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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的生物腐蚀与防护》介绍了材料生物腐蚀的研究进展、机理、研究方法及不同环境下材料微生
物腐蚀及防护方法；详细分析了在海洋环境中碳钢的微生物腐蚀及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最后介绍了
金属在海洋环境中的生物污损及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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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淀粉水解实验　　有些细菌具有合成淀粉酶的能力，可以分泌胞外淀粉酶。淀粉酶可以使淀粉
水解为麦芽糖和葡萄糖，淀粉水解后遇碘不再变蓝色。　　F 纤维素分解实验　　有些细菌具有分解
纤维素的能力，可以分泌纤维素酶，使纤维素水解。测定细菌对纤维素的水解常采用纤维滤纸，通过
液体培养或固体培养进行实验。在液体培养基中的滤纸条被分解后发生断裂或失去原有的物理性状；
在固体培养基上，细菌降解滤纸可以形成水解斑，从而可以判断细菌是否分解纤维素。　　G果胶分
解实验　　很多植物材料中含有果胶类物质，有些细菌可以产生果胶酶分解果胶。一旦果胶被分解，
胨状培养基被液化，培养基表面会出现下凹。可以指示测试菌是否产生果胶酶水解果胶。　　H 油脂
水解实验　　细菌产生的脂肪酶能分解培养基中的脂肪生成甘油及脂肪酸。脂肪酸可以使培养基pH值
下降，可通过在油脂培养基中加入中性红做指示剂进行测试。中性红指示范围为pH值6.8（红）～8.0
（黄）。当细菌分解脂肪产生脂肪酸时，则菌落周围培养基中出现红色斑点。　　I 甲基红（M.R.）
实验　　某些细菌在糖代谢过程中，将培养基中的糖先分解为丙酮酸，丙酮酸再被分解为甲酸、乙酸
、乳酸等。有机酸的产生可由加入甲基红指示剂的颜色变化进行检测。甲基红变色范围为pH值4.2（
红）～6.3（黄）。细菌分解葡萄糖产酸，将培养液由原来的橘黄色变为红色，此为M.R.正反应。　
　J 乙酰甲基甲醇（v.P.）实验　　某些细菌在糖代谢过程中，分解葡萄糖产生丙酮酸，丙酮酸通过缩
合和脱羧后转变成乙酰甲基甲醇（也称三羟基丁酮），然后被还原为2，3—丁二醇。乙酰甲基甲醇在
碱性条件下，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成为二乙酰，二乙酰再与蛋白胨中的精氨酸的胍基起作用生成红色
化合物，此为V.P.正反应（培养基中胍基太少，可加少量胍酸等胍基化合物）。在试管中加入α—萘
酚时，可促进反应出现。　　K柠檬酸盐实验　　细菌利用柠檬酸的能力不同，有的菌可利用柠檬酸
钠作为碳源，有的则不能。某些菌分解柠檬酸形成CO2，由于培养基中钠离子的存在而形成碳酸钠，
使培养基碱性增加，根据培养基中的指示剂变色情况来判断实验结果。指示剂可用1%的溴麝香草酚蓝
酒精溶液，变色范围为pH值6.3（黄）～7.6（蓝）；也可以用酚红水溶液作为指示剂，其变色范围
为pH值6.3（黄）～8.0（红）。　　L过氧化氢酶实验　　过氧化氢酶可以催化过氧化氢分解，释放出
氧气。许多好气性和兼性厌气性细菌都具有过氧化氢活性，当它们遇到大量过氧化氢溶液时，可以产
生大量氧气，形成气泡。厌氧菌不具有过氧化氢酶活性。　　M 明胶液化实验　　某些细菌分泌蛋白
酶分解明胶，形成小分子物质。如果细菌具有分解明胶的能力，则培养基可由原来固体状态变成液体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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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的生物腐蚀与防护》可作为从事生物腐蚀、涂料领域的工程设计人员、科研人员和管理人
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材料腐蚀与防护专业的研究生教材及本科相关方向的毕业
设计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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