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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医药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微生物检验技术（第2版）（供医学检验技术及相关专业使
用）》的编者均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全部来自教学一线，有两位还是医院检验科主任，具有丰富的教
学和实践经验，治学严谨。
在微生物学鉴定上主张系统生物学鉴定与快速临床鉴定相结合，重视现代生物学技术在微生物学鉴定
中的应用。
对当代微生物学的热点问题，如微生物耐药、新病原、实验室安全、微生物鉴定质量控制等，都有一
定的研究和见解，这在他们撰写的章节中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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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接种与分离技术 为了快速准确地从标本中分离出目的菌，在选择适宜的培
养基的基础上，还要根据标本的来源、培养目的及所用培养基的种类，采用适合的接种方法。
 1.平板划线法 本法适用于混有多种细菌的标本或其他培养物。
经过划线接种到培养基表面，多种细菌因划线的分散作用，形成单个菌落，用以纯化培养和细菌计数
。
 （1）分区划线法：先用接种环将标本均匀涂布在乎板边缘一小部分（原始区），然后烧灼接种环，
用接种环通过原始区一次，连续划线，划线要密但又不能相互重叠（第一区），依次划2、3、4区。
平板上每一区的细菌数会逐渐减少，直至分离出单个菌落。
此法多用于含菌量较多的粪便、脓汁等标本的分离培养。
 （2）连续划线法：此法多用于含细菌量少的标本或培养咽拭、棉拭等标本的分离培养。
将标本或咽拭、棉拭培养物直接涂布于培养基上，约为培养基表面积的1／5，然后用接种环在培养基
表面作连续划线接种，划线要求密但又不能相互重叠。
 2.斜面接种法 此法运用于纯种增菌和保存菌种，也可用某些尿素、糖铁培养基的生化鉴别试验。
由于目的不同，接种的方法略有差异。
用于纯培接种法是将接种环（针）灭菌，挑取单个菌落从培养基斜面底部向上划一直线，再从培养基
斜面底部连续向上划曲线直至培养基斜面顶部，线尽量密而均匀；鉴别培养基斜面接种选择鉴定细菌
的菌落，一般挑取菌落的顶端，先将接种针从斜面正中垂直刺人底部但不与试管底部接触，原路抽出
后在培养基斜面上从下而上作划曲线接种。
 3.穿刺接种法 此法多用于半固体培养基或双糖铁、明胶等培养基接种。
半固体培养基接种时用接种针挑取菌落，由培养基中央垂直刺入至距管底约0.4cm处，再沿穿刺线原路
抽出。
双糖铁等高层培养基的接种方法在斜面接种法中描述。
 4.涂布接种法 本法用于标本中细菌计数和纸片药物敏感试验。
将定量或适量的菌液加入到琼脂培养基表面，用灭菌的L形玻璃棒或棉拭子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涂布几
次，被接种的菌液均匀分布在琼脂表面，然后贴上药敏纸片或直接培养。
 5.倾注平板法 先取纯培养物的稀释液或原标本1ml置于无菌培养皿内，再将已溶化并冷却到45～50℃
的琼脂15～20ml注入上述培养皿内，将两者混匀，待琼脂凝固后置35℃培养，进行菌落计数，求出每
毫升标本中所含菌数。
每毫升标本中的细菌数=全平板菌落数×稀释倍数。
本法常用于饮水、牛乳及尿液标本中活细菌数的测定。
 6.液体培养基接种法 用灭菌接种环挑取单个菌落，倾斜试管，在液面与试管壁交界处轻轻研磨，直立
试管后接种点淹没在液面下。
此法多用于各种液体培养基如肉汤、蛋白胨水、糖发酵管等的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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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医药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微生物检验技术(第2版)(供医学检验技术及相关专业使用)》内容覆
盖检验师晋级考试全部要求，所选实验符合卫生部医政司颁发的《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建议学
时为100±2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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