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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编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和编写的。
其宗旨是着力培养适应食品工业发展和超市、农贸市场(国家要求今后的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应配有食
品检验人员)、食品卫生监督等部门需要的高素质食品检验技能人才，为满足本专业高职学生就业打实
基础，创造条件。
所以本书在编写中，时刻牢记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关于“深化教学改革，注重学以
致用”的指示。
全书以作为食品微生物检验人员必须掌握的一些应知应会的基本常识和技能技术为主，淡化相关的理
论知识。
通过本书的学习，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检验技术，既掌握食品卫生学方面关于细菌总数、大肠菌
群数的检验技术，又掌握由食品传染给人的病原微生物的检验技术。
食品微生物的检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正由传统的检验方式朝着快速检验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也
介绍了食品微生物的快速检验方法。
国家规定，食品检验人员应持证上岗，为了读者实训和考证的需要，书末还编录了两套“高级食品检
验工技能操作考试模拟试卷”。
总之，希望读者能通过本书的学习，为就业创造条件，为食品工业的发展、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发
挥作用。
本书还可供食品生产、食品商检、卫生防疫的微生物学检验人员及相关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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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章 食品微生物检验常用试剂及其配制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染色的基本原理。
 2.掌握常用染料的性质及其染液的配制技术。
 3.掌握常用试剂、缓冲溶液、物质的量浓度的配制技术。
 4.掌握常用生化试剂的配制技术及其试验法。
 5.了解培养基的种类及一些常见培养基的用途，掌握一般培养基的配制技术。
 第一节染料及染液配制技术 由于微生物细胞含有大量水分（一般在80％～90％以上），对光线的吸收
和反射与水溶液的差别不大，与周围背景没有明显的明暗差，所以，除了观察活体微生物细胞的运动
性和直接计算菌数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经过染色后，才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比如细菌体积微小，通常以微米（μm）计算，且为无色半透明体，只有经合适的染色，细菌细胞与
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后，再借助显微镜放大才能清楚地观察。
染色不仅能更好地看清微生物的形态结构，而且有些染色反应对微生物还有鉴别作用。
 一、染色的原理 微生物染色的基本原理，是根据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的作用而进行的。
物理因素如细胞及细胞物质对染料的毛细现象、渗透、吸附作用等；化学因素则是根据细胞物质与染
料的不同性质而发生的各种化学反应。
酸性物质对于碱性染料较易吸附，且吸附作用稳固；同样，碱性物质对酸性染料较易于吸附。
如酸性物质细胞核对于碱性染料就有化学亲和力，易于吸附。
但是，要使酸性物质染上酸性染料，必须把它们的物理形式加以改变（如改变pH），才利于吸附作用
的发生。
相反，碱性物质（如细胞质）通常仅能染上酸性染料，若把它们变为适宜的物理形式，也同样能与碱
性染料发生吸附作用。
 细菌的等电点较低，pH在2～5，故在中性、碱性或弱酸性溶液中，菌体蛋白质电离后带阴电荷；而
碱性染料电离时染料离子带阳电。
因此，带阴电的细菌常和带阳电的碱性染料进行结合。
所以，在细菌学上常用碱性染料进行染色。
 影响染色的因素还有菌体细胞的构造和其外膜的通透性，如细胞膜的通透性、膜孔的大小和细胞结构
完整与否，在染色上都起一定作用。
此外，培养基的组成、菌龄、染色液中的电介质含量和pH、温度、药物的作用等，也都能影响细菌的
染色。
 二、染料的种类 染料分为天然染料和人工染料两种。
天然染料有胭脂虫红、地衣素、石蕊和苏木素等，它们多从植物体中提取得到，成分复杂，有些至今
还未搞清楚。
目前主要采用人工染料，也称煤焦油染料，多从煤焦油中提取获得，是苯的衍生物。
多数染料为带色的有机酸或碱类，难溶于水，而易溶于有机溶剂中。
为使它们易溶于水，通常制成盐类。
 染料可按其电离后染料离子所带电荷的性质，分为酸性染料、碱性染料、中性（复合）染料和单纯染
料四大类。
 1.酸性染料 酸性染料电离后染料离子带负电，如伊红、刚果红、藻红、苯胺黑、苦味酸和酸性复红等
，可与碱性物质结合成盐。
当培养基因糖类分解产酸使pH下降时，细菌所带的正电荷增加，这时选择酸性染料易被染色。
 2.碱性染料 碱性染料电离后染料离子带正电，可与酸性物质结合成盐。
微生物实验室一般常用的碱性染料有美蓝、甲基紫、结晶紫、碱性复红、中性红、孔雀绿和番红等，
在一般的情况下，细菌易被碱性染料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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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为高等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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