，在正常情况下，对机体有利，
在异常情况下可能使机体受损。 
2．菌落：一个或少量细胞在固体培养基上形成的肉眼可见的子细胞群体。 

3．抗原：可刺激机体产生抗体或免疫淋巴细胞并能与之在体内外发生特异性结合的物质。 

4．干扰素：干扰素诱导剂作用于活细胞后，由活细胞产生的一种蛋白质，当它再作用于其
他细胞时，使其他细胞立即获得抗病毒和抗肿瘤等多方面的免疫力。 
5．转化：菌体直接吸收供体细胞的游离 DNA片段，而获得新的遗传性状的过程。 

 

五、问答题 



1、比较内毒素和外毒素的主要区别。 
外毒素（exotoxin）特点：化学成分为蛋白质；毒性强、常致死；具有亲组织性和选择

性；对热、酸、碱及蛋白酶等敏感；具抗原性。 

内毒素(endotoxin)：化学成分为脂多糖；对热稳定；毒力较外毒素弱；作用无组织器

官选择性；不能脱毒成为类毒素 

 
2、 细菌是一类放氧性光合光物，又是一类固氮菌，说明其固氮酶的抗氧保护机制。 

有两种特殊的保护系统。（1）分化出异形胞，其中缺乏光反应中心 11，异形胞的呼吸
强度大于正常细胞，其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高。（2）非异形胞的保护方式：①时间上的分
隔保护，白天光合作用，晚上固氮作用；②群体细胞中的某些细胞失去光反应中心 11，而
进行固氮作用；③提高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来除去有毒氧化物。 
3、用来测定细菌生长量的直接计数法和间接计数法一般采用什么具体的方法？并从实际应
用、优点、使用的局限性 3个方面加以具体分析。 
直接计数法通常是利用细菌计数板或血细胞计数板，在显微镜下直接计算一定容积里样

品中的数量。该方法简便、易行，成本低，且能观察细胞大小及形态特征。该法的缺点是：

样品中的细胞数不能太少，否则会影响计数的准确性，而且该法不能区别活细胞和死细胞。

间接计数法又称活菌计数法，一般是将适当稀释的样品涂布在琼脂培养基表面，培养后活细

胞能形成清晰的菌落，通过计算菌落数就可以知道样品中的活菌数。平板涂布和倾倒平板于

活菌计数。平板计数简单灵敏，广泛应用于食品、水体及土壤样品中活菌的计数。缺点有：

可能因为操作不熟练使得细胞未均匀分散或者由于培养基不合适不能满足所有的需要而导

致结果偏低，或使用倾倒平板技术时因培养基温度过高损伤细胞等原因造不稳定等。 
4、请设计实验来决定在一种特定的细菌中发生的遗传转移过程是转化、转导还是接合？说
明每一种的预期结果。设想有下列条件和材料可以利用：（1）合适的突变株和选择培养基。
（2）Dnase（一种降解裸露 DNA 分子的酶）。（3）两种滤板：一种能够持留细菌和细菌病
毒，但不能持留游离的 DNA分子；另一种滤板只能持留细菌。（4）一种可以插入滤板使其
分隔成两个空间的玻璃容器（如 U型管）。 

选取相对应的双重营养缺陷型菌株（如 A+B+C-D-和 A-B-C+D+）作为实验菌株。配制基

本培养基和补充培养基。在 U型管的两头分别接入不同的营养缺陷型菌株。中间加入能够持

留细菌和细菌病毒的滤板。一段时间后，取菌液用双蒸水洗涤，涂布在基本培养基和补充培

养基上，有菌落长出。但如在 U型管内加 DNA 酶，则在基本培养基上无菌落长出——转化。

在 U型管的两头分别接入不同的营养缺陷型菌株。加入任何一种滤板在基本培养基和补充培

养基上，均没有菌落长出。但如不加滤板，在基本培养基和补充培养基上，有菌落长出——

接合。 

在 U 型管的两头分别接入不同的营养缺陷型菌株。中间加入能够持留细菌和细菌病毒的

滤板，在基本培养基和补充培养基上，均没有菌落长出。但加入仅可持留细菌的滤板在基本

培养基和补充培养基上，有菌落长出——转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