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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生物是医药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本教材是依据医药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强化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目的编写的，可供高职院校医
药类相关专业使用，也可作为医药企业职工的培训教材和参考用书。
  本教材编写坚持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目标，弱化微生物学科体系，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
遵循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教育规律，对内容进行科学组合和序化，学做一体化，突出了实
用性、技术性、先进性。
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常见微生物的形态、分类、生理生化特性、代谢、遗传变异及菌种选育、培养、保
藏的基本知识，微生物在医药工业和药物检查上的应用。
通过学习学生可掌握观察微生物的技术、染色技术、培养基的制备与灭菌技术、微生物生长的测定技
术及分离纯化技术，熟悉微生物基因突变、遗传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微生物菌种保藏的基
本原理和技术。
教材内容同时注意着力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良好的职业素质和态度。
  全书共有9个项目，项目由“必备知识”及“任务”两部分构成，设有“技能拓展”、“趣味知识”
等栏目，每个项目后均有“自我提高”，便于学生巩固及提高。
  本教材由韩秋菊主编，王云庆、温睿副主编，其中项目1、项目9由韩秋菊编写；项目2由温睿与韩璐
冲联合编写；项目3由温睿编写；项目4、项目5由于玲玲与洪伟鸣联合编写；项目6、项目8由王涛与白
玲玲联合编写；项目7由王云庆编写；附录由韩璐冲编写；李文君对全书进行了审定。
编写过程参阅了有关微生物学及微生物实验文献资料，特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各位同仁、广大师生在使用过程中批
评指正。
  编者  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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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依据&ldquo;教学做&rdquo;合一的教育理念，以全新的体例格式取代了传统的篇、章、节，将
微生物学内容分为认识微生物检验室，微生物形态观察，微生物染色技术，消毒与灭菌，培养基制备
技术，接种、分离纯化与培养，微生物分布测定，药物的体外抗菌技术，血清学检测9个项目。
每个项目由&ldquo;必备知识&rdquo;和&ldquo;任务&rdquo;两部分构成，全书根据岗位需要或工作过程
共设计了25个具体任务，任务内容贴近现代生产实际，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实现了项目导向、课堂
与实训一体化。
 本教材可供高职院校药学、药物制剂技术、生物制药技术、药品质量检测技术、中药制药技术等专业
使用，也可作为医药企业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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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项目一 认识微生物实验室　任务一 认识微生物实验室的布局与要求 　一、微生物实验室规则 　二、
普通实验室布局与要求 　三、无菌实验室要求 　四、常用仪器、设备　任务二 常用玻璃器皿及用具
的清洗和包扎 一、玻璃器皿及用具的清洗 二、常用洗涤液的配制与使用 三、玻璃器皿的干燥 四、玻
璃器皿的包扎 自我提高项目二 微生物形态观察　必备知识 微生物分类及形态特征　 一、微生物概述 
　二、各类微生物的形态特征  　三、微生物群体的形态特征 　任务一 光学显微镜的使用 　任务二 微
生物大小定技术  任务三 悬滴法观察细菌的运动  任务四 霉菌的载片培养观察  技能拓展 玻璃纸透析培
养法观察霉菌 任务五 放线菌的形态观察  自我提高 项目三 微生物染色技术　必备知识 细菌的结构　 
一、细菌的基本结构 　二、细菌的特殊结构 　任务一 细菌涂片及简单染色 　任务二 革兰染色　技能
拓展 芽孢染色体　技能拓展 鞭毛染色法　自我提高 　项目四 消毒与灭菌　必备知识 消毒与灭菌 　　
任务一 过滤除菌技能拓展 超净工作台、生物安全柜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任务二　干热灭菌 任务三 
高压蒸汽灭菌 自我提高项目五 培养基制备技术　必备知识 微生物培养基 　任务一 液体培养基的制备
　技能拓展 培养基pH测定及矫正方法 　技能拓展 酸度计的使用注意事项　任务二 固体培养基的制备
　任务三 半固体培养基的制备　技能拓展 几种常用培养基的配制　自我提高 项目六 接种、分离纯化
与培养　必备知识 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一、微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物质基础　　二、微生物变异的类
型　　三、微生物变异的原因　　&hellip;&hellip;项目七　微生物分布测定技术项目八　药物的体外搞
菌技术项目九　血清学试验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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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五、菌种的衰退、复壮和保藏1.菌种的衰退和复壮（1）菌种的衰退微生物菌种的变异
是绝对的，而遗传的稳定性则是相对的，退化性的变异是大量的，而进化型的变异却是个别的。
但是，在自然情况下，个别的适应性变异通过自然选择却可以保存和发展，最后成为进化的方向。
在人为条件下，人们也可以通过人工选择去有意识地筛选出个别的正变体而用于实践中。
相反，如不进行有意识的人工选择，则大量的自发突变菌株就会随意生长；如果对已经获得的高效的
菌种长期不进行复壮、育种，反映到生产上就会出现低产、不稳定的性状。
对产量性状来说，菌种的负变就是衰退。
另外，如果菌种的其他原有典型性状变得不典型了，也是衰退。
最易觉察到的是菌落和细胞形态的改变。
如菌落从原来的凸形变成扇形、帽形或小山形，孢子丝从原有的螺旋状变成波曲状或直丝状，孢子从
椭圆形变成短柱形等。
其次，就是生长变得缓慢，产孢子越来越少；再次，是代谢产物生产能力或其对寄主能力的下降，如
赤霉素生产菌产赤霉素能力下降，杀螟杆菌或白僵菌对寄主致病能力降低等。
最后。
衰退还表现在抗不良环境条件（抗噬菌体、抗低温等）能力的减弱等。
菌种的衰退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逐步演变过程。
开始时，在群体中只有个别细胞发生负变，这时如不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而是继续移种传代，则
群体中这种负变的个体比例逐步增高。
最后由它们占了一定数量，从而使整个群体表现衰退。
所以，开始时的菌株实际上已包含着一些退化的个体；到了后来，整个菌群虽然衰退了，但其中还有
少数尚未衰退的个体存在。
了解衰退后，就有可能提出防止衰退和进行菌种复壮的对策。
狭义的复壮只是一种消极的措施，它指的是菌种已发生衰退后，再通过纯种分离和性能测定等方法，
从衰退的群体中找出尚未衰退的少数个体，在进行分离纯化培养，以达到恢复该菌种原有典型性状的
一种措施。
而广义的复壮应该是一项积极的措施，即在菌种的生产性能尚未衰退前就经常有意识地进行纯种分离
和生产性能的测定工作，以使其菌种的生产性能保持稳定并逐步提高。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用一发突变（正变）从生产中不断进行选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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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用微生物》：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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