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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中培养基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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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开展培养基的质量控制工作%提高培养基的质量&方法
!

对微生物检验中培养基的配制)灭菌)

无菌试验和性能测试及贮存等方面进行探讨&结果
!

配制培养基所用的容器宜为玻璃)搪瓷或不锈钢制品%使用

蒸馏水或离子交换水*灭菌前后应测定
I

3

值*自行配制培养基应严格按规定进行%每次详细记录*高压灭菌条件

为
#!#T

%

#*&(-

*培养基在使用前应进行性能测试%其保质期
!

#

%

年%已开封的为
)

个月*配制培养基使用的电子

天平和酸度计应每年进行检定&结论
!

保证培养基的质量控制%才能确保微生物检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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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培养基*质量控制*实验室技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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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是专供微生物生长繁殖使用的混合营养

制品%是微生物实验室检测工作的基础&培养基是

否合格%对微生物的生长)分离)鉴定及检验结果的

正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展培养基

的质量控制十分必要&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

可准则在微生物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1中指出%实验

室应建立和保持有效的适合试验范围的培养基#试

剂$质量控制程序!

#

"

&把好培养基的质量关%才能保

证微生物检验结果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笔者就培养

基的配制)贮存及质量控制作一总结%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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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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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及分装培养基的容器
!

配制培养基所用

的容器%不宜用铜或铁锅&每
#"""&6

培养基含铜

量超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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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细菌不易生长*含铁量超过
"2#&

&

D

可妨碍细菌毒素的产生!

!

"

&配制培养基常用容

器为玻璃)搪瓷或不锈钢制品&玻璃器皿必须是中

性硬料玻璃%否则影响培养基的酸碱度&分装培养

基的一次性无菌物品%如一次性试管)一次性平板使

用前必须按卫生部
!""!

版0消毒技术规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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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验收&使用一次性平皿特别是倾倒
HH

平皿时%不

能使用灭菌时间较短的一次性平皿%因为灭菌时间

短%平皿上有环氧乙烷残留%倒出的
HH

平皿颜色变

成黄色%不是正常的橘红色&通过使用中观察%认为

一次性平皿灭菌
!

个月后使用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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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培养基的用水
!

制作培养基应使用蒸馏

水或离子交换水%因其不含杂质&而自来水和井水

含有钙和镁%与蛋白胨或牛肉浸膏中的磷酸盐作用%

生成不溶解性的磷酸钙或磷酸镁%经高压灭菌后出

现许多沉淀%不符合培养基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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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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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校准
!

微生物必须在合适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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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才能正常生长代谢&微生物所需
I

3

值

各不相同%因此配制时测定和校正极为重要&培养

基配方要求的
I

3

值为高压灭菌后的值%灭菌后
I

3

值约降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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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灭菌前后都要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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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最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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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培养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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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测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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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进行%因为所含成分各

不相同%热和冷时测定相差较大&笔者对营养肉汤

进行比较%其
*"T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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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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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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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值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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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糖蛋白胨培养液
**T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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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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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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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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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值
+2*"

*温度升高时%溶液中的离子游

离数增多%

I

3

值偏酸*温度降低时%离子游离数减

少%

I

3

值偏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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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培养基
I

3

值须在冷却后测

定&用一般酸度计测定固体培养基
I

3

值%冷却至

!*T

左右时已凝固%其值不准确%故应按
>>

(

;

"*++$!""*

0营养琼脂培养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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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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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即取

)&6

新鲜配制的液体培养基%加蒸馏水至
&"&6

%

+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4-E,*C?0-CF0)50)(90*H,

I

!"#"



灭菌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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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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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测定&此方法比常规方法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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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实验室可用带平头电极的

酸度计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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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的配制
!

自行配制培养基应严格按规

定进行&每次应有详细记录%包括名称)配制量)各

种成分数量)生产厂家)批号)最初及最终
I

3

值)配

制日期和配制者%培养基贴标签注明生产日期和有效

期%如培养基出现问题%则可通过这些资料追查原因&

如使用商品培养基%购买时必须选择通过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的生产厂家%并索要检测报告&收到

商品培养基时仔细检查外观)包装)产品批号%以及

产品标签是否标明各种成分)用途)培养基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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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有效期*商品培养基采用什么标准%根据自己的

使用目的加以选择&商品培养基应严格按照生产商

提供的有关说明准确配制%并做好配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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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的灭菌和无菌试验

培养基的高压灭菌一般为
#!#T

%

#*&(-

%而容

器和装量较大的基础培养基%则应适当延长其灭菌

时间&含糖或特殊培养基按配方要求或产品生产厂

家提供的说明进行高压灭菌%高压后迅速冷却%避免

长时间保存于灭菌器内%影响营养成分&葡萄糖)麦

芽糖)乳糖和蔗糖等可在灭菌前加入培养基内&阿

拉伯糖)木糖和鼠李糖等不能与培养基一起高压灭

菌%因其发酵管高压灭菌后
I

3

值明显下降%培养基

颜色变黄如阳性反应%故应按所需用量配好单独高

压灭菌%再以无菌操作将糖加入培养基中分装小试

管&不同灭菌要求的培养基不能放在一起灭菌&要

做好灭菌记录%培养基不可重复高温灭菌&

每批配好的培养基均需进行无菌试验%以确保

灭菌效果&配制大量培养基%可采取抽样方法进行%

选取任意
#"

支的量做无菌试验%少于
#""

份样本选

取
*7

#

#"7

做无菌试验&无菌分装培养基则需全

部做无菌试验&样本在
%)T

过夜培养%观察是否有

细菌生长%无菌生长才可使用&即使做过无菌试验%

接种样本时%首先仍应检查液体培养基有无混浊生

长和颜色有无改变%平皿培养基上是否长菌%有无干

裂)脱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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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的性能测试及贮存

培养基在使用前应按0商业性微生物培养基质

量检验规程1

!

)

"和0培养基性能测试实用指南1

!

+

"等

相关标准%根据目的不同进行性能测试&基础培养

基不仅要求细菌能够生长%还必须发育良好并能使

细菌充分表现出其典型的特征%如典型菌落形态%溶

血特征等&选择性培养基应分别选择
#

株可生长)

#

株可抑制的菌株进行接种培养%可生长菌应生长良

好%抑制菌则不生长&鉴别培养基应选择已知阳性

和阴性菌接种培养%以证实应有的生化反应能力&

商品培养基未开封时保质期为
!

#

%

年%已开封

为
)

个月&贮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强光直射%注意

观察产品在有效期内是否有质量变化%吸潮结块或

颜色改变不能使用%最好不放冰箱保存&成品培养

基在保质期内使用&灭菌后的培养基保存有效期各

不相同%无法作统一规定&培养基经灭菌后%不能立

即使用的应避光)干燥保存&除特殊说明和标准规

定%通常情况下%配制好的培养基应在
&T

冰箱中贮

存不超过
%

个月%或室温#

!"T

$下贮存不超过
#

个

月%生化鉴定用培养基在
&T

冰箱保存不超过
#

个

月%以保证其成分不改变&自制平皿培养基于
&T

冰箱保存
#

周%密封袋中冷藏保存可延长贮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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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仪器的质量控制

配制培养基用的电子天平和酸度计%应每年请

专业机构进行检定%同时在两次检定(校准周期之间

进行核查%以保证其置信度&培养箱)无菌室的紫外

线灯和高压灭菌器也应定期检查%高压灭菌器应定

期进行灭菌效果的生物学检测&

培养基的质量直接影响微生物检验结果%如不保

证培养基的质量%就会导致检验结果的误差&因此%

从各环节加强培养基质量控制工作%不断提高质控水

平%才能确保微生物检验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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