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7

*

WV4

*

V!7

*

VJ8

*血小板平均浓度$

WV!

&等#有学者认

WV4

*

VJ8

检测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特别是
WV4

可作为衡量

血小板生成的参数#与
V\7

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F$A

(

)

妊娠晚期孕妇体内纤溶系统常发生改变#特别是妊高征患

者常存在明显高凝状态#且有血栓形成倾向'

+$',

(

)本研究结果

显示#中*重度妊高征患者分娩前
WV4

及
VJ8

高于轻度妊高

征患者和健康孕妇*

V\7

低于轻度妊高征患者和健康孕妇#提

示中*重度妊高征患者可能或已经发生凝血功能障碍)

WV4

反映血小板活化水平#与血小板功能关系密切)

VJ8

表示血

小板体积大小离散度#其水平升高表明血小板大小悬殊#也表

明存在不同程度的血小板消耗)有血栓倾向或血栓性病变时#

血小板消耗更多#导致血小板数量降低)

V!7

水平受血小板

数目和体积影响#其临床意义类似血细胞比容$

a!7

&在贫血

诊断中的价值)本研究结果显示
V!7

对妊高征的诊断意义不

大#可能与中*重度妊高征患者血小板数目减少#而体积增大

有关)

本文结果还显示#中*重度妊高征患者分娩前*后
V\7

及

血小板参数$

V!7

除外&存在统计学差异$

D

$

,),*

&#而轻度妊

高征患者及健康孕妇分娩前*后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D

%

,),*

&#表明外周血
V\7

及血小板参数$

WV4

*

VJ8

&可作

为判断妊高征病情及转归的辅助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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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灭菌法在固体琼脂培养基快速制备中的应用

邓毛子

"咸宁学院基础医学院医学微生物学教研室!湖北咸宁
@(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微波灭菌法在固体琼脂培养基快速制备中的应用%方法
"

利用普通家用微波炉对含枯草杆菌黑色变种

菌液的固体琼脂培养基进行不同条件灭菌处理后制备平板!

(AY

条件下连续
AQ

!观察有无细菌生长以检测灭菌效果%以经微波

及高压蒸汽灭菌后的培养基制备平板!接种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AY

培养
%@E

后观察菌落特征!并进行细菌

染色检查!检测经微波灭菌的培养基是否影响待检细菌的生长及形态特征%结果
"

固体琼脂培养基熔化时间及达到灭菌效果所

需时间随微波火力的增加而缩短!随培养基量的增加而延长%微波灭菌不影响培养基对待检细菌的培养效果%结论
"

用微波炉

对固体琼脂培养基进行灭菌!可以缩短灭菌时间!且不影响培养基对待检测菌的培养效果!是可用于制备少量固体琼脂培养基的

快速'节能的方法%

关键词"培养基#

"

细菌学技术#

"

微波灭菌法

!"#

!

',)(CFC

"

K

)3990)'FA($@'(,)%,'%),F),*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FA($@'(,

"

%,'%

$

,F$,A*($,%

""

高压蒸汽灭菌法是普通固体琼脂培养基灭菌的常规方法#

该方法最为有效#但耗时较长#一般至少需
+,P30

#不适用于实

验室应急用品的快速制备)微波加热速度快#灭菌效率高#普

遍应用于日常食品加热和灭菌)王娅等'

'

(对家用微波炉用于

培养基灭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没有提供完整*具体的

制备方法)笔者以普通家用微波炉对普通固体琼脂培养基进

行灭菌处理#发现了一套效果较为满意的制备方法)现将试验

过程总结如下)

E

"

材料与方法

E)E

"

仪器与试剂
"

微波炉$格兰仕#

VA,%'7V$F

&#电热恒温培

养箱$深圳三诺#

JaV$C,*%

&#高压蒸汽灭菌器$上海三申#

bWA*/6

&#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7J\+,$%-

&)枯草

杆菌黑色变种*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

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提供#由本室保存并进行菌种鉴

定&%营养琼脂$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F

"

方法

E)F)E

"

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菌液的制备
"

制备浓度达
*[',

',

INO

"

P\

的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菌液#

@Y

保存备用)具体制备

过程参照/消毒技术规范0

'

%

(

)

E)F)F

"

不同量培养基在微波炉不同火力条件下的熔化时间确

定及灭菌效果观察
"

配置浓度为
@*

?

"

\

的固体琼脂培养基#

每瓶
%,,P\

#加入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菌液
'P\

#使其含菌量

达
'[',

+

'

*[',

+

INO

"

P\

#盛于
(,,P\

锥形瓶中)将不同量

的配制好的培养基分批置于微波炉中#分别在高*中*低火条件

下加热#观察并记录熔化时间#待完全熔化后取出#倾注平板)

将制好的平板置于
(AY

条件下进行恒温培养#连续
AQ

观察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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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结果)

E)F)G

"

培养基制备
"

$

'

&经微波灭菌制备的固体琼脂培养基!

按上述方法配制含一定量枯草杆菌黑色变种的固体琼脂培养

基#将不同量的配制好的培养基分批置于微波炉中#在不同火

力条件下加热#一定时间后取出#倾注平板#冷却后保存备用)

$

%

&经高压蒸汽灭菌制备的固体琼脂培养基!配制浓度为
@*

?

"

\

的固体琼脂培养基#经高压蒸汽灭菌后倾注平板'

(

(

)

E)F)H

"

微生物培养检测
"

(AY

条件下对经上述
%

种方法制

备的培养基进行恒温培养#连续
AQ

观察培养结果)

E)F)M

"

培养基质量检测
"

$

'

&将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及变形杆菌分别接种于经
%

种方法处理且达到灭菌效果的固

体琼脂平板#

(AY

培养
%@E

后观察细菌生长状况)$

%

&革兰染

液*鞭毛染液的制备!参照/病原生物学实验教程0

'

@

(

)$

(

&细菌

染色检查!挑取固体琼脂平板上生长的单个菌落分别进行革兰

染色及鞭毛染色检查#观察细菌形态特征)

F

"

结
""

果

F)E

"

不同量固体琼脂培养基在不同微波火力下的熔化时间及

灭菌效果
"

不同量固体琼脂培养基在不同微波火力下的熔化

时间及灭菌效果见表
'

)

表
'

""

不同量培养基在不同微波火力下的熔化时间

""""

及其灭菌效果

微波火力 瓶数!

$

0

&

熔化时间$

P30

&

(AY

恒温培养
'Q

!

低火
' %*

有菌

% F,

有菌

中火
' @

有菌

% +

有菌

( '%

有菌

@ '+

有菌

* %%

有菌

F %A

有菌

A ('

有菌

高火
' (

有菌

% @

有菌

( +

有菌

@ '(

有菌

* 'A

有菌

F %'

有菌

A %*

有菌

""

!

!每瓶培养基含量为
%,,P\

%

!

!培养
'Q

后即有细菌生长#故无

%

'

AQ

培养结果)

F)F

"

不同量培养基在不同微波火力下的灭菌时间测定及结果

观察#其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量培养基微波灭菌后
(AY

恒温培养观察

微波火力
瓶数!

$

#

&

微波时间

$

P30

&

(AY

恒温培养时间$

Q

&

' % ( @ * F A

低火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F*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中火
' *

有菌!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F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A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续表
%

""

不同量培养基微波灭菌后
(AY

恒温培养观察

微波火力
瓶数!

$

#

&

微波时间

$

P30

&

(AY

恒温培养时间$

Q

&

' % ( @ * F A

高火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

有菌!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F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A (,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无菌

""

!

!每瓶培养基含量为
%,,P\

%

!

!培养
'Q

后即有细菌生长#故无

%

'

AQ

培养结果)

F)G

"

平板上菌落特征及细菌染色观察
"

将大肠埃希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及变形杆菌接种至以微波低*中*高火及高压蒸汽

灭菌后的培养基所制备的平板#

(AY

培养
%@E

后观察菌落特

征#不同菌株单克隆生长菌落特征均较为典型%挑取单克隆菌

落#涂片后进行革兰染色及鞭毛染色#显微镜观察显示不同菌

株形态均较为典型)在不同培养基上生长的相同菌株#其菌落

特征*形态染色特征无明显差异)

G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量琼脂培养基在不同微波火力下均

可达到灭菌效果)同时灭菌的培养基瓶数越多#其熔化时间及

达到灭菌效果的时间越长#且耗时长短与微波火力密切相关)

培养基瓶数相同时#其熔化及达到灭菌效果所需时间#低火条

件下最长#中火次之#高火最短#且其灭菌时间均比高压蒸汽灭

菌耗时短)不同菌株在经微波灭菌处理后的固体琼脂培养基

上的菌落特征及形态染色均较为典型#说明使用微波对培养基

进行灭菌处理#不影响培养基对待检细菌的培养效果)微波处

理法制备固体琼脂培养基安全可靠#灭菌效果好#相比于传统

高压蒸汽法更加快捷*节能#尤其适用于少量培养基的制备)

微波可杀灭多种微生物#而且不仅杀灭细菌的繁殖体*真

菌及病毒#还可杀灭细菌的芽孢'

*$+

(

)微波灭菌的原理目前仍

不明确#可能与微波主要通过热效应和非热效应两种形式发挥

灭菌作用有关#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以热效应为主'

+$''

(

)尽管微

波法制备固体琼脂培养基较传统高压蒸汽灭菌法更为快捷*节

能#但在制备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

'

&家用微波炉体积较小#

灭菌时一般只能采用最大容积为
(,,P\

的锥形瓶#故只能用

于少量培养基的灭菌)$

%

&在加热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爆沸现象

$装有培养基锥形瓶数量越少#越容易发生#

'

'

%

瓶时易发生#

(

瓶及以上基本不会发生&#容易导致培养基的损失#故在
(,,

P\

锥形瓶中#培养基装入量以
%,,P\

及其为宜)$

(

&使用棉

塞封闭锥形瓶瓶口时#有可能发生棉塞烤焦甚至燃烧的现象%

解决此问题可采用以下方法!使用硅胶塞#将棉塞在灭菌蒸馏

水中浸透#或使用已用过的旧棉塞)

总之普通家用微波炉可用于固体琼脂培养基的制备#较传

统高压蒸汽灭菌法更为方便*快捷及节能#但在大批量配制培

养基方面不能完全取代高压蒸汽灭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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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表面标志物定量检测在乙肝防治中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对检测自动化程度*灵敏度*准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采

用
#!\6/

的
U>IE1I><M91F,'

系统及与采用
W#6/

的雅培

/2GbW

系统均可用于
a-4

表面标志物检测#而采用不同方

法的系统检测获得的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值得深入探讨)

本研究从
(

个方面进行了
1F,'

与
/2GbW

免疫分析系统

检测
a-4

表面标志物的结果比对)模式比对显示#

%

种系统

检测
a-4

表面标志物的模式符合率为
',,D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D

%

,),*

&#说明
%

种系统在结果阴*阳性判断方面没有

差异)

a-9/<

阳性提示机体具有针对
a-4

的免疫力#

a-$

9/<

检测对判断是否需注射乙肝疫苗和免疫效果具有重要作

用'

($@

(

)

a-9/<

定量检测结果比对显示#

%

种系统检测结果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低值和高值标本检测结果相关性

较好#中值标本相关性差)慢性
a-4

携带者可通过长期服用

抑制
a-4

复制的药物抑制肝细胞胞浆中
a-4J"/

的复制#

使其无来源而耗竭#出现
a-9/

?

*

a-1/

?

的血清转换#达到临

床治愈)因此
a-4

表面标志物滴度的检测对准确了解抗原
$

抗体转换#尤其是动态观察
a-9/

?

*

a-1/

?

血清转换#对评价

抗病毒治疗效果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

#

*$',

(

)

a-1/

?

检测比

对显示#

%

种系统检测结果呈直线相关性#低值和中值标本检

测结果相关性较好#高值标本相关性差)总体而言#

%

种检测

系统有较好的相关性#个别标本检测结果相关性差可能与试剂

包被的片段不同*方法学差异和计算方法差异等有关)

对不同分析系统进行检测结果比对#对实现检验结果同城

通用#进而减轻患者负担十分重要#对指导临床用药和预防疾

病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本研究只针对
1F,'

和
/2GbW

免疫分析系统的某些指标进行了比对#其他系统和其他指标的

比对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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