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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实验室也在不断的发展

壮大，与此同时，高校微生物实验室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

重。目前，招生人数在逐年增加，实验室的数量相对紧张，

平均每学期实验室的开课时数也在不断增长 ���，造成人员流

动密集，微生物的传播概率大大增加；具有潜在的传染病扩

散危险；实验室是一个相对的封闭环境，微生物在其中容易

积聚集中，再加上平时消毒不严，学生的非规范性操作等原

因，更是加重了实验室中微生物的污染情况 ���，然而当前并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就笔者所在学校微生物实验室而言，

由于实验室污染造成的实验结果不准确、实验菌种污染的事

件时有发生。为了保证实验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保证实

验室的生物安全，控制实验室微生物污染已成为实验室重要

的安全管理工作 ���。论文随机选取笔者所在学校不同专业班

级的微生物实验人员标本进行培养和分析，旨在了解当前高

校实验室中常见的污染菌种类型，并希望以此为基础，开展

相应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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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从高校微生物实验室分离出污染菌株，对其进行分类鉴定，为控制实验室污染奠定基础。方法：随机选取笔者所在学
校不同专业班级的微生物实验人员标本进行培养，分离得到四株优势菌，经形态观察、革兰染色、药敏实验和��6� U�1�鉴
定，确定其分类地位。结果：经鉴定四株优势菌分别是假白喉棒状杆菌（�R���HEDFWH���P�S�H�GRG�S�W�H��W�F�P）、山羊葡萄
球菌（�WDS���RFRFF���FDS�DH）、表皮葡萄球菌（�WDS���RFRFF���HS�GH�P�G��）和藤黄微球菌（��F�RFRFF�����WH��）。结论：分
离得到的污染菌种在自然界和人体分布广泛，一般不致病，一些基本措施很难控制其污染实验研究的菌种，根据污染菌株的
药物敏感性，在实验菌种培养基中加入相应抗生素来抑制它们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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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材料

①哥伦比亚血琼脂培养基（上海柯玛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②电热恒温培养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③药敏纸片（杭州滨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3�实验方法

实验室污染的常见影响因素有空气、桌面、皮肤、飞沫

等，在合理使用紫外线消毒的基础上，手指皮肤是主要的污

染因素 ���。随机采集笔者所在学校的护理、药学、临床、检

验 �个不同专业 ��个班级 ���名同学的手指皮肤标本，接种

于血平板，平行标本分别置于 ��℃恒温箱中培育 ��K和 ��℃

恒温箱中培育 ��K，经形态观察、革兰染色、药敏实验和

��6U�1�鉴定，确定其分类地位。

4�实验结果

培养后得到 ��种形态一致的菌落，其中优势菌种 �株，

分别命名为 %、�、*、+。

4.1�菌落特征

%：细小、灰白色、湿润、圆形突起的菌落，无溶血环。

�：白色、圆形隆起、边缘整齐、湿润、中等大小的不

透明菌落，无溶血环。

*：白色、圆形凸起、边缘整齐、表面光滑、湿润、不

透明的菌落，有透明溶血环。

+：圆形、凸起、光滑、不透明的黄色菌落，无溶血环。

4.2�革兰染色

%：革兰染色阳性，菌体呈较小的棒状，无典型异染颗粒。

�：革兰染色阳性，菌体球形，呈葡萄串状排列。

*：革兰染色阳性，菌体球形，呈葡萄串状排列。

+：革兰氏染色阳性，菌体球形，多呈四联或八叠排列。

4.3�药敏试验（K-B 法）

使用 ��种抗菌药物纸片，即青霉素、复方新诺明、氨

苄西林、利福平、头孢唑林、红霉素、万古霉素、庆大霉素、

呋喃妥因、克林霉素、苯唑西林、丁胺卡那霉素、四环素、

氧氟沙星、氯霉素。根据测量抑菌圈直径，计算平均值。结

果见表 �。

%：对头孢唑林、丁胺卡那霉素、万古霉素、苯唑西林

敏感；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红霉素、四环素、

克林霉素、氯霉素低敏或耐药。

�：对青霉素、氨苄西林低敏，对其他常用抗生素都敏感。

*：对万古霉素、利福平、呋喃妥因、丁胺卡那霉素敏感；

对青霉素、红霉素、复方新诺明、氨苄西林、头孢唑林、克

林霉素、苯唑西林、氧氟沙星低敏或耐药。

+：对丁胺卡那霉素、利福平、头孢唑啉、庆大霉素、

四环素、氧氟沙星敏感，对青霉素、苯唑西林、红霉素、克

林霉素、呋喃妥因低敏或耐药。

表 1�四种优势菌株药敏实验结果

药物
%菌株抑菌圈

直径（PP）

�菌株抑菌圈

直径（PP）

*菌株抑菌圈

直径（PP）

+菌株抑菌

圈直径（PP）

青霉素 � �� � �

复方新诺明 � �� � ��

氨苄西林 � � � ��

利福平 �� �� �� ��

头孢唑林 �� �� � ��

红霉素 � �� � �

万古霉素 �� �� �� ��

庆大霉素 �� �� �� ��

呋喃妥因 �� �� �� �

克林霉素 � �� � �

苯唑西林 �� �� � �

丁胺卡那霉素 �� �� �� ��

四环素 � �� �� ��

氧氟沙星 �� �� � ��

氯霉素 � �� �� ��

注：抑菌圈直径 ≥15mm为敏感，��a��PP为中度敏感，＜ ��PP

为低敏，�PP为耐药。

4.4�16S�rDNA 测序结果

%是假白喉棒状杆菌（�R���HEDFWH���P�S�H�GRG�S�W�H�

��W�F�P），结果见图�和表�；�是山羊葡萄球菌（�WDS���RFRFF���

FDS�DH），结果见图�和表�；*是表皮葡萄球菌（�WDS���RFRFF���

HS�GH�P�G��），结果见图 �和表 �；+是藤黄微球菌（��F�RFRFF���

��WH��），结果见图 �和表 �。

图 1�菌株 B 系统发育树

图 2�菌株 D 系统发育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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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菌株 G 系统发育树

图 4�菌株 H 系统发育树

5�结语

四种菌广泛分布于空气、土壤、水、动植物体表及人体

皮肤、外耳道和鼻咽喉处，对营养要求不严格，生长迅速，

一般不致病，有些可引起条件致病，主要通过空气、皮肤接触、

飞沫传播 �����。在实验室中是主要的污染菌种。采取以下措施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污染情况：①每天定期对实验室空气

进行紫外线照射消毒；②严格实施无菌操作，加强学生的无

菌意识；③每天对实验操作台用 ����苯扎溴铵溶液、地面用

��甲酚皂溶液进行喷洒消毒；④加强实验菌种和无菌器材的

隔离保存。由于多种原因，实验室无法做到严格和全面地消毒、

灭菌，从而导致实验室研究的菌种污染现象非常常见，直接

影响了实验的顺利开展和结果的准确性。由于这些菌的药物

敏感性不同，可初步考虑在实验菌种培养基中加入相应药物

来抑制它们的生长，而其具体药物和剂量需在以后的试验中

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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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菌株 B 鉴定结果

样品名称 扩增序列 参考物种 �FFHVVLRQ�1R� 分类 同源度

% ��6�U�1� &RU�QHEDFWHULXP�SVHXGRGLSKWKHULWLFXP -;������

%DFWHULD���FWLQREDFWHULD��

&RU�QHEDFWHULDOHV��&RU�QHEDFWHULDFHDH��

&RU�QHEDFWHULXP

���

表 3�菌株 D 鉴定结果

样品名称 扩增序列 参考物种 �FFHVVLRQ�1R� 分类 同源度

� ��6�U�1� 6WDSK�ORFRFFXV�FDSUDH .7������

%DFWHULD��)LUPLFXWHV��%DFLOOL��

%DFLOODOHV��6WDSK�ORFRFFDFHDH��

6WDSK�ORFRFFXV

����

表 4�菌株 G 鉴定结果

样品名称 扩增序列 参考物种 �FFHVVLRQ�1R� 分类 同源度

* ��6�U�1� 6WDSK�ORFRFFXV�HSLGHUPLGLV .3������

%DFWHULD��)LUPLFXWHV��%DFLOOL��

%DFLOODOHV��6WDSK�ORFRFFDFHDH��

6WDSK�ORFRFFXV

����

表 5�菌株 H 鉴定结果

样品名称 扩增序列 参考物种 �FFHVVLRQ�1R� 分类 同源度

+ ��6�U�1� 0LFURFRFFXV�OXWHXV .<������

%DFWHULD���FWLQREDFWHULD��

0LFURFRFFDOHV��0LFURFRFFDFHDH��

0LFURFRFFX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