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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环境微生物学的实验教材，供高校开设环境微生物学实验课选用。
全书由11部分组成，内容包括显微镜使用技术，微生物形态和结构观察，微生物大小和数量测定，无
菌操作、接种技术和培养方法，微生物分离与纯化技术，微生物菌种保藏技术，微生物与物质转化，
微生物与废水生物处理，活性污泥中微生物多样性分析，微生物与环境监测。
本书还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给水排水、生命科学、微生物学、生物技术等专业的实
验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相关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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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许多矿物质（如磷、硫、钾、钙、镁、铁等）或是酶的成分，或是生理调节剂。
配制培养基时，常用含有这些元素的盐类（如磷酸氢二钾、硫酸镁、氯化钙、硫酸亚铁、氯化铁、硫
酸锰等）来提供。
如果采用天然的植物性或动物性物质制备培养基，则无需添加上述无机盐或只需添加部分无机盐，因
为它们本身就含有这些元素。
除非有特殊的营养需要，一般培养基不外加微量元素，天然水中以及其他配料中所含杂质已能满足要
求。
 一些微生物的生长需要外加生长因子（如维生素、氨基酸、碱基等），在配备培养基的过程中，一般
通过添加蛋白胨、酵母膏、牛肉膏等天然材料及其制品来满足。
 （二）培养基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培养基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
 1.根据培养基的组成成分，培养基可分为以下几种。
 天然培养基：由化学成分还不清楚或化学成分不恒定的天然有机物（如蛋白胨、牛肉膏、玉米浆、血
液、马铃薯等）为主要成分配制而成的培养基。
 合成培养基：由化学成分完全了解的化学物质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培养基。
例如，由无机盐和各种有机化合物（糖、氨基酸、维生素等）配制而成的培养基。
 2.根据培养基的物理状态，培养基可分为以下几种。
 液体培养基：不加凝固剂，将各种培养基组分溶于水即成，培养基呈液体状态，常用于大量生产和增
菌培养，如肉汤培养基。
 固体培养基：加入2％左右的凝固剂，培养基呈固体状态；或直接将马铃薯块、胡萝卜条等固体表面
用作培养基。
常用于微生物的分离纯化和菌种保藏等，如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培养基。
 半固体培养基：加入0.2％～0.5％凝固剂，培养基呈半固体状态，常用于细菌运动能力的观察，如双
糖铁培养基的高层部分。
 3.根据实验目的和用途，培养基可分为以下几种。
 基础培养基：可以无选择地满足一般微生物生长需要的培养基。
 加富培养基：在基础培养基中添加一些特殊物质配成的培养基，可以满足营养要求比较苛刻的某些异
养微生物的生长需要。
 选择培养基：利用某一种或某一类微生物的特殊营养要求或特殊环境要求，在培养基中加入某些特殊
物质配成的培养基，可以抑制非目的微生物的生长，同时促进目的微生物的生长。
 鉴别培养基：利用微生物的生物化学特性，在培养基中加入某种化学试剂配成的培养基，可根据培养
后发生的某些变化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微生物。
 （三）培养基的凝固剂 在配制固体或半固体培养基时，需要使用一定量的凝固剂。
常用的凝固剂有琼脂、明胶和硅胶。
 琼脂（agar）又叫洋菜，由海藻（主要是石花菜）提取制成，是一种多糖类化合物，主要成分是复杂
的多糖硫酸酯钙盐。
一般不能被用作营养物质，但也能被极少数细菌分解利用。
琼脂是一种可逆性胶体，在实验常用的浓度下，加热到96℃以上时成为溶胶，降温到42℃以下时成为
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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