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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微生物学》实训项目技能考核方案 

 

项目一  显微镜的构造、使用和保养方法 

一、技能目标 
掌握显微镜的构造，初步学会使用方法。 

二、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显微镜  组织切片 

（二）教学场所 
校内教学基地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生。 

三、原理与知识 

（一）显微镜的构造    

生物显微镜的种类很多，但其构造均分以下两大部分。 

1．机械部分 

（1）镜座——直接与实验台接触。 

（2）镜体——又称镜柱，在斜型显微镜的镜体内有细调节器的齿轮，叫齿轮箱。 

（3）镜臂——中部稍弯，握持移动显微镜用。 

（4）镜筒——为接目镜与转换器之间的金属筒，可聚光。镜筒上端装有目镜。 

（5）抽筒——有些显微镜在镜筒内装有抽筒，上有刻度，上提抽筒时，可扩大倍

数。 

（6）活动关节——可使镜臂倾斜。 

（7）粗调节器——旋转它，可使物镜与标本间距离迅速拉开或接近。 

（8）细调节器——旋转一周，可使镜筒升降 0.1mm。 

（9）载物台——为放组织标本的平台，分圆形和长方形两种，载物台中央都有一

个圆形的通光孔。 

（10）推动器——可前后、左右移动标本。 

（11）压夹——可固定组织标本。 

（12）转换器——位于镜筒下部，上装放大各种倍数的物镜，可转换物镜用。 

（13）集光器升降螺旋——可使集光器升降以调节光线之强弱。 

2．光学部分 

（1）接目镜（简称目镜）。安装在镜筒的上端，目镜上的数字是表示放大的倍数的，

有 5×、8×、10×、15×、16×及 25×等。 

（2）接物镜（简称物镜）。是显微镜最贵重的光学部分。物镜安装在转换器上，可

分为低倍、高倍和油镜三种。 

低倍镜——有 8、10、20～25倍。 

高倍镜——有 40、4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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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镜——在镜头上一般有一红色、黄色或黑色横线作标志，一般为 100倍。 

显微镜提放大倍数等于目镜的放大倍数乘以物镜的放大倍数。例如目镜是 10 倍，

物镜是 45倍，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为 10×45=450倍。 

（3）反光镜。镜有两面，一面为平面，一面为凹面。有的无反光镜，直接安有灯

泡作为光源。 

（4）集光器。位于载物台下，内装有虹彩（光圈），虹彩是由许多重叠的铜片组成，

旁边有一条扁柄，左右移动可以使虹彩的开孔扩大或缩小，以调节光线的强弱。 

(二)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1．搬动显微镜时，必须用右手握镜臂，左手托镜座。 

2．将镜轻放于实验台上，并避免阳光直射。 

3．先用低倍镜对光，直至获得清晰明亮、均匀一致的视野为止。 

反光镜的使用方法平行光线（如阳光）原则上用平面镜，但若因此映入外界景物（如

窗格、树叶）妨碍观察时，可改用凹面镜。 

（1）点状光线（如灯光）。原则上用凹面镜，因其可聚集光线，增加亮度。 

（2）除日光灯外，一般电灯光下看镜时，应在集光器下插入蓝玻璃滤光片，以吸

收黄色光线部分。 

4．置标本于载物台上，将欲观察的组织细胞对准圆孔正中央，用推进器或压夹固

定，注意标本若有盖玻片者，一定使盖玻一面朝上。 

5．转动粗调节器，使镜筒徐徐向下，此时应将头偏向一侧注视接物镜下降程度，

以防物镜与标本互相碰撞，特别当转换高倍镜或油镜观察时更要当心。原则上使物镜与

标本片之间的距离缩到最小。 

6．观察切片时，先用低倍镜，身体坐端正，胸部挺直，用左眼自目镜观察（右眼

同时睁开），同时转动粗调节器，使镜筒上升至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物象，再微微转

动细调节器，调整焦点，直到物象达到最清晰程度为止。 

如果需要观察细胞的微细结构时，再转换高倍镜接物镜至镜筒下面，并转动细调节

器，以期获得清晰的物象。但有些显微镜在转换高倍镜前，必须先转动粗调节器，使镜

筒向上，然后再转动粗调节器，使物镜下降至接近标本片时，进行观察。 

组织学标本多半在高倍镜下即可辨认。如须采用油镜观察时，应先用高倍镜检查，

把欲观察处，置于视野中央，然后移开高倍镜，把香柏油（或檀香油）滴于标本上，转

换油镜，使油镜头与标本上油液处相接触，轻轻转动细调节器，直至获得最清晰的物象

为止。 

7．调节光线时，可扩大或缩小虹彩（光圈）的开孔，也可使集光器上升或下降。

有的还可直接调节灯光的强弱。 

（三）显微镜的保养方法 

1．显微镜使用后，取下组织标本，将转换器稍微旋转，使物镜叉开（呈八字形），

并转动粗调节器，使镜筒稍微下移，然后用绸布包好，装入显微镜箱内。 

2．不论目镜或物镜，若有灰尘，严禁用口吹或用手抹。应用擦镜纸擦净。 

3．勿用暴力转动粗、细调节器，并保持该部齿轮之清洁。 

4．显微镜勿置于日光下或靠近热源处。 

5．活动关节，不要任意弯曲，以防机件由于磨损而失灵。 

6．显微镜的部件，不应随意拆下，箱内所装之附件，也不应随便取出，以免损坏

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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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使用过程中，切勿将酒精或其他药品污染显微镜。显微镜一定要保存在干燥

的地方，不能使其受潮，否则会使透镜发霉或机械部分生锈，特别在多雨地区和多雨季

节更应注意。最好用精制的显微镜专用柜子保存。 

8．应用油镜后，应即以擦镜纸蘸少量二甲苯（半滴已够）将镜头上及标本上的油

擦去，再用干擦镜纸擦净之。对于无盖玻片的标本，可采用“拉纸法”，即把小张擦镜

纸盖在玻片上的香柏油处，加数滴二甲苯，趁湿向外拉擦镜纸，拉出后丢掉，如此连续

3～4次即可将标本上的油去净。 

四、操作方法及考核标准 
（一）操作方法与步骤 
1．介绍显微镜的构造  学生认识显微镜的构造。 

2. 示范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学生练习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3. 示范显微镜的保养方法  学生练习显微镜的保养方法。 

（二）技能考核标准 
考核内容

及分数分

配 

操作环节

与要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练 

程度 
时限 分

值 
扣 分 依 据 

显微镜的

构造、使

用和保养

方法（100

分） 

1．说出显

微镜各部

名称 

30 
任意三个部位名称，每错一个扣 10

分 

单人

操作

考核 

熟练 

掌握 
45min 

2．陈述显

微镜的使

用方法 

50 正确使用显微镜，每错一项扣 10分 

3．陈述显

微镜的保

养方法 

20 
说出任意两项操作，每错一项扣 10

分 

 

项目二  常用玻璃器皿及仪器的使用 
一、技能目标 

能识别、使用水产动物微生物检验中主要的玻璃器皿及设备 

二、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主要玻璃器皿：载玻片、凹玻片、盖玻片、试管、平皿、吸管、微型凝集反应板等。 
主要仪器：电热恒温培养箱、电热干燥箱、高压蒸汽灭菌器、电动离心机等。 

（二）教学场所 
动物微生物及检验实验室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生。 

三、原理与知识 
（一）玻璃器皿 

玻璃器皿的准备：用过的玻璃器皿依次经过消毒或灭菌、洗涤、干燥、包装、灭菌

处理；新购入玻璃器皿的处理是在用前用 1%-2%盐酸浸泡 1天，然后再用洗衣粉水洗涤，

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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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仪器 
1.电热恒温箱： 

用途：培养细菌、孵化小鸡 

温度范围：37-39℃ 

使用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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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出离心管。 

四、技能考核的内容 
1．玻璃器皿、仪器的认识 

2．玻璃器皿、仪器的使用 

五、操作方法及考核标准 
（一）操作方法与步骤 
1．展示动物微生物及检验实验室常用器皿及仪器让学生识别。 

2．边展示边讲授。 

3．使用 

（二）技能考核标准 

项目三  常用培养基的制备 
一、技能目标 

能掌握培养基制备的基本程序、培养基 pH 的测定及矫正方法，能熟练制备常用培

养基。 

二、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电炉、天平、量筒、漏斗、试管、平皿、烧杯、三角瓶、精密 pH 试纸、纱布、牛

肉膏、蛋白胨、琼脂粉、氯化钠、磷酸氢二钾、氢氧化钠等。 

（二）教学场所 
动物微生物及检验实验室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生。 

三、原理与知识 
培养基制备的基本程序： 

配料--溶解--测定及矫正 pH--过滤--分装--灭菌--无菌检验--保存备用 

 （一）营养肉汤培养基 
1.成分：牛肉膏 3-5g，蛋白胨 10g，氯化钠 5g，磷酸氢二钾 1g，蒸馏水 1000mL。 

2.制法：于蒸馏水中加入已称量好的牛肉膏、蛋白胨、氯化钠、磷酸氢二钾，加热

溶解。矫正 pH 至 7.4-7.6，过滤分装。置高压蒸汽灭菌器内，121.3℃经 20min 灭菌即

成。 

3.用途：可供一般细菌生长，同时也是制作一般培养基的基础原料。 

（二）营养琼脂培养基 

考核内容及 

分数分配 

操作环节与

要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练 

程度 
时限 

分值 扣 分 依 据 

1.动物微生

物及检验实

验室常用玻

璃器皿及仪

器的认识 

2.玻璃器皿、

仪器的使用 

1. 玻 璃 器

皿、仪器的

认识 

40 
任意四个设备识别，每错

一个扣 5分 
单人

操作

考核 

熟练 

掌握 

40min 

  2.常用玻璃

器皿及仪器

的使用 

60 

任意两个玻璃器皿及任意

四个仪器使用，每错一个

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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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分：肉膏汤 1000mL，琼脂粉 18-20g。 

2.制法：将琼脂粉加入未过滤、分装及灭菌的肉膏汤内，煮沸使其完全溶解，矫正

pH至 7.4-7.6，过滤分装于试管或三角瓶中，以 121.3℃灭菌 20min。可制成试管斜面、

高层培养基或琼脂平板。 

3.用途：可供一般细菌生的分离培养、纯培养，观察菌落特征及保存菌种等，也可

作特殊培养基的基础培养基。 

四、技能考核的内容 
营养肉汤培养基、营养琼脂培养基的制备 

五、操作方法及考核标准 
（一）操作方法与步骤 
1．展示培养基制备常用器皿及化学试剂让学生识别。 

2．边展示边讲授。 

3．培养基制备 

（二）技能考核标准 

 

项目四  细菌的分离培养、移植及培养性状的观察 
一、技能目标 

能熟练掌握病料采集的方法和利用不同被检材料进行细菌分离培养的方法；能掌握

细菌的移植、培养的方法；能熟悉细菌的培养特性。 

二、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病料、实验用菌种、营养琼脂培养基、肉汤培养基、接种环、酒精灯等。 

（二）教学场所 
动物微生物及检验实验室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生。 

三、原理与知识 
(一)细菌的分离培养 

细菌的分离培养是细菌学诊断的重要环节。 

平板划线分离法:其目的是将被检查的材料作适当的稀释，在琼脂平板上划线分离，

以便得到单个菌落。其操作方法如下: 

考核内容及 

分数分配 

操作环节与

要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练 

程度 
时限 

分值 扣 分 依 据 

1.营养肉汤

培养基的制

备 

2.营养琼脂

培养基的制

备 

1. 营养肉

汤培养基的

制备 

50 

化学试剂的选择、称量、

蒸馏水取得、pH 值测定及

矫正、分装、高压等，每

错一个扣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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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右手持接种环于酒精灯上烧灼灭菌，待冷。 

(2)无菌操作取病料，若为液体病料，可直接用灭菌的接种环取病料一环;若为固体

病料，首先将烙刀在酒精灯上灭菌，并立即用其将病料表面烧烙灭菌;然后用灭窟接种

环从烧烙部位伸到组织中取内部病料。 

(3)左手持平皿，用拇指、食指及中指将皿盖打开一侧(角度大小以能顺利划线为宜，

但以角度小为佳，以免空气中细菌污染培养基)，将己取被检材料的接种环伸入平皿，

并涂于培养基一侧，然后自涂抹处以腕力在平板表面轻轻地分区划线，可间断划线也可

连续划线，第一组作 1-3 次划线，环上的多余细菌材料烧掉后，从第-组划线引出第二

组划线，接种环灭菌，再从第二组划线引出第三组划线，如此反复 3 一 4组划线后，即

可把整个平板表面划满。一组划线的起点只能与邻近的上一组划线重叠，这样就可在最

后的 1-2组划线上出现多量的单个菌落，以便进行纯培养。 

(4)划线完毕，烧灼接种环，将平皿盖好，用玻璃铅笔在平皿底部注明被检材料及

日期，将平皿倒置于 37℃温箱中，培养 18-24 小时观察结果。 

（二）细菌移植 

斜面移植法： 

(l)左手斜持菌种管和被接种琼脂斜面管，使管口互相并齐，管底部放在拇指和示

指(食指)之间，松动两管棉塞，以便接种时容易拔出。 

(2)右手持接种棒，在火焰上灭菌后，用右手小指和无名指并齐同时拔出两管棉塞。                                                        

(3)将管口进行火焰灭菌，使其靠近火焰，将接种环伸人菌种管内，先在无菌生长

的琼脂上接触使冷却，再挑取少许细菌后退出接种环立即仲人另一管斜面培养基上，勿

碰及斜面和管壁，直达斜面底部，从斜面底部开始划曲线，向上至斜面顶端为止，管口

通过火焰灭菌，将棉塞塞好。 

(4)接种完毕，接种环通过火焰灭菌后放下接种棒。最后在斜面管壁上注明菌名、

日期，置 37℃温箱中培养。      

(三)细菌在培养基中生长特性的观察 

1.琼脂平板培养基  主要观察细菌在培养基上形成的菌落的特征 

(l)大小。以直径(mm)表示，小菌落如针尖大，大菌落为 5一 6mm，甚至更大。   

(2)形状。有圆形、不整形、针尖状、露滴状、同心圆形及根足形等。 

(3)边缘。有整齐、波浪状、锯齿状及卷发状等。              ·            J:              

(4)表面形状。有光滑、粗糙、同心圆、放射状、皱状及颗粒状结构等。 

(5)湿润度。有的菌落湿润、而有的菌落干燥。 

(6)隆起度和隆起形状。隆起度有隆起、轻度隆起及中央隆起等，隆起形状有脐状、

扣状及扁平状等。 

(7)色泽和透明度。色泽有无色、白、黄、橙及红等;透明度有透明、半透明及不透

明等。 

(8) 质地。分坚硬、柔软或黏稠。 

2.内汤培养基 

(1)混浊度。有高度混浊、轻微混浊或仍保持透明者。 

(2)沉淀。管底有无沉淀，沉淀物是颗粒状或、棉絮状等。 

(3)表面。液面有无菌膜，管壁有无菌环。 

(4)色泽。液体是否变色，如绿色、红色等。 

四、技能考核的内容 
1．病料采集 

2．细菌分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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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细菌移植 

4.琼脂平板培养基中细菌生长特性的观察 

5.肉汤培养基中细菌生长特性的观察 

五、操作方法及考核标准 
（一）操作方法与步骤 
1．展示病料、各种培养基、待移植细菌等。 

2．边操作边讲授。 

3．操作 

（二）技能考核标准 

 

项目五  细菌标本片的制备及染色 
一、技能目标 

能制备细菌抹片；能进行革兰氏染色；能识别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的染色

特征。 

二、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酒精灯、接种环、载玻片、革兰氏染色液、显微镜等。 

（二）教学场所 
动物微生物及检验实验室 

（三）师资配置 

考核内容及 

分数分配 

操作环节与

要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练 

程度 
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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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生。 

三、原理与知识                                       ; 
1.载玻片的准备:取清洁载玻片，用纱布或吸水纸擦干净，如有油迹或污垢，用少

量酒精擦拭干净。根据所检材料多少，可在玻片背面用记号笔画出方格或圆圈作为记号。 

2.抹片、触片的制备: 

(1)接种棒的使用。点燃酒精灯，右手持接种棒(握钢笔方式)，先将接种棒直立，

使接种环在酒精灯火焰上烧红后，再横向持棒移动烧金属柄部分，通过火焰 3~4次，即

火焰灭菌，每次使用前均需火焰灭菌。 

(2)固体培养物(平板，斜面)或脓汁、粪便等抹片的制备。用接种环取生理盐水 1

滴，置于载玻片上，再用灭菌接种环取培养物少许混合于水滴中，混匀涂成薄膜，使其

呈极轻微的乳浊为度，多余材料在火焰上灭菌。                                   

(3)液体培养物或血液、尿液、渗出液及乳汁等抹片的制备。直接用灭菌接种环取

山环或数环待检材料，置于玻片上制成涂片。 

(4) 组织、脏器材料触片的制备。取病料组织一小块，以其切面在玻片表面轻轻接

触几次，注意不宜触重、过厚，自然干燥，即成组织触片(或称印片)。也可用其切面轻

轻接触玻片表面并移动组织块制成抹片，自然干燥。 

3.干燥固定：抹片(触片)于室温自然干燥后，将涂抹面朝上，以其背面在酒精灯火

焰上通过数次，略作加热(但不能太热，以不烫手背为度)进行固定。血液、组织及脏器

等抹片(尤其作姬姆萨染色)常用甲醇固定，可将己于燥的抹片浸人含有甲醇的染色缸

内，取出晾干或在抹片上滴加数滴甲醇使其作用 3-5分钟后，自然干燥。 

固定目的:杀死细菌;使菌体蛋白凝固附着在玻片上，以防被水冲洗掉;改变细菌对

染料的通透性，因活细菌一般不允许染料进人细菌体内。 

4.染色:固定好的涂片或抹片即可进行染色。常规染色法有革兰厌染色法、美蓝染

色法、瑞氏染色法等。染色片应贴标签，注明菌名、材料、染色法和日期等/封存。  

革兰氏染色。基本过程:染色--媒染--脱色--复染--干燥--镜检。 

染色:在已干燥固定好的抹片上滴加草酸镀结晶紫溶液于涂、抹面上，染色 2-3 分

钟，水洗。 

媒染:滴加革兰氏碘液作用 2-3分钟，水洗。               ·                    

脱色:滴加 95%酒精于抹片上，脱色时间应根据涂抹面酌厚度灵活掌握，多在 20-6O

秒之间，水洗。                                                                  

干燥：用吸水纸吸干或自然干燥。                                    

镜检：革兰氏阳性菌呈蓝紫色，革兰氏阴性菌呈红色。 

四、技能考核的内容 
1．细菌抹片的制备 

2．革兰氏染色及结果判定 

五、操作方法及考核标准 
（一）操作方法与步骤 
1．展示细菌抹片制备的材料、革兰氏染色试剂。 

2．边操作边讲授。 

3．操作。 

（二）技能考核标准 

考核内容及 

分数分配 

操作环节与

要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练 

程度 
时限 

分值 扣 分 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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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六  显微镜油镜的使用及细菌形态的观察 

一、技能目标 
能使用油镜并能通过油镜观察细菌的基本形态。 

二、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显微镜、细菌标本、香柏油、二甲苯、蜡笔、擦镜纸等。 

（二）教学场所 
动物微生物及检验实验室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生。 

三、原理与知识 

（一）油镜的使用方法 

1.油镜头的认识 

（1）有 100×标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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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本形态将细菌分为：球菌、杆菌、螺旋菌 

四、技能考核的内容 
1．油镜的使用 

2．细菌形态的观察及识别 

五、操作方法及考核标准 
（一）操作方法与步骤 
1．展示显微镜。 

2．边使用边讲授。 

3．使用。 

（二）技能考核标准 

 

项目七  细菌的药物敏感试验 

一、技能目标 
能掌握细菌的药物敏感性试验的操作及结果判定。 

二、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大肠杆菌和金色葡萄球菌肉汤培养物各 1 管，灭菌棉签 1 包，含抗生素的纸片 10

张，直径 90mm普通营养琼脂平板 1个等。 

（二）教学场所 
动物微生物及检验实验室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生。 

三、原理与知识 
1.纸片扩散试验 

(1)每组将每种菌培养物稀释到盐水中，使其混浊度相当于所给比浊管。 

(2)混匀稀释管，插人一个棉签沿管壁滚动，挤去多余液体。 

(3)用含菌棉签从平板中央开始涂抹，然后再转 90。涂布，使整个平板表面涂布上

菌。 

(4)再用灭菌镊子将含抗生素纸片放人平板内并压实，每个平板上可放 4 个纸片(2

个含青霉素纸片，2个含庆大霉素纸片)。4℃作用 2小时。 

(5)将平板倒置放人培养箱中培养。 

考核内容及 

分数分配 

操作环节与

要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练 

程度 
时限 分

值 
扣 分 依 据 

1.油镜的正

确使用 

2.细菌形态

的观察及识

别 

1.油镜的正

确使用 
40 

镜头选择、载玻片放置、香

柏油的添加、用油镜调出细

菌，每错一个扣 10分 
单人

操作

考核 

熟练 

掌握 

30min 

  2.细菌形态

的观察及识

别 

60 

球菌、杆菌、螺旋菌、革兰

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

细菌颜色，每错一个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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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低抑菌浓度试验 

(1)从 2 mL含抗生素肉汤管取出 1mL加到第 1 管 l mL 肉汤管中混匀，再取 1 mL 到

第 2 管，如此连续稀释至第 7 管，最后弃去 1mL 含抗生素肉汤。共有 8 支 1 mL 含抗生

素肉汤管(抗生素浓度从 32Hg/n]L稀释至 o.25 件 g/mL)和不含抗生素肉汤管 I支。 

(2)吸取 0.1 mL含菌量相当于麦氏比浊管第 1管 1/2 的金色葡萄球菌悬液 U力亿菌

/mL) 到每个含抗生素管以及不含抗生素的对照管。 

(3)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抗生素和被检细菌也按上述过程进行。 

3.实验结果判定 

 (1)纸片扩散试验测定抑菌环的直径，记录每种菌对某一抗生素的敏感性。 

    敏感             抑菌环直径》对照菌株抑菌环直径。 

    有抗力           没有抑菌环或抑菌环直径《2mm。 

    中度抗力         抑菌环直径》3mm，但《对照菌株抑菌环直径。 

药敏试验常用金色葡萄球菌作为革兰氏阳性菌的对照菌株;用大肠杆菌作为革兰氏

阴性菌的对照菌株。 

(2)最低抑菌浓度试验记录最低抑菌浓度结果。无细菌生长的最大抗生素稀释倍数

管内抗生素浓度即为最低抑菌浓度。 

四、技能考核的内容 
纸片扩散试验操作及结果判定 

五、操作方法及考核标准 
（一）操作方法与步骤 
1．展示药敏片。 

2．边展示边讲授。 

3．操作 

（二）技能考核标准 

 

项目八  抗菌药物对大肠杆菌的体外抑菌试验和 

联合药敏试验 

一、技能目标 

1. 测定 6种药物对大肠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 

2. 测定氨苄西林和链霉素以及氟苯尼考和多黏菌素体外联合药敏的 FIC 值，为临

床联合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二、教学资源准备 

考核内容及 

分数分配 

操作环节与

要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练 

程度 
时限 

分值 扣 分 依 据 

1.纸片扩散

试验操作 

2.结果判定 

1.纸片扩散

试验操作 
60 

纸片制备、药敏片涂抹、

手持培养皿姿势、无菌操

作等，每错一个扣 10分 
单人

操作

考核 

熟练 

掌握 

40min 

  

2.结果判定 40 
敏感、有抗力、中度抗力，

每错一个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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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与工具 

1. 药品：氨苄西林、氟苯尼考、多黏菌素、链霉素、恩诺沙星、多西环素 

2. 培养基：MH肉汤培养基(培养细菌使用)，LB营养琼脂（细菌活菌计数使用）。 

3. 供试菌种：大肠杆菌 ATCC25922。 

（二）教学场所 

校内专业实训室或校内外教学基地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生。 

三、方法和步骤 

1．细菌含量的测定 

（1）用生理盐水将上述菌液作 10倍梯度稀释（0.5mL菌液＋4.5mL生理盐水）； 

（2）取 10－5、10－6、10－7三个滴度的菌液各 0.1mL滴在琼脂平板中央，轻轻拍打，

使其均匀摊开，不要接触平皿边缘，每个梯度做 2个平板，放入 37℃  温箱培养 16-24h； 

（3）计算菌落数，挑选平板上生长 30-300个菌落的计数，数两个平板取其平均值

为细菌浓度，要求生长浊度达 9×108/mL。计算示例：10－6两个平板上生长菌落数分别

为 68、70个，平均 69个/0.1mL，则 1mL含活菌数 690×106/mL，即 6.9×108/mL。 

（4）将供试菌液（3步制得）用肉汤作 1︰1000稀释（最终的浊度为 105）。 

2．最小抑菌浓度测定——微量肉汤二倍稀释法 

（1）在 96孔板的前三排即 A/B/C三排每孔中各加入空白肉汤 100μL； 

（2）在 A/B/C三排的第 1孔加配好的药液(浓度为 512单位/mL 或μg/mL)100μl，

然后对药物进行二倍稀释。此时每孔药物浓度从左到右依次为(单位：IU/mL或μg/mL)； 

（3）再在每一孔中加入稀释好的菌液 100μl，这样就形成测定一个药物 MIC 值的

三次重复（A/B/C三排样品）。此时每孔药物浓度即最终药物浓度从左到右依次为(浓度： 

单位/mL或 µg/mL)； 

（4）另外在同一块板上做一排阴性对照（仅加空白肉汤不加菌液）和一排阳性对

照（加菌液肉汤不加药液）； 

（5）将 96孔板放入 37℃恒温培养箱培养 16~20小时后，观察结果。 

2．联合药敏试验 

（1）将 A B两种药物分别稀释到各自 MIC值的 32倍； 

（2）96孔板照紫外 3h； 

（3）以 2倍稀释法制备 A药与 B药的菌药液； 

（4）分别把 A 与 B 药菌药液 100μl 按顺序加入 96 孔细胞培养板的横排与竖列的

各孔中并分别设置阴阳性对照； 

（5）再做同样的 1块板，置于 37℃ 恒温培养箱培养 14—18小时。  

4. 结果记录 

（1）细菌计数结果 

稀释滴度 活菌数 总计 

A平板 B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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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C测定结果 

6种药物对大肠杆菌的 MIC值 

单位：（μg/mL 或 IU/mL） 

药物 
大肠杆菌 

药物 
大肠杆菌 

MIC值 MIC值 

氨苄西林  氟苯尼考  

多黏菌素  链霉素  

恩诺沙星  多西环素  

 

（1）联合药敏实验结果 

氟苯尼考和多黏霉素对大肠杆菌的体外联合药效：FIC 指数＝  ，结果判定用图表

表示。 

  氟苯尼考和多黏霉素对大肠杆菌联合药敏结果 

药物（μg/mL） 
A药 B单药对

照 
空白对照 阳性对照 

8M 4M 2M M 1/2M 1/4M 1/8M 

B药 

8M - - - - - - - - - + 

4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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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 - - - + + + + + - + 

1/8M - + + + + + + + - + 

A单药对照 - + + + + + + 细菌对照 - + 

MIC MIC

MIC MIC
FIC  

甲药联用时的 乙药联用时的
指数

甲药单用时的 乙药单用时的
，FIC指数＝1/4/8+1/2=17/32 

因为 0.5<FIC≤1，所以青霉素和链霉素对大肠杆菌的体外联合药效为相加（累加）

作用。 

四、实验报告 
填写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写作要求： 

1.实验项目的总标题要醒目，分标题要清晰。（10分） 

2.注明班级、姓名、实习报告完成的时间。（10分） 

3.要求写出实验的目的、所用仪器。（10分） 

4.操作过程熟练。（30） 

5. MIC试验对临床选药的意义以及它的局限性。结合以上内容、分析联合的效果和

依据，及其对指导临床用药的意义。（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