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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菌管在微生物学野外实习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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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 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测菌管是一种适用于水、化妆品和涂料等样品中的微生物数量分析的产品。测菌管具有简便、快速、 

较为准确等优点。在国内首次将测菌管应用于学生的微生物学野外实习的教学，不但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了 

野外环境水体中微生物数量分析的较新方法，并且也有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教学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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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Mikrocount Combi to the students’ 

field practice of microbiology 

Xu Deqiang，Xiao Yiping，Wang Yingming，Gao Jiangyuan， 

Wang Feng，Dong Xinran，Xin Jingyi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Mikrocount Combi is a product that is applicable to determine the total number of microorganisms 

present in water，cosmetics，paints，etc．It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simple，rapid and more accurate．It is 

the first time in domestic for US to apply Mikrocount Combi to students the field practice of microbiology．It 

not only helps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new method about determining the total num ber of micro— 

organisms present in field water，but also fosters their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Key words：Mikrocount Combi；microbiology；field practice 

高校学生的微生物学野外实习是微生物学教学的 
一 个重要环节 ，教学实习中引入相关 的实验新方法和 

新技术对于微生物学野外实习教学水平 的提高具有重 

要意义 。测菌管应用于学生在微生物学野外实习中的 

野外不同环境水体中细菌 、霉菌和酵母菌的数量分析， 

这是对水样中微生物常规分析法的补充和更新口]。此 

法特别适用于缺乏实验室条件时进行的野外水体中微 

生物数量分布调查研究。我们在学生的微生物学野外 

实习教学中，应用该技术进行了不同区域水体中微生 

物数量分布的初步调查，从而不但使学生掌握了该项 

较新的实验技术 ，也让学生认识到建立简便 、快速、准 

确的野外不同类型水体中微生物数量分析新方法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也更有助于学生创新意识 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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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测菌管(rnikrocount combi)德 国舒美有限公司产 

品；恒温培养箱。 

1．2 方法 

1．2．1 测菌管简介 

测菌管是 由测菌片和塑料圆管组成。其中测菌片 

是由塑料薄板 (7．7 crn×1．9 cm )作为培养基载体 ， 

在其两面分别附有适于一般细菌和真菌生长的无菌固 

体培养基。图 1中左侧为细菌培养基，右侧为真菌培 

养基 。细菌生长培养基 中加有氧化还原指示剂 2，3， 

5一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其接受 H后可形成非水 

溶性的红色 2，3，5-三苯 甲脬(TF，培养基表观呈黄 

色)。真菌培养基 中加有孟加拉红等细菌抑制剂(培养 

基表观呈红色)。塑料薄板一端有一短柄 ，其上连有一 

螺旋盖子。平时测菌片是置于该无菌 塑料圆管中，并 

密封，室温下保存。此外，测菌管产品还附有用以判别 

样品中微生物(细菌、霉菌和酵母菌)污染程度用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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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对照图谱(见图 2 图 4)，图中的 10 1、10。 等数为 

细菌数量 ，单位为 cfu／mI 。 

图 l 测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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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细菌标 图图谱 

图 3 酵母菌标准图谱 

图 4 霉菌标准 图谱 

1．2．2 实验步骤 

当进行野外水体 中微生物数 量检测时，可按下述 

步骤进行 ： 

(1)将本 产品提供 的标签贴在测 菌管盖子表 面 

(注明时间、地点)； 

(2)拧开测菌管的盖子，取出测菌片； 

(3)速将测菌片浸入待检测 的水体 中(培养摹全 

浸入水中，维持 5～10 s)； 

(4)速将测菌片放 回塑料圆管中，拧紧盖子； 

(5)将测菌管竖放在 27～30℃恒温培养箱 中，无 

恒温培养箱则可将测菌管竖放存室内(春 、夏或秋季)； 

(6)1～2 d后 ，观察测菌片黄色培养基 而上细菌 

菌落数；绝大多数细菌形成红色小点状菌落，偶然也有 

呈无色小点状菌落 ； 

(7)3 d后观 察红 色培养基一面 卜霉菌或酵母菌 

菌落数 ； 

(8)将观察结果与本产品所 附的标准对照图潜进 

行比较，以判断所检的水体中微生物污染程度。 

2 实验结果 

在学生 的微 生物 学野 外实 习 中，我们 采用 测菌 

管分别对天 目山部 分 区域 的溪水 、上 海郊 区某市河 

及校 园池水 中微 生物 数量 分布进 行 了检 测 ，结 果 见 

表 l。 

表 1 不 同环境水体 中微 生物数 量测定结果 

注：1．天 【]LlJ五 亭 、三里亭和一 亭边溪水是 高向低快速流动的同一溪水；2．开山老殿海拔 高度 与五里亭较接近 ；3．禅 源 曩海拔高度略低 于 

一  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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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的结果表明，天 目山五里亭边 和开山老殿 

边溪水中细菌数量最少，而一里亭、三里亭边溪水和禅 

源寺边池水中细菌数量比前两者明显增多。其原因很 

可能是水体中微生物通常来 自于空气 、土壤 、动 、植物 

残体及人类活动等，而海拔较低处空气中尘埃、微粒较 

多 ，人类活动也增多，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 了水体被 

有机物或微生物污染的机会 ，并进而导致水体中微生 

物数量增加。天目山水体中除海拔高度较低的禅源寺 

边水体中检测到少量霉菌外，其余地区未检测到霉菌 

和酵母菌，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水体中霉菌和酵母菌数 

量是太少 了，以至不能被本法所检测到。上海郊 区某 

市河中细菌数量达 10 cfu／mL，明显高于上述天 目山 

部分区域溪水等中细菌数量，原因是该河道两旁均为 

居民生活区及商业区，水体经常受到来 自人类活动所 

产生的含有机物的生活污水等污染 ，此外该地 区海拔 

高度明显低于天 目山，空气 中尘埃、微粒较多 ，从而导 

致该水体 中细菌和霉菌等微生物数量也相应增多。校 

内燕园池水 中微生物测试结果是低于上海郊 区某 市 

河，并与天目山禅源寺边池水相似，原因可能是由于该 

池处于校内相对偏僻处，周围绿化环境等较好，有机物 

污染也相对较少，从而水体中微生物数量也相对少些。 

3 结论 

3．1 测菌管技术应用实习教学中的意义 

我们在国内首次将测菌管技术应用于学生的野外 

实习教学盈。]，不仅使学生 了解并掌握了较新的微生物 

数量测定方法 ，更使学生认识到在对野外水体 中微 生 

物数量分布调查研究中采用简便、快速、准确的微生物 

数量分析新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而也有助于学 

生创新意识 的培养。 

3．2 测菌管技术的优点 

(1)能快速得到结果。常规 的水中细菌总数测定 

需将样品培养 2 d才能取得结果 ，而本技术只需 1～2 

d即可 。 

(2)可同时检测水体中细菌 、霉菌和酵母菌。 

(3)使用方便、操作简单。不需要实验室及大量 

准备工作和复杂的操作过程，只需将测菌片浸入待检 

水体 中维持 5～10 S，然后速将此片置于配套的塑料圆 

管中、拧紧盖子并置于恒温培养箱中或室内(春 、夏、秋 

季)即可。即使没有经过微生物学培训的人也能胜任。 

(4)结果较为准确可靠。该技术附有相应的细 

菌、霉菌和酵母菌的标准对照图谱，学生可根据测菌片 

上微生物菌落数就能很快确定该水体中微生物的数量 

或污染程度 。 

因此该技术确实是一种简便、快速、较为准确的微 

生物数量分析方法 ，尤其适用于学生的微生物学野外 

实习及野外水体中微生物数量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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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热丙三醇水溶液抗原修复法，具有创 

新性，是免疫组化技术进步，在研究和检测中极有推广 

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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