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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生物学实验技术（第二版）》是一本内容广泛、选材实际、方法先进并具有一定特色的微生物学
实验技术工具书。
它总括了前西北农业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20余年来在微生学教学、科研及生产应用方面的宝贵经验，
吸收了兄弟院校和科研院所同类教材及研究手册的内容，为适应当今生物科技不断拓展与深化的需要
编写而成。

全书内容共分为8篇。
第一篇：微生物学基本技术；第二篇：微生物生理生化；第三篇：微生物遗传育种及分子生物技术；
第四篇：土壤微生物；第五篇：环境微生物；第六篇：发酵微生物；第七篇：食品微生物；第八篇：
食用与药用真菌。
全书共设计实验156个，附录16个。

《微生物学实验技术（第二版）》可供高等院校微生物学专业、生物技术专业、发酵工程、食品工程
、农产品加工贮运、环境保护、植物保护、土壤资源、植物营养、农学、园艺等专业的大学本、专科
学生及硕、博士研究生使用，也可供从事微生物学及相关学科教学、科研及生产的科技工作者参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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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验一　　环境中微生物检测　　一、目的要求　　了解环境中微生物的存在， 初步建立从事微
生物工作者必须具有的&ldquo;无菌&rdquo;概念，并认识微生物细胞的群体结构――菌落。
　　二、基本原理　　微生物个体微小，种类繁多且无处不有，但肉眼不可见。
若用营养琼脂平板法进行检测，即可看到细胞繁殖后的群体结构，即菌落。
不同的微生物形成的菌落性状不同，它是认识和鉴别各种微生物的依据之一。
　　一般细菌在肉汁营养琼脂上的菌落形态， 可从形状、大小、色泽、光泽、隆起度、透明度、表面
光滑或粗糙、边缘整齐或不规则等特征加以区别。
　　三、实验材料　　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平板培养基5副（供4人用）。
　　四、实验步骤　　1.编号每人取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平板培养基1副，用特种铅笔在皿盖上注明班、
组号及操作处理号（同桌4人分别记以1、2、3、4），另一副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平板培养基皿盖上注
以&ldquo;CK&rdquo;（对照），但不许打开皿盖。
　　2.处理操作打开皿盖按下列方法各自进行操作：　　（1）在桌面上，使平板培养基于空气中暴
露5～10min，盖上皿盖。
　　（2）用手指在平板培养基表面轻压3～5点，盖上皿盖。
　　（3）口对平板培养基咳嗽几下，盖上皿盖。
　　（4）取头发1根，在平板培养基表面任一方向划线3～5条，盖上皿盖。
　　3.培养操作完毕，将5副培养皿重叠，倒置于28℃温度下培养2～3d。
　　4.检查取出培养皿，仔细观察各皿中的菌落形态，并统计出每皿菌落数。
　　五、实验报告　　六、思考题　　1.各处理皿的菌落性状有何异同？
　　2.环境中微生物检测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
对你有何启示？
　　　实验二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构造和使用显微镜是一种精密的光学仪器，是学习和研究微生物
的重要工具之一。
实验室常用的是一种普通光学显微镜，只有了解它的原理和构造，才能正确使用和充分发挥它的性能
，免于受损，并得到良好的实验效果。
　　一、目的要求　　了解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构造和原理，练习并掌握显微镜的正确使用方法，特别
是油镜的使用技术与原理。
　　二、光学显微镜的构造和基本原理　　（一）光学显微镜的构造　　光学显微镜由机械部分和光
学部分组成（图1-1）。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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