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物实验报告单 微生物实验报
告(通用6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
解特定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生物实验报告单篇一

微生物的革兰氏染色

1、学习并初步掌握革兰氏染色法；

2、了解革兰氏染色的原理；

3、巩固显微镜的使用。

革兰氏染色是1884年丹麦病理学家christaingram氏创立的，
是细菌学中最重要的.鉴别染色法。

染色步骤分为四个部分：

1、初染：加入碱性染料结晶紫固定细菌图片；

2、媒染：加入碘液，碘与结晶紫形成一种不溶于水的复合物；

3、脱色：利用有机溶剂乙醇或丙酮进行脱色；

g-和g+细胞壁的比较：

1、阳性（g+）菌细胞壁特点：细胞壁厚，只有一层，主要由
肽聚糖构成，肽聚糖含量高，结构紧密，脂类含量低。当乙



醇脱色时，细胞壁肽聚糖层孔径变小，通透性降低，结晶紫
和碘的复合物被保留在细胞壁内，复染后仍显紫色（如芽孢
杆菌）。

2、阴性（g-）菌细胞壁特点：细胞壁薄，由两层构成，内壁层
和外壁层，细胞壁中脂类中脂类物质含量较高，肽聚糖含量
较低，网状结构交联程度低，乙醇脱色时溶解了脂类物质，
通透性增强，结晶紫与碘的复合物易被乙醇抽提出来，因此，
革兰氏阴性菌细胞被脱色，当复染时，脱掉紫色的细胞的细
胞壁又着上红色（例如大肠杆菌）。

1、菌种：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2、溶液和试剂：革兰氏染液、草酸铵结晶紫染液、碘
液、95%乙醇、番红复染液、水。

3、仪器及其他用品：酒精灯、载玻片、显微镜、接种环、试
管架、滤纸、滴管。

1、取一个载玻片，将其洗净并沿一个方向擦拭干净，直至液
体不再其上收缩为止；将接种环整平，用灼烧过的接种环在
混匀的菌种中取菌，按常规方法图片，应涂大，不宜过厚。

2、打开酒精灯，用火焰固定，不宜烤得太狠，否则菌种呈假
阳性。

3、轻旋结晶紫染液滴管，将其旋出，滴加1滴草酸铵结晶紫
染液覆盖涂菌部位（轻晃使其完全覆盖），染色40s。

4、染色完成后倾去染液，水洗至流出水为无色。

5、将玻片上残留水用滤纸吸去，待其干燥。

6、在涂菌部位滴加碘液，覆盖1min。



7、媒染完成后，倾去碘液，水洗至流出水无色。

8、将玻片上残留水用滤纸吸去，待其干燥。

9、将载玻片放在白色笔记本上，用滴管滴加95%乙醇脱色，
脱色30~40s，不宜脱色太狠，否则菌种呈假阴性。

10、脱色完成后立即用水洗去乙醇。

11、将玻片上残留水用滤纸吸去，待其干燥。

12、滴加番红复染液，染色4min。

13、染色完成后，水洗至流出水无色。

14、吸去残留水并晾干。

15、用显微镜观察并绘图。

用以上步骤完成：大肠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的混合图片染色、
大肠杆菌单独菌种染色、金黄色葡萄球菌单独菌种染色。

1、选用活跃生长期菌种染色，老龄的革兰氏阳性细菌会被染
成红色而造成假阴性。

2、图片不宜过厚，以免脱色不完全造成假阳性。

3、脱色是革兰氏染色是否成功的关键，脱色不够造成假阳性，
脱色过度造成假阴性。

1、结果：

绘出高倍镜下观察的菌体图像。

2、思考题：



（1）写出常见的革兰氏阳性菌与阴性菌，包括致病菌。

（2）革兰氏染色的原理是什么？印象因素有哪些？

（3）如何验证你的染色结果是否正确？

生物实验报告单篇二

1.学会提取和分离叶绿体中色素的方法。

2.比较、观察叶绿体中四种色素：理解它们的特点及与光合
作用的关系

光合色素主要存在于高等植物叶绿体的基粒片层上，而叶绿
体中的色素能溶于有机溶剂中。故要提取色素，要破坏细胞
结构，破坏叶绿体膜，使基粒片层结构直接与有机溶剂接触，
使色素溶解在有机溶剂中。

叶绿体中的色素有四种，不同色素在层析液(脂溶性强的有机
溶剂)中的溶解度不同，

因而随层析液的扩散速度也不同。

取新鲜的绿色叶片、定性滤纸、烧杯、研钵、漏斗、纱布、
剪刀、小试管、培养皿、毛细吸管、量筒、有机溶剂、层析液
(20份石油醚、2份丙酮、1份苯混合)、二氧化硅、碳酸钙。

1.提取色素：

2.制备滤纸条：

3.色素分离，纸层析法。（不要让滤液细线触及层析液）

4.观察：



层析后，取出滤纸，在通风处吹干。观察滤纸条上出现色素
带的数目、颜色、位置和宽窄。结果是：4条色素带从上而下
依次是：胡萝卜素(橙黄色)、叶黄素(黄色)、叶绿素a(蓝绿
色)、叶绿素b(黄绿色)。

1.滤纸条上的滤液细线为什么不能接触到层析液？

2．提取和分离叶绿体中色素的关键是什么？

生物实验报告单篇三

1. 初步学会观察植物细胞质壁分离和复原的方法。

2. 理解植物细胞发生渗透作用的原理。

当细胞液的浓度小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细胞液中的水分就
透过原生质层进入外界溶液中，使细胞壁和原生质层都出现
一定的收缩。由于原生质层比细胞壁的收缩性大，当细胞不
断失水时，原生质层就会与细胞壁逐渐分离开，也就是分升
了质壁分离当细胞液的浓度大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外界溶
液中的水分就透过原生质层进入细胞液中，整个原生质层就
会慢慢地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使植物细胞逐渐发生质壁分离
复原。

3.画一个细胞在正常状态下到经过0.3g/ml蔗糖溶液处理，再
经过清水处理的细胞变化的一系列模式图。

生物实验报告单篇四

1.初步学会观察植物细胞质壁分离和复原的方法。

2.理解植物细胞发生渗透作用的原理。

当细胞液的浓度小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细胞液中的水分就



透过原生质层进入外界溶液中，使细胞壁和原生质层都出现
一定的收缩。由于原生质层比细胞壁的收缩性大，当细胞不
断失水时，原生质层就会与细胞壁逐渐分离开，也就是分升
了质壁分离当细胞液的浓度大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外界溶
液中的水分就透过原生质层进入细胞液中，整个原生质层就
会慢慢地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使植物细胞逐渐发生质壁分离
复原。

物理实验报告——化学实验报告——生物实验报告——实验
报告格式——实验报告模板

2.当红细胞细胞膜两侧的溶液具有浓度差时，红细胞会不会
发生质壁分离现象?为什么?

3.画一个细胞在正常状态下到经过0.3g/ml蔗糖溶液处理，再
经过清水处理的细胞变化的一系列模式图。

生物实验报告单篇五

淀粉与微生物篇一：实验十分离产淀粉酶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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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分离产淀粉酶的微生物

一、实验目的

1、熟悉常用微生物培养基（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的配制方
法。

2、学习各种无菌操作技术，并用此技术进行为微生物稀释分
离、划线分离接种。

3、用平板划线法和稀释涂布平板发分离微生物。

4、认识为微生物存在的普遍性，体会无菌操作的重要性。

5、掌握分离产淀粉酶微生物的试验方法和步骤，了解产淀粉
酶的微生物种类及形态。

二、实验原理

1、简单单细胞挑取法

2、平板分离法和稀释涂布平板法

此次实验采取的是平板分离法和稀释涂布平板法结合，该方
法操作简单，普遍用于微生物的分离与纯化。其原理包括：

1)稀释后的细胞悬液图不在平板上可以分离得单个菌株

2)在适合于待分离微生物的生长条件（如营养、酸碱度、温
度与氧等）下培养微生物，或加入某种抑制剂造成只利于待
分离微生物的生长，而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长的环境，从而淘
汰一些不需要的微生物。

3)微生物在固体培养基上生长形成的单个菌落可以是由一个
细胞繁殖而成的集合体。因此可通过挑取单菌落而获得纯培



养。获得单菌落的方法可通过稀释涂布平板或平板划线等方
法完成。

以淀粉作为惟一碳源的培养基培养未分离细菌，能产淀粉酶
的细菌能生长，且菌落周围出现透明圈（淀粉不透明，被消
化后变透明），则产淀粉酶微生物被分离出来。本实验采用
透明圈检验法检测培养物中是否有产淀粉酶微生物的生长。

三、实验仪器及试剂

1、器材：

培养皿、载玻片、盖玻片、普通光学显微镜、量筒、滴管、
吸水纸、烧杯、三角瓶、酒精灯、玻璃棒、接种环、镊子、
恒温培养箱、高压蒸汽灭菌锅、、天平、滤纸、ph试纸等。

2、试剂：

配制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的原料（牛肉膏、nacl、琼脂、蛋白
胨）、淀粉、卢戈氏碘液、蒸馏水、250ml三角瓶中装90ml无
菌水加20粒玻璃珠，作稀释用等。

3、土样：

取自贵州大学农生楼后土壤10g，地下10cm左右。

四、实验步骤：

1、配制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蛋白胨1%……………………………………4g

nacl0.5%…………………………………..2g



琼脂2%……………………………………..8g

ph……………………………………7.0~7.2

（2）无菌水的制备

分别取9ml蒸馏水加入5支试管中，加塞后用报纸包扎捆绑，
放入高压蒸汽灭菌锅灭菌备用。取90ml蒸馏水加入250ml三
角瓶中，同样的操作，灭菌备用。

（3）器皿的准备

将刻度吸管用报纸包扎，培养皿装入专用灭菌杯分别放入高
温灭菌箱灭菌备用。

2）倒11个平板和7支试管斜面，包扎，0.1mp、121℃、灭
菌30min.

2、制备土壤稀释液：

称取土样10g，放入盛有250ml无菌水的带有玻璃珠的三角瓶
中，振荡摇匀10min使土和水充分混合，然后用移液枪从三
角瓶中吸取1ml（此操作要求无菌操作），加入另一盛有9ml
无菌水的试管中，混合均匀，以此类推分别制成制
成0.01、0.001、0.0001、0.00001、0.000001不同稀释度的
土壤溶液。

3、涂布培养：

0.00001、0.000001浓度的土壤稀释液作为涂布平板培养的对
象，将其分别涂布在3个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中，共6个培养
基，标号，37°c温箱培养48h。

4、选取目的菌株：



两天后对土壤溶液的微生物培养基进行观察，并取两个菌落
形态完全一致的分散的单个菌落，对其中一个喷洒卢戈氏碘
液，观察其菌落周围是否出现透明圈，如果出现透明圈说明
此菌株产淀粉酶，是目的菌株，记录细菌明显的性状。

生物实验报告单篇六

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流动

1、初步掌握高倍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2、观察高等植物的叶绿体在细胞质基质中的形态和分布

高等植物的叶绿体呈椭球状，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叶绿体
可以运动，改变椭球体的方向，这样既能接受较多的光照，
又不至于被强光灼伤。在强光下，叶绿体以其椭球体的侧面
朝向光源；在弱光下，叶绿体以其椭球体的正面朝向光源。
因此，在不同光照条件下采集的葫芦藓，其小叶内叶绿体椭
球体的形状不完全一样。活细胞中的细胞质处于不断的流动
状态，观察细胞质的流动，可以用细胞质基质中的叶绿体的
运动做为标志。

藓类的叶，新鲜的黑藻，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滴管，
镊子，刀片，培养皿，铅笔

1．制作藓类叶片的临时装片

2．用显微镜观察叶绿体

3．制作黑藻叶片临时装片

4．用显微镜观察细胞质流动

1．细胞质基质中的叶绿体是否静止不动，为什么？



2．叶绿体的形态和分布与叶绿体的功能有什么关系？

3．植物细胞的细胞质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这对于活细胞完
成生命活动有什么意义？

4．用铅笔画一个叶片细胞，标出叶绿体的大致流动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