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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工程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命题单位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答题方式 闭卷、笔试

科目代码 806 科目名称 水污染控制微生物学

试卷满分 150 分 考试时长 3小时

参考书目：

1.《水处理微生物学》（第二版），赵远、张崇淼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23年。

2.《环境微生物学实验基础》，肖亦农、刘灵芝、王新主编，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8年。

试卷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10道小题，每题2分，共20分。

2.选择题：10道小题，每题2分，共20分。

3.简答题：10道小题，每题6分，共60分。

4.实验题：1道题，共15分。

5.论述题：1道题，共15分。

6.综述题：1道题，共20分。

试卷内容结构：

绪论及微生物的形态结构10%，微生物生理30%，微生物生态20%，微生物遗传和变异10%，水污染控制微

生物学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20%，生物修复技术10%。

试卷内容说明：

对本考试科目的总体说明：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水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并且能综合运用水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的理论、方法分析解决具体的工程问题。

一、绪论

1.本部分总体要求：微生物的概念、特点；水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及其在环境污染控制

工程中的作用。

2.考试要求：掌握微生物的概念，微生物的特点；了解水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及其在环境

污染控制工程中的作用。

二、微生物的形态结构

1.本部分总体要求：原核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真核微生物的形态、结构及在污染控制工程中的应用；

噬菌体的形态结构及繁殖方式；革兰氏染色及机理；细菌的培养特征及表面带电性；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

物等微生物的基本特征。

2.考试要求：了解原核微生物，理解细菌在水处理中的重要作用；掌握原核微生物的基本特征和细菌的

一般结构，细菌的特殊结构及其在环境科学中的重要应用潜力；了解放线菌、蓝细菌等其它原核微生物及其

环境工程中的作用。掌握真核微生物的特征；掌握真菌、藻类、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等微生物的基本特

征；了解真核微生物在水处理中的应用。了解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在水处理中的指示作用。

三、微生物生理

1.本部分总体要求：微生物的生活条件、培养特征及培养方法，微生物的营养、营养物质及运输方式，



- 2 -

微生物的营养类型及划分依据。酶的基本概念及影响酶促反应速度的主要因素，微生物的呼吸作用及其机理，

微生物有机物质代谢的主要途径。纯种分离及微生物的计数方法，微生物在纯培养条件下的生长曲线。

2.考试要求：掌握酶的概念及酶促反应的基本类型；理解微生物产能的主要方式和各种产能方式的特点；

了解微生物物质代谢过程以及代谢调节机制；掌握微生物生长对营养的基本需求、物质的运输方式、微生物

营养类型；掌握培养基的功能。掌握微生物生长曲线、连续培养和间歇培养的生长规律及其对污水生物处理

的指导意义，掌握影响微生物生长的因素。掌握纯种分离及微生物的计数方法。

四、微生物生态

1.本部分总体要求：微生物在水中的分布；非生物因子及生物因子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群落的生态演

替，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功能，自然界中的物质循环，水中的卫生细菌学检验原理及方法。

2.考试要求：了解水中的微生物的生态分布特征；掌握水体自净概念及过程；掌握衡量水体污染与自净

的指标及水体富营养化的概念及表现。掌握生态演替的概念，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功能。掌握碳循环、氮循环、

硫循环的过程和主要阶段；掌握水中卫生细菌学检验原理及方法。

五、微生物遗传和变异

1.本部分总体要求：遗传物质DNA的结构、中心法则，遗传信息传递的规律，微生物突变的机制，基因重

组和基因工程的应用。

2.考试要求：了解遗传物质DNA的结构、中心法则、基因突变的原因和机制、细菌的基因重组；了解基因

工程及其在在环境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等。

六、水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的应用

1.本部分总体要求：污染物好氧及厌氧处理的微生物学原理，水体富营养化及生物脱氮除磷的微生物学

原理，水体自净及氧化塘的作用原理，水污染控制微生物学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

2.考试要求：掌握污水处理中的主要微生物类群，掌握污水好氧及厌氧处理技术的基本原理，理解参与

厌氧消化过程主要微生物类群，掌握生物脱氮除磷的微生物学原理及污水脱氮、除磷的相关工艺。

七、生物修复技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生物修复技术的原理，生物修复的主要方法。

2.考试要求：理解微生物应用在水环境污染修复技术中的原理，掌握生物修技术的主要方法。

八、实验操作

光学显微镜的使用；培养基制备及灭菌消毒技术；微生物的分离与培养技术；水中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

数的测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