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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生物学检验》一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有关文件精神和医学检验行业需求而组织编写的，
是医学检验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坚持理论知识“必要、实用”的原则，针对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认真遴选教材内容，突出知识的应用，以满足“岗位需要、社会需要”。
同时，结合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规范的要求，对各章节内容
进行了精心设计与安排，以满足“教学需要”。
本书共二十二章，分为“微生物学检验基础”、“微生物学检验基本技术”、“常见微生物鉴定技术
”和“临床微生物检验”四部分。
本书围绕医学检验专业专科培养目标，借鉴了第2版教材的成功经验，改变了以往本课程教材的编排
习惯，从多方面进行了尝试。
主要特点是：①按照必备知识、基本能力、实践应用的思路逐一进行编写，并牢牢把握教材的定位，
即使用对象（学生）、服务对象（行业）、作用对象（岗位）的定位；②结合就业岗位的基本技能、
综合技能要求，重点阐述了与微生物学检验有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其应用，使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
、专业技能与实践工作任务相结合、基础与学生后续学习和发展相结合，立求重点突出、兼顾全面、
循序渐进、除旧布新、可读易懂，从而体现本教材为行业服务的功能；③为方便师生及时获取本领域
的最新研究信息及成果，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拓展思维空间能力，使学生了解学习本课程的意义和
用途，书后附录了与微生物学检验相关的学习网站、参考文献和常用专业索引；④为了增强学生对本
课程的热爱，提高学习信心，书后附录了微生物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概览。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编者单位领导和同行们的大力支持，同时参考了诸多参考书籍和文献资
料，引用了大量的插图，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微生物学发展迅速，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为了进一步提高本书的质量，以供再版
时修改，因而诚恳地希望各位读者、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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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职高专卫生部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共分22个章节，主要对微生物学检验基础知识作
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细菌的基本性状、真菌的基本性状、病毒的基本性状、微生物与感染、细菌对
抗菌药物的敏感试验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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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微生物学检验基础绪论  第一节  微生物    一、微生物的概念    二、微生物的分类    三、微生物
与人类的关系  第二节  微生物学及微生物学检验    一、微生物学概念及研究范围    二、微生物学发展    
三、微生物学检验第一章  细菌的基本性状  第一节  细菌的形态与结构    一、细菌的大小和形态    二、
细菌的基本结构    三、细菌的特殊结构  第二节  细菌的生理    一、细菌的主要理化性状    二、细菌的生
长繁殖    三、细菌的新陈代谢  第三节  细菌与环境    一、细菌的分布    二、细菌的控制  第四节  细菌的
遗传与变异    一、常见的细菌变异现象    二、细菌的遗传物质    三、细菌变异的机制    四、细菌遗传变
异研究的意义第二章  真菌的基本性状  第一节  真菌的形态与结构    一、单细胞真菌    二、多细胞真菌  
第二节  真菌的繁殖与培养    一、真菌的繁殖方式    二、真菌的培养  第三节  真菌与环境    一、真菌的
抵抗力与控制    二、真菌的变异    三、真菌与人类的关系第三章  病毒的基本性状  第一节  病毒的形态
与结构    一、病毒的大小与形态    二、病毒的结构与化学组成  第二节  病毒的增殖    一、病毒的增殖与
培养    二、病毒的异常增殖与干扰现象  第三节  病毒与环境    一、病毒的抵抗力与控制    二、病毒的变
异与基因工程第四章  微生物与感染  第一节  微生物的致病性  ⋯⋯第二篇  微生物学检验基本技术第五
章  细菌检验技术第六章  真菌检验技术第七章  病毒检验技术第八章  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试验第九
章  动物实验技术第三篇  常见微生物鉴定技术第十章  需氧和兼性厌氧球菌第十一章  革兰阴性需氧和
兼性厌氧球菌第十二章  革兰阳性需氧和兼性厌氧球菌第十三章  分枝杆菌属和诺卡菌属第十四章  厌氧
菌第十五章  螺旋体、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第十六章  常见真菌第十七章  常见病毒第四篇  临床
微生物检验第十八章  临床常见标本的细菌学检验第十九章  医院感染第二十章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安全第二十一章  微生物检验的自动化和微型化第二十二章  微生物检验的质量控制附录一附录二附录
三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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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微生物检验的标本主要来自患者，这些标本具有传染性，有可能导致实验室感染和医院感染。
另外，微生物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及正常人体，这些微生物可能污染实验环境、实验材料等，因而影响
实验结果的判断。
因此，微生物检验工作中，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无菌观念，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技术。
1.无菌室、超净工作台、生物安全柜使用前必须消毒。
2.微生物检验所用物品在使用前应严格进行灭菌，在使用过程中不得与未灭菌物品接触，如有接触必
须更换无菌物品。
3.接种环（针）在每次使用前、后，均应在火焰上烧灼灭菌。
4.无菌试管或烧瓶在拔塞后及回塞前，管（瓶）口应通过火焰1～2次，以杀灭管（瓶）口附着的细菌
。
5.细菌接种、倾注琼脂平板等应在超净工作台或生物安全柜内进行操作。
6.使用无菌吸管时，吸管上端应塞有棉花，不能用嘴吹出管内余液，以免口腔内杂菌污染，应使用洗
耳球轻轻吹吸。
7.微生物实验室所有感染性废弃物、细菌培养物等不能拿出实验室，亦不能随意倒入水池。
须进行严格消毒灭菌处理后，用医用废物袋装好，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部门处置。
8.临床微生物检验工作人员须加强个人防护。
工作时穿工作衣、戴口罩及工作帽，必要时穿防护衣、戴防护镜及手套。
离开时更衣、洗手。
实验台在工作完毕应进行消毒灭菌。
（二）细菌接种与分离技术细菌接种时，应根据待检标本的种类、检验目的及所用培养基的类型选择
不同的接种方法。
1.平板划线法此方法主要用于固体培养基的接种。
临床标本中含有的多种细菌，可经过划线接种到固体培养基表面而分散开，经过18～24小时培养后可
得到单个菌落。
这种将混杂细菌在固体培养基表面培养分散开的方法称为分离培养。
挑取单个菌落转种到另一培养基中，生长出的细菌为纯种菌，此方法称为纯培养。
平板划线分为分区划线和连续划线两种方法。
（1）分区划线：用接种环挑取细菌标本，将标本沿平板边缘均匀涂布在培养基表面，约占培养基面
积的1／5，此为第一区；烧灼灭菌接种环，待冷，转动平板约70。
角度，将接种环通过第一区3～4次，连续划线，划线面积约占培养基面积的1／5，此为第二区；依次
划第三区、第四区、第五区（图5-4）。
分区划线法多用于含菌量较多的细菌标本的接种，如粪便、脓汁、痰液等标本。
经过分区划线，可将标本中的细菌分散开，从而获得单个菌落。
（2）连续划线：用接种环挑取细菌标本均匀涂于琼脂边缘一小部分，由此开始在平板表面连续划曲
线，并逐渐下移，连续划成若干条分散的平行线（图5-5），此方法适用于接种含菌量较少的标本。
2.斜面接种法此方法主要用于纯种增菌及保留菌种或生化反应。
用接种针挑取单个菌落，从斜面底部自下而上划一直线，再从底部向上划曲线接种；或将已取细菌的
接种针从斜面正中垂直刺人底部（距管底约0.4 cm），抽出后再在斜面上由下而上划曲线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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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生物学检验(供医学检验专业用)(第3版)》是全国高职高专卫生部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
研究会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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