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基灭菌后的
M

$

#除了特殊说明外#培养基灭菌并冷却到

*/i

时培养基的
M

$

变化不应超过
.+*

个
M

$

单位)一般使

用浓度为
)N?G

"

'

的
9H2$

或浓度为
)N?G

"

'

的
$!G

溶液进

行培养基
M

$

值的调整,

*

-

)

M

$

值测量应在
*/i

温度下采用

精密酸度计进行测量#或用精密的
M

$

值试纸进行测量#琼脂

培养基的
M

$

值应以特殊的胶体表面测量电极进行测量)

2+/

!

培养基的融化
!

培养基灭菌结束后应迅速冷却至所需要

温度#避免长时间保存在灭菌锅内造成灭菌过度#影响培养基

的营养成分或选择性)一般用水浴锅在温度为$

6=X*

&

i

中冷

却#水位液面应高于培养基液面#融化后的培养基应尽快使用#

放置时间一般不要超过
6D

为宜)倾注平版时取出培养基自

然降温至
6.

"

6/i

为宜#建议在培养基较低温度时进行平板

倾注#可减少对样品中微生物的热的损伤#并且可减少平板表

面的冷凝水#利于观察结果)

2+'

!

添加成分的制备
!

添加的成分可能为有毒性的物质#配

制及添加时要特别小心操作#必要时要在通风柜内操作#避免

吸入粉末#造成实验人员过敏或其他不良反应)对于抗生素工

作液#应现用现配#在特定环境下#抗生素溶液应适量分装后冷

冻储存#解冻后的溶液不能再次冷冻#可能会降低活性)添加

成分一般都为热敏试剂#应在培养基冷却至$

6=X*

&

i

时加入

添加物质$或参考说明书&#在加入添加物质之前应先放置至室

温#避免冷冻液体造成琼脂凝结或形成片状物)加入添加物质

后应尽可能快地分装倾注)

)

!

培养基的制备和储存

培养基倾注的厚度应不少于
*%N

$如
<.NN

的平板通常

倾注
)/N'

培养基&

,

*

-

#倾注结束后#将平板盖好放到凉而平

的地方使琼脂凝固)凝固后的培养基应立即使用或存放于避

光或
6

"

)*i

冰箱中)一般不超过一个星期或按商家提供的

标准执行#将倒好的平板放置密封的袋子中冷藏保存可达到
*

周)为了避免生产冷凝水#平板应冷却再装入密封袋子#储存

前不应对琼脂平板培养基表面进行干燥处理)在平板底部标

上制备培养基的名称*日期或有效期和配制人)

.

!

培养基的接种与培养

.+$

!

培养基的接种
!

平板培养基在使用时表面必须无水珠#

有水珠的平板易使菌落扩散*菌落粘连*不易计数*不易得到单

个纯菌落)此时应先将平板培养基表面进行干燥#如可将平板

倒扣在烤箱或培养箱中
*.

"

/.i

#或放在有对流风的洁净工

作台中#至培养基表面的水滴完全消失为止)对于保存在冰箱

中的平板培养基#应待温度恢复到室温后才能使用#使用前应

检查有无污染的菌落产生#培养基表面有无干裂现象#培养基

颜色是否发生了改变#如果发现异常#应该作废处理该批培

养基)

.+/

!

培养基的培养
!

培养时每垛最多放
-

个平板#留一定的

空间使空气流通#使平板的温度尽快与培养箱温度达到一致#

对于液体培养基#要依据培养基的体积*内容物量*容器类型及

培养类型而定#培养过程中#培养基会损失水分#当水分损失的

量大于培养基总量的
)/T

时就会影响微生物的生长#所以必

要时可放入装水容器#以维持箱内的湿度,

)

-

)

Q

!

培养基物理的质量控制和微生物指标控制

Q+$

!

培养基的物理质量控制
!

实验室在制备培养基的过程

中#应测试该批培养基在
*/i

左右时的
M

$

值#观察记录培养

基的量以及琼脂层的厚度#凝胶的稳定性等#如
>!:1

平板为

蓝绿色#血平板为血红色#一般的液体培养基应该澄清无混浊#

无沉淀)

Q+/

!

微生物指标控制

Q+/+$

!

污染测试
!

培养基配制好后#应于试验方法中规定的

温度和时间进行培养#不能有细菌生长)

Q+/+/

!

标准菌株验证
!

将阳性菌株接种于培养基中#按试验

方法中规定的温度和时间进行培养#固体培养基中生长出典型

形态的菌落#液体培养基中生长良好#混浊生长#生长的细菌经

鉴定为接种的阳性菌株%对于选择性的液体或固体培养基#使

用非特异性菌株或$和&阴性菌株#接种于此培养基#不能生长

或生长不佳#或不产生特征菌落)此外还可以计算生长率和计

数生长指数来进行定量测试方法及半定量测试方法来对培养

基进行质量控制,

,

-

)

培养基的质量关系到微生物实验室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在

检验工作中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任一环节#都有可能影响到对检

验结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的判断#所以#加强对培养基的实验

室质量控制#认真做好培养基的质量控制工作#不断完善与提

高培养基的质量控制水平#才能保证微生物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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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哈密地区血源供应紧张问题#本文调查了部分维吾

尔族和汉族人群血型分布情况#以便做好血源供应#提高医院

血库工作质量#挽救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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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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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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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汉族
*/-6

份)

+

U//*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HK4EC!GIJ

!

2%A?KEF*.))

!

W?G+U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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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
!

0:2

血型#采用北京金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抗
0

抗
:

血型定型试剂)

"D(

#采用长春博德生物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血型定型试剂盒)

$+'

!

采血方法
!

采用湖南省刘阳市医用仪距厂生产的封闭式

负压
8>>0a*

采血管#静脉采血
*N'

#颠倒混匀
/

"

U

次)

$+1

!

血型鉴定方法

$+1+$

!

0:2

血型鉴定方法
!

采用离心法#正定型#标准血清

两滴加受检者的红细胞一滴#离心
*

"

,NIJ

)结果判断见

表
)

)

表
)

!

0:2

血型鉴定方法与结果判断

抗
0

抗
:

抗
0:

受检者血型

d _ d 0

_ d d :

_ _ _ 2

d d d 0:

!!

注!

d

表示凝集反应%

_

表示无凝集反应)

$+1+/

!

"D

血型鉴定法
!

"D

血型鉴定同
0:2

血型鉴定#采用

离心法#取
"D(

两滴加受检者的红细胞一滴#离心
*

"

,NIJ

#

凝集者为
"D

血型阳性#不凝者为
"D

血型阴性)

/

!

结
!!

果

维汉人群
0:2

*

"D

血型分布情况见表
*

*

,

)

表
*

!

维吾尔族
0:2

"

"D

血型分布情况

0:2

血型
"D

阳性,

,

$

T

&-

"D

阴性,

,

$

T

&- 总例数

0 -,.

$

*U+=6

&

)<

$

.+U=

&

-6<

: -.U

$

*=+=6

&

*,

$

)+./

&

-,)

2 -)*

$

*=+<*

&

*/

$

)+)6

&

-,=

0: )U<

$

U+-*

&

).

$

.+6-

&

)<<

总计
*))/

$

<-+6/

&

==

$

,+/)

&

*)<*

表
,

!

汉族
0:2

"

"D

血型分布情况

0:2

血型
"D

阳性,

,

$

T

&-

"D

阴性,

,

$

T

&- 总例数

0 =/U

$

*<+/-

&

)

$

.+.6

&

=/<

: ==/

$

,.+*,

&

-

$

.+*,

&

=U)

2 =/-

$

*<+6<

&

-

$

.+*,

&

=-*

0: *-.

$

).+)6

&

*

$

.+.U

&

*-*

总计
*/6<

$

<<+6)

&

)/

$

.+/<

&

*/-6

从表
)

和表
*

可知#维族人
"D

阴性比例占
,+/)T

#比相

关报道结果
6+/T

低一个百分点,

)

-

#汉族人
"D

阴性比例占

.+/<T

#比相关报道结果
.+,.T

多
.+*

个百分点,

*

-

)维族人

"D

阴性明显高于汉族#两个民族的
"D

阴性血型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6

#

!

"

.+../

&)且
:

型和
2

型所占比例高#维

吾尔族分别占
)+.T

*

)+)T

#汉族均占
.+*T

)如遇到
:

*

2

两

种
"D

阴性输血者#血源供应相比之下充足#而
0:

型和
0

型#

两型
"D

阴性输血者#血源供应就出现短缺现象#因两组阴性

血型所占比例都非常少#维吾尔族分别占
.+/T

和
.+<T

#汉族

分别仅占
.+=T

和
.+,T

)所以在当地各大医院#如做剖宫产

手术或者其他手术的患者#不但要做两种血型鉴定#而且要提

前备血或执行保存式自身储备型输血#以免因血源短缺而危及

患者生命)总之#在哈密地区虽然
"D

阴性率高#但相对而言

用血量也比较高)应引起哈密市中心血站和各大医院血库工

作人员的高度重视)

'

!

讨
!!

论

'+$

!

血型是人体的一种遗传性状#是人体各种细胞$红细胞*

白细胞*血小板*各种组织细胞&和各种体液的抗原抗体差异)

0:2

血型是人类第一个血型系统#分型的原则是!红细胞上有

0

抗原#血清中有抗
:

抗体者为
0

型#红细胞上有
:

抗原#血

清中有抗
0

抗体者为
:

型#红细胞上有
0

和
:

两种抗原#血清

中没有抗
0

抗
:

抗体者为
0:

型#红细胞上没有
0

和
:

抗原#

血清中有抗
0

#抗
:

抗体者为
2

型,

)

-

#详见表
6

)

表
6

!

0:2

各型红细胞及血清中的抗原抗体

血型 红细胞上的抗原 血清中的抗体

0 0

抗原 抗
:

抗体

: :

抗原 抗
0

抗体

2 _

抗
0

及抗
:

抗体

0: 0

及
:

抗原
_

!!

注!

_

!表示无数据)

'+/

!

"D

血型是继
0:2

血型发现后临床意义最大的一种血

型#也是较为复杂的血型系统之一)

"D

血型分型的原则是!红

细胞上含有
"D

抗原的为
"D

阳性#红细胞上不含有
"D

抗原的

为
"D

阴性#

"D

阴性抗原和抗体有
(

*

!

*

8

*

%

*

E/

种#抗原性
(

最强#依次为
!

*

8

*

%

*

E

,

*

-

#

"D

血型不合的输血会危及患者的生

命#母子
"D

血型不合的妊娠#有可能产生死胎早产和新生儿

溶血症,

*

-

#

"D

阴性的孕妇妊娠后输入
"D

阳性的血#会产生免

疫性
"D

抗体#如果再次输入阳性血液#红细胞会发生凝集#导

致输血反应,

*

-

#因此
0:2

血型和
"D

血型鉴定同等重要)提

醒产科临床医生#如果发现孕妇是
"D

阴性血型#应及时检测

体内是否有免疫性
"D

抗体#以防发生母婴血型不合引起新生

儿溶血)

'+'

!

基于哈密维吾尔族人多#

"D

阴性血比例较高的情况#为

了保证哈密地区输血的安全有效性#哈密市血站和各级医院应

建立维吾尔族
"D

阴性血型档案#便于
"D

急性输血的患者及

时找到血源#同时哈密市中心血站应和各级医院联合开展保存

式自身输血#提倡自身输血的安全有效性#避免因血源不足而

导致患者死亡#引起医患纠纷事件)

目前#全国各地都面临血源非常紧张的状况#

"D

阴性血型

血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新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人口比例占

6.T

左右#新疆和田*喀什等地区#维吾尔族人口比例高达

-.T

以上#因此
"D

阴性血型资源比较丰富#应利用这一优势#

在新疆各地储备大量的
"D

阴性冰冻红细胞或冰冻血浆)为

广大
"D

阴性血型患者提供血源供给#尽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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