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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指示，将原医学微生物学与人体寄生虫学学科合并为病原生

物学学科。国内多所医学院校先后都做了相应的调整，成立与组建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并

将两门课合并，开设病原生物学课。按教育部的意见，新一轮教学改革注重拓宽学生的知

识面，最终要落实到培养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创建型、协作型、复合型人才。因此，我们联

合了其他兄弟院校编写了病原生物学教材，为配合病原生物学教材的使用，我们特地编写

了这本《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训指导》，供高职院校医学生学习病原生物学实验课之用。本

教材由医学微生物学实验、人体寄生虫学实验及医学免疫学实验三部分组成，希望通过实

验课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病原生物学的基本实验技能操作和基本研究方法，同时也能获

取相应的感性知识。本书旨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独立操作能力，在进行设计性实验课

教学时，学生也能利用本实训指导作为工具，顺利地进行实验操作。为此目的，本书的每

项实验目的及实际意义都有所阐述，对实验结果的观察与分析，也予以了必要的辅导。限

于教学时数和条件，某些内容将以示教、电视或电影教学方式教学，这部分尤其需要加强

复习，以弥补未能亲自操作之不足。有关实验课的改革设想，仍须不断地接受实践考验，

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以不断地充实和提高。

本实训指导由盘箐主编，全体教研室教师参加编写，我们认为本实训指导符合教学实

际。但由于时间的紧迫，仍难免有不当之处，欢迎予以批评指正。

盘 箐
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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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绪 论

一、实验目的与要求

( 1) 通过实验验证理解并巩固理论知识，学习和掌握有关的实验操作技术，为以后的
医学专业课学习打好基础。

( 2) 实验课前做好预习，明确本次实验课的内容及其原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 3) 进入实验室要树立“有菌观点”，建立“无菌概念”，严格掌握无菌操作技术。

( 4) 在实验过程中逐渐培养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过程仔

细认真，注意分工与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提倡同学之间互帮互学。操作实验要按操作步

骤进行，学会正确操作手法、准确记录实验结果。示教实验要注意观察，并记录好相关内

容。实验完毕应自行分析实验结果，得出可能的结论，并总结实验中的体会和经验。除课

堂做好实验记录及绘图外，还应按规定完成系统实验报告。

二、实验室规则及实验室意外处理方法

1．微生物学实验室规则

由于病原微生物学实验是以病原微生物为研究对象，在实验过程中任何疏忽大意都有
可能引起实验人员的自身感染或实验室和周围环境的污染。因此，实验中应严格遵守实验

规则，建立无菌观念，严格无菌操作，防止实验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并确保实验结果的

准确。

( 1) 试验前须预习实验内容，了解实验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发

生错误，提高实验效率。

( 2) 进入实验室必须穿工作服，必要时还须戴口罩、帽子和手套，并做好实验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

( 3) 除必要的书籍文具外，其他个人物品一律不得带入实验室，带入实验室的物品应

远离操作区，放在指定的区域。

( 4) 实验室内不准大声喧哗、嬉戏，应保持实验室的安静、整洁和有序。不准在实验

室内吸烟、进食及与学习无关的其他活动。

( 5) 未经老师许可，不得擅自搬动实验器材及示教物品，不准随意摆弄和旋转实验仪

器上的开关及旋扭等。

( 6) 实验中注意节约试剂，爱护仪器，注意用电安全及节约水电。避免有菌材料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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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如万一有菌液外溅、有菌材料污染桌面或衣物、割破手指等意外情况，应及时报告老

师进行处理，切勿自作主张不按规定处理，防止自身感染及交叉污染。

( 7) 实验中使用完毕的器材和试剂，必须放回规定的位置。废弃物必须按规定进行处

理或归放于指定的容器内，不能随便乱丢乱放。需送温箱培养的物品，应标记清楚后送到

指定地点。

( 8) 实验完毕后应将桌面整理清洁，将实验器材放回原处，值日同学要搞好实验室的

清洁卫生，保持室内整齐，并用浸有消毒液的抹布将操作台擦拭干净，离开实验室前要关

好门窗、水、电，并将手洗干净。

( 9) 未经许可，不得将实验室内任何物品带出实验室。

2．实验室意外的紧急处理方法
( 1) 发生皮肤破损或刺伤: 首先用肥皂和水冲洗伤口，尽量挤出损伤处的血液，并用

70%乙醇或其他皮肤消毒剂进行消毒，立即进行医疗处理。

( 2) 化学药品腐蚀伤: 若为强酸，用大量清水冲洗后再以 5%碳酸氢钠溶液中和; 若为

强碱，用大量清水冲洗后再以 5%醋酸或 5%硼酸溶液中和; 若受伤处是眼部，经上述方法

处理后，再滴入橄榄油或液体石蜡 1 ～ 2 滴。

( 3) 烧伤: 局部涂凡士林、5%鞣酸或 2%苦味酸软膏。

( 4) 菌液误入口中: 立即将菌液吐入消毒容器中，再用 1 1000 高锰酸钾溶液或 3%过

氧化氢溶液漱口，根据菌种服用适当抗生素预防感染。

( 5) 菌液污染环境: 将适量 2% ～3%甲酚( 来苏儿液) 或 0． 1%苯扎溴铵( 新洁尔灭) 溶

液浸泡污染面半小时后除去，如手上有菌污染，也可浸泡于上述消毒液中 3 ～ 5 分钟，之后

用肥皂和清水洗净。

( 盘 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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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

实验一·


油镜的正确使用及细菌基本形态与特殊结构的观察

【目的与要求】

( 1) 熟悉微生物实验室规则并自觉遵守。

( 2) 掌握光学显微镜油镜的正确使用和维护。

( 3) 掌握细菌的基本形态及特殊结构。

( 4) 学会将细菌培养物或含菌标本材料制备的染色标本片，置显微镜油镜头下，观察

细菌的形状、大小、结构、排列及染色特性等，了解这些特征帮助临床鉴别各种细菌。

【实验原理】

微生物体积微小，且无色半透明，因此，对于微生物形态学的研究必须借助显微镜，

才能比较清楚地进行观察，以普通光学显微镜( 简称显微镜) 最为常用，必须熟练掌握显微

镜的使用，尤其是油镜镜头的使用与保护。

由于细菌个体小，必须使用 90 ×或 100 ×的物镜，以保证足够的放大倍数，同时保证足

够的亮度，必须滴加香柏油( 因香柏油与玻璃的折光率相近似) ，由聚光器出来的光线通过玻

璃和镜油，不发生折射，直接进入镜筒，增加进入镜头的光线，视野光亮度增强，物像清晰。

【实验材料与器械】

各种球菌、杆菌、弧菌、荚膜、鞭毛、芽胞的示教片; 光学显微镜、载玻片、擦镜纸、香

柏油、脱油剂( 二甲苯) 等。

【实验内容与步骤】

一、细菌基本形态和特殊构造的观察

( 一) 细菌的基本形态( 各种球菌、杆菌、弧菌等) ( 图 2 － 1)

( 1) 球菌: 葡萄球菌革兰染色标本片———菌体正圆形，染成蓝紫色，呈现葡萄串状排列。

( 2) 杆菌: 大肠埃希菌革兰染色标本片———菌体短杆状，染成红色，呈分散排列。革

兰阴性( G － ) 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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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1 细菌的基本形态示意图

( 3) 弧菌: 霍乱弧菌革兰染色标本片———菌体弧形，染成红色，呈分散排列。G －弧菌。

观察要点: 注意细菌的染色性、相对大小、形状及排列方式。

图 2 － 2 荚膜

( 二) 特殊结构的细菌观察( 荚膜、芽胞、鞭毛) ( 图 2 － 2、2 － 3、2 － 4)

( 1) 荚膜: 肺炎双球菌荚膜染色片———视野背景

为红色，其中可见到染色呈深红色，矛头状菌体，纵

向成双排列，菌体周围有未染上颜色的空白区，即

荚膜。

( 2) 鞭毛: 伤寒沙门菌鞭毛染色片———菌体较粗

大、杆状，染成蓝灰色，单个或成堆存在，周围可见

到波浪状弯曲、较长、呈沙门灰色的鞭毛。

( 3) 芽胞: 破伤风梭菌芽胞染色片———菌体为细

长杆状，顶端有染成红色、并大于菌体的球状物即芽

胞，呈“鼓槌状”，其他散乱分布的红色球体，为菌体脱落的成熟芽胞。

图 2 － 3 周鞭毛 图 2 － 4 芽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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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要点: 注意这些特殊结构的细菌大小、形状及其在菌体中的位置，均有助于细菌

的鉴定。

( 三) 其他病原菌观察

观察链球菌、淋病奈瑟菌、脑膜炎奈瑟菌、大肠埃希菌、破伤风杆菌、伤寒沙门菌。

观察要点: 注意这些细菌的染色性、相对大小、形状及排列方式。

二、光学显微镜油镜的使用

( 一) 光学显微镜的构造

光学显微镜是观察细菌形态最常用的一种仪器，其构造分为机械部分和光学部分。机

械部分包括: 镜座、镜臂、载物台、镜筒、镜头转换器、调焦装置等; 光学部分包括: 接物

镜、接目镜、反光镜、聚光器、光圈等( 图 2 － 5) 。

显微镜的接物镜有低倍镜、高倍镜、油镜三种，放大倍数依次增高，其识别方法为:

( 1) 低倍镜: 镜头标志为 10 ×或 10 /0． 25，镜头最短，其上常刻有黄色环圈。

( 2) 高倍镜: 镜头标志为 40 ×或 40 /0． 65，镜头较长，其上常刻有蓝色环圈。

( 3) 油镜: 镜头标志为 100 ×或 100 /1． 30，镜头最长，其上常刻有白色环圈，或“oil”字

样。

图 2 － 5 光学显微镜的构造

( 二) 油镜的使用原理

油镜的放大倍数高，其透镜孔最小，这样进入的光线就少，物体不易看清楚。同时自

标本片透过的光线，因玻片和空气的折光率不同( 玻璃 n = 1． 52，空气 n = 1． 0) ，部分光线

经载玻片进入空气后发生折射，不能进入透镜，致使射入光线较少，物像更不清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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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6 显微镜油镜的使用原理

使用油镜观察时，需要更多地增加进入镜头

的光线。在油镜和载玻片之间滴加和玻璃折

光率相近的香柏油( n = 1． 515 ) ，则使进入油

镜的光线增多，视野光亮度增强，物像清晰
( 图 2 － 6) 。

( 三) 使用方法
( 1) 采光: 使用显微镜时必须端坐，将显

微镜放在胸前适当位置。将低倍镜转到中央

并对准下面的聚光器，打开光圈，转动反光

镜，使光线集中于聚光器( 以灯光为光源时，

使用凹面反光镜，以自然光为光源时用平面

反光镜) 。根据所观察的标本，通过升降聚光

器和缩放光圈以获得最佳光度。当用低倍镜或高倍镜观察时，应适当缩小光圈，下降聚光

器; 当用油镜观察时，光线宜强，应把光圈完全打开，并将聚光器上升到最高位置。

( 2) 低倍镜调焦: 将欲观察的标本置载物台上，用弹簧夹和推进器固定，将待检部位

移至视野正中央，上升载物台至不能升高为止。用左眼观察接目镜，缓慢调节粗调节器，

使载物台下降，待看到模糊的图像时，再调节细调节器，直至看到清晰的图像为止。

( 3) 油镜的使用: 低倍镜找到物像并调至清晰之后，转开物镜头，在玻片的标本上滴

加 1 滴香柏油，将油镜头转换至中央，缓慢调节粗调节器，使镜头浸入油中，当油镜头几

乎接触玻片时停止转动( 从侧面观察) ，边观察接目镜边轻轻转动粗调节器( 此时只能上升

镜头，不能下降，防止压坏玻片及损坏物镜) ，待看到模糊物像时改调细调节器，直至找到

清晰物像。

镜检时应将标本按一定方向呈“弓”形移动，直至整个标本观察完毕，以防漏检。观察

时应将两只眼睛同时睁开，左眼观察，右眼用于绘图或记录。标本观察完毕后，先将物镜

头移开，再转动粗调节器使载物台下降，取下载玻片，立即用擦镜纸将镜头上的香柏油

擦净。

( 四) 油镜的保护
( 1) 显微镜是贵重精密仪器，使用时要精心保护，不得随意拆散和碰撞。

( 2) 取送显微镜时，右手持镜臂，左手托镜座，平端于胸前，然后轻放于桌面上或柜

箱内。

( 3) 油镜用毕，载物台下降，取出标本片，用擦镜纸将油镜上的油擦净( 用擦镜纸蘸二

甲苯擦试，再用擦镜纸擦去二甲苯) ，擦镜时应顺其直径方向擦，不要转圈擦。

( 4) 不用时，将镜头转离聚光器，油镜头朝前呈“八”字形，降下聚光器，对号放入镜

箱。标本片按规定擦去镜油，放入标本盒，如该标本片不再使用，则投入消毒缸内。

( 5) 防止与强酸、强碱、乙醚、氯仿、乙醇等化学药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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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1) 显微镜搬运时应右手紧握镜臂，左手稳托镜座，平端在胸前，轻拿轻放。

( 2) 显微镜放到实验台上时，先放镜座的一端，再将镜座全部放稳，切不可使镜座全

面同时与台面接触，这样震动过大，透镜和微调节器的装置易损坏。

( 3) 避免强酸、强碱、氯仿、乙醚、乙醇等化学药品与显微镜接触，避免日光直射，显

微镜须经常保持清洁，勿使油污和灰尘附着。

( 4) 接目镜和接物镜不要随便卸下，必须抽取接目镜时，须将镜筒上口用布遮盖，避

免灰尘落入镜筒内。更换接物镜时，卸下后应倒置在清洁的台面上，并随即装入木箱的置

放接物镜的管内。

( 5) 细调节器是显微镜最精细而脆弱的部分，不要向一个方向连续转动数周，应轻微

地来回旋转。

( 6) 镜头必须保持清洁，油镜使用完后应立即用擦镜纸拭去香柏油。若油镜镜头上的

油迹未擦干净，应先将 1 1 醇醚混合液或二甲苯滴在擦镜纸上擦拭镜头，再用干净擦镜纸

将镜头上残留的醇醚混合液或二甲苯擦净。

( 7) 显微镜擦净后，取下标本片，下降聚光器，再将物镜转成“品”字形，送至显微镜

室，放入镜箱内。

【思考题】

( 1) 使用油镜应注意哪些问题? 观察细菌形态时应注意些什么?

( 2) 细菌有哪些特殊结构? 这些结构有什么医学意义?

( 3) 绘图记录细菌的基本形态及镜下特殊结构的观察( 图绘入附录四) 。

( 盘 箐)

实验二·


常用的细菌染色技术

【目的与要求】

( 1) 学习微生物的涂片、染色的基本技术，掌握细菌的常见染色方法。

( 2) 了解革兰染色及抗酸染色的原理及其在细菌分类鉴定中的重要性。

( 3) 巩固显微镜( 油镜) 的使用方法和无菌操作技术。

【实验原理】

染色法是利用染料对细菌进行染色的一种方法。此法操作简便，适用于菌体一般形状

和细菌排列的观察。常用碱性染料进行简单染色，这是因为，在中性、碱性或弱酸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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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细菌细胞通常带负电荷，而碱性染料在电离时，其分子的染色部分带正电荷( 酸性染料

电离时，其分子的染色部分带正电荷) ，因此碱性染料的染色部分很容易与细菌结合使细

菌着色。经染色后的细菌细胞与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显微镜下更易于识别。常用作简

单染色的染料有: 美蓝、结晶紫、碱性复红等。

【实验材料与器械】

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卡介苗、草酸铵结晶紫液、卢戈碘液、95%乙醇、石碳

酸复红、3%盐酸乙醇、碱性美蓝、载玻片、显微镜、乙醇灯、接种环、香柏油、二甲苯、擦

镜纸、吸水纸、木夹、玻璃缸、0． 9%氯化钠溶液( 生理盐水) 等。

【实验内容与步骤】

一、革兰染色法

革兰染色法是细菌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重要的鉴别染色法。1884 年由丹麦医师 Gram

创立。染色机制是利用两类细菌的细胞壁成分和结构不同。革兰阳性菌( G + ) ( Gram-

positive) 的细胞壁中肽聚糖的含量多，有 15 ～ 50 层，由聚糖骨架、四肽侧链和五肽交连桥

三部分交织而成，成三维立体排列，结构致密，且脂质含量少，经乙醇或丙酮洗脱后，肽聚

糖层的孔径变小，通透性降低，因此，细胞仍保留初染时的颜色; 而革兰阴性菌( G － )

( Gram-negative) 的细胞壁中含有较多的脂质，肽聚糖的含量较少，仅 1 ～ 2 层，肽聚糖仅由

聚糖骨架和四肽侧链组成，成二维排列，结构疏松。当用乙醇或丙酮脱色时，脂质被溶解，

增加了细胞壁的通透性，使初染后的结晶紫和碘的复合物易于渗出，结果细胞被脱色，经

复染后，又染上复染液的颜色。根据染色结果将细菌分为两大类。一类经碱性染色剂结晶

紫初染，再经碘液媒染( 以增加染料与细胞的亲和力) 后，用脱色剂脱色，最后用复染剂复

染，而能保留初染剂于细胞中，不受脱色剂的影响，最终被保留初染剂紫色颜色的细菌称

为革兰阳性细菌( G + ) 。另一类则因脱色剂的作用而洗出结晶紫，然后被复染剂染色红色

的细菌称为革兰阴性细菌( G － ) 。

( 一) 操作步骤( 图 2 － 7、2 － 8)

1．涂片

取清洁无油污载物玻片一张，接种环沾取生理盐水 1 ～ 2 环置于玻片正中央，再将接种

环火焰灭菌待冷后，从培养物中刮取少量的 12 ～ 24 小时金黄色葡萄球菌或大肠埃希菌菌

苔，混于生理盐水中，涂抹区约拇指盖大，轻轻涂抹均匀，切记涂片不宜过厚，以免脱色不

完全造成假阳性。

2．干燥

室温自然干燥，也可将涂面向上，远离火焰上方微加温干燥( 切勿加热过度，以防将标

本烧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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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

标本干燥后，通过乙醇灯火焰三次( 约2 ～ 3秒钟) ，以杀死细菌并使之固定于玻片上。

图 2 － 7 细菌取菌涂片

4．染色
( 1) 初染: 滴加结晶紫 ( 以覆盖菌膜为

宜) ，染色 1 分钟。倾去染液并用洗瓶装水轻

轻冲洗，甩干。

( 2) 媒染: 加卢戈碘液染色 1 分钟，水

洗，甩干。

( 3) 脱色: 将载玻片略倾斜，滴加 95%乙

醇脱色( 洗至流下的乙醇中无颜色时为止) ，

然后水洗，甩干。

( 4) 复染: 加复红复染 1 分钟，水洗，用

吸水纸吸干或烘干。

5．镜检

干燥后用油镜观察，判断细菌的染色性。

6．脱油、存放

对油镜镜头用二甲苯脱油，关显微镜开

关，拔下插头归还显微镜，登记显微镜使用状况; 对使用后的玻片放到规定位置进行处理。

图 2 － 8 革兰氏染色步骤

( 二) 染色结果

记录结果并绘图。菌体染成蓝紫色的是 G +，染成红色的是 G + ( 图 2 － 9、2 － 10、

2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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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9 革兰染色结果

图 2 － 10 金黄色葡萄球菌 图 2 － 11 大肠埃希菌

二、抗酸染色法

抗酸染色法是 1882 年由埃利希( F． Ehrlich) 首创并经 F·齐尔( Ziehl) 改进而创造出的

细菌染色法。染色机制是因分枝杆菌的细胞壁内含有大量的脂质，主要成分是分枝菌酸，

包围在肽聚糖的外面，一般不易着色，要经过加热和延长着色时间来促使其着色。但分枝

杆菌中的分枝菌酸与石碳酸复红( 红色) 牢固结合形成复合物后，很难被酸性脱色剂( 盐酸

酒精，无色) 脱色，当再加碱性美蓝( 蓝色) 复染后，分枝杆菌仍为红色，故名抗酸染色，该

菌称抗酸杆菌，而其他细菌及背景中的物质因无抗酸能力，初染的红色被酸类所脱去，故

被复染成蓝色。

( 一) 操作步骤

1．涂片

取清洁无油污载物玻片一张，用棉签沾取少量卡介苗稀释液置于玻片正中央，在载玻

01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训指导



片上涂开，涂抹区约拇指盖大，轻轻涂抹均匀，切记涂片不宜过厚，以免脱色不完全造成

假阳性。用过的棉签及玻片应放到规定的空平皿内等待高压灭菌。

2．干燥

室温自然干燥，也可将涂面向上，远离火焰上方微加温干燥( 切勿加热过度，以防将标

本烧枯) 。

3．固定

标本干燥后，通过乙醇灯火焰三次( 约 2 ～ 3 秒钟) ，以杀死细菌并使之固定于玻片上。

4．染色
( 1) 初染涂抹面用滤纸片盖上，然后往滤纸片上滴加石炭酸复红染液，使滤纸片完全

被染液浸湿( 以覆盖菌膜为宜) ，持玻片在小火上加温片刻然后离开火焰，此时可见到玻片

上冒出蒸汽。待蒸汽消失后再加温，如此反复 3 ～ 4 次，约 5 分钟，加温时随时添加染液勿

使纸片干涸，玻片冷却后，用接种环挑去滤纸扔到污物盆内，倾去染液并用流水冲洗玻片，

甩干。

( 2) 脱色滴加 3%盐酸乙醇脱色，至涂抹均匀部位基本没有红色再脱下为止，然后水

洗，甩干。

( 3) 复染加碱性美蓝染液 1 分钟，水洗，用吸水纸吸干或烘干。

5．镜检

干燥后用油镜观察，判断细菌的染色性。

6．脱油、存放

对油镜镜头用二甲苯脱油，关显微镜开关，拔下插头归还显微镜，登记显微镜使用状

况; 对使用后的玻片放到规定位置进行处理。

图 2 － 12 抗酸染色结果

( 二) 染色结果

记录结果并绘图。菌体染成红色的是抗酸

菌，染成蓝色的是非抗酸菌( 图 2 － 12) 。

【注意事项】

( 1) 染色前必须固定细菌。其目的有二: 一

是杀死细菌并使菌体黏附于玻片上; 二是增加其

对染料的亲和力。

( 2) 染色液必须覆盖所有菌膜。

( 3) 火焰固定常常利用高温，手执载玻片的一端( 涂有标本的远端) ，标本向上，在乙

醇灯火焰外层尽快的来回通过 3 ～ 4 次，共约 2 ～ 3 s，时间长了菌膜会烧焦，时间短了固定

不好，并不时以载玻片背面加热触及皮肤，不觉过烫为宜( 不超过 60℃ ) ，放置待冷后，进

行染色。

( 4) 抗酸染色初染时，加热时间应维持 5 分钟，过程中勿使溶液沸腾烧干。制作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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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标本涂抹均匀，不要太厚或太薄。严格按照无菌操作程序完成染色过程。

( 5) 标本脱色时把握好时间，否则影响染色效果。

( 6) 革兰染色基本程序: 制片→干燥→固定→初染→媒染→脱色→复染→镜检→脱油。

( 7) 抗酸染色基本程序: 制片→干燥→固定→初染→脱色→复染→镜检→脱油。

【思考题】

( 1) 你认为制备细菌染色标本时，尤其应该注意哪些环节? 操作中有哪些因素影响结

果的正确性?

( 2) 如果你的涂片未经热固定，将会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加热温度过高、时间太长，

又会怎样呢?

( 3) 你认为哪些环节会影响革兰染色结果的正确性?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 4) 进行革兰染色时，为什么特别强调菌龄不能太老，用老龄细菌染色会出现什么问

题? 染色中，哪一个步骤可以省去而不影响最终结果?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用?

( 5) 抗酸染色过程中有哪些注意点?

( 6) 简述抗酸染色法与革兰染色的区别。

( 7) 绘图记录革兰染色及抗酸染色结果图( 图绘入附录四) 。

( 唐鹏程)

实验三·


细菌的人工培养

【目的与要求】

( 1) 了解培养基的制备方法、种类和用途及细菌人工培养的方法和过程。

( 2) 掌握细菌在各种培养基中的生长现象; 细菌菌落的概念，熟悉菌落的特点。

【实验原理】

人工制备营养充足的培养基并提供适宜的温度、气体、pH等培养条件，即能使细菌在

体外环境迅速生长繁殖。细菌培养对临床上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制备抗生素、制备疫苗等

生物制品都是必不可少的。临床的痰、粪、浓汁等标本，常混杂有多种细菌，要从中找出

病原菌，就必须通过平板划线接种细菌，使细菌在琼脂平板表面充分的分散开来，一种细

菌就能固定在某一点生长，形成单个菌落。根据菌落的特征，可以发现病原菌，达到分离

纯种的目的。有了纯种的细菌就可以扩大培养进行鉴定。

【实验材料与器械】

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混合菌液、普通琼脂平板、枯草杆菌、链球菌培养物、肉汤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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