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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技术操作型人才，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实践技能的培养，加强实践技能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则以够用为度。
本教材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体现中等职业教育特色，以“技术路线”组织教材的核心内容，有利于学
生能力的培养。
全书以药学微生物实用技术为主线，构建了显微技术、染色技术、清洗包扎技术、消毒灭菌技术、培
养技术、接种分离技术、菌种保藏技术、微生物分布测定技术、微生物防治技术、微生物生化检验技
术、体外抗菌试验技术、微生物检验技术、微生物免疫技术、微生物制药技术、微生物实验仪器使用
技术等15个技术模块。
教材编写严格遵循市场需求，根据岗位特点及技能需求，体现产、学、研结合，打破传统学科制的思
维模式，具有基础性、技术性、实用性、新颖性较强的特点。
本教材基于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的认知特点，采用较新的体例格式，按照“学习目标→知识导入→想→
想→知识拓展→课后小结→自我测评”的模式进行各技术模块的编写，并补充一些实用的小知识。
本教材可作为中等职业教育药学类各专业学生学习微生物学课程的理论课教材，还可作为药学生产一
线岗位在职员工的培训教材。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的杜敏、郭迪、叶曼红，广东省中药研究所的孙春燕，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的凌庆枝，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的巩海涛，河南省医药学校的张培强，广州伯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的王玉亭，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药学部的杨莉共同完成了本教材的编写工作。
山西生物应用职业技术学院的李榆梅为本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指导意见，并承担了本教材的
全面审稿工作，特此致谢。
为使本教材适应行业发展及职业教育需要，我们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自己的实践教
学经验进行了编辑。
在此，向各参考文献的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模块化教学尚处于初创阶段，且编者学识水平及编写时间的限制，本教材难免会有
错漏与不妥之处，热忱欢迎广大读者与同仁批评指正，以便本教材在再版中得以改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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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全国医药职业教育药学类规划教材之一，从内容到形式力求体现中等职业教育特色，编排顺
序淡化了学科的系统性，以“技术路线”组织教材的核心内容，构建了显微技术、染色技术、清洗包
扎技术、消毒灭菌技术、培养技术、接种分离技术、菌种保藏技术、微生物分布测定技术、微生物防
治技术、微生物生化检验技术、体外抗菌试验技术、微生物检验技术、微生物免疫技术、微生物制药
技术、微生物实验仪器使用技术等15个技术模块。
每个模块采用较新的体例格式，按照“学习目标一知识导入一想一想一知识拓展一课后小结一自我测
评”的模式进行编写，并补充一些实用的小知识。
    本教材针对性、实用性强，可供中等职业教育药学类各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药学生产一线职业
岗位群在职员工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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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燥    三、玻璃器皿的包扎  第三节  洗涤液配制使用技术    一、铬酸洗涤液的配制与使用　⋯⋯第
四章　消毒灭菌技术第五章　培养技术第六章　接种分离技术第七章　菌种保藏技术第八章　微生物
分布测定技术第九章　微生物防治技术第十章　微生物生化检验技术第十一章　体外抗菌试验技术第
十二章　微生物检验技术第十三章　微生物免疫技术第十四章　微生物制药技术第十五章　微生物实
仪器使用技术附录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学微生物实用技术（供中职使用）>>

章节摘录

插图：二、微生物实验室的污染微生物实验室的污染物可大致分为废水、废气和固体污染物3种。
大部分实验室在进行微生物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高浓度含有害微生物的培养物，未经适当的灭菌处
理就直接外排，而许多实验室的下水道与附近居民的下水道相通，污染物通过下水道形成交叉污染，
最后流人河中或者渗入地下，时间长了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
微生物实验室的污染主要包括化学污染和生物污染。
1．化学污染化学污染包括有机物污染和无机物污染，主要是有机试剂污染和有机样品污染，包括一
些剧毒的有机样品，如农药、黄曲霉毒素、亚硝胺等。
一般的有毒气体可通过通风橱或通风管道，经空气稀释排出。
大量的有毒气体必须通过与氧充分燃烧或吸收处理后才能排放。
废液应根据其化学特性选择合适的容器和存放地点，通过密闭容器存放，不可混合贮存，容器标签必
须标明废物种类、贮存时间，定期处理。
一般废液可通过酸碱中和、混凝沉淀、次氯酸钠氧化处理后排放，有机溶剂废液应根据性质进行回收
。
2．生物污染生物污染包括生物废弃物污染和生物细菌毒素污染。
生物废弃物有检验实验室的标本，如血液、尿、粪便、痰液和呕吐物等；检验用品，如实验器材、细
菌培养基和细菌阳性标本等。
生物实验室的通风设备设计不完善或实验过程个人安全保护有疏漏，会使生物细菌毒素扩散传播，带
来严重不良后果。
生物类废物应根据其病原体特性、物理特性选择合适的容器和地点，专人分类收集进行消毒、烧毁处
理，日产日清。
液体废物一般可加漂白粉进行氯化消毒处理。
固体可燃性废物分类收集、处理、一律及时焚烧。
固体非可燃性废物分类收集，可加漂白粉进行氯化消毒处理，满足消毒条件后做最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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