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微生物的染色实验报告 微生物实
验室安全管理自查报告(通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
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微生物的染色实验报告篇一

为加强医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医院
平安目标的实现，我院检验科根据****省《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对医院实验室安全管理
工作进行了自查，对涉及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的人员
进行了培训，提高他们生物安全的意识，掌握必要的生物安
全知识。

医院检验科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进行学习，并定期对有关生物安全各项规章制度的
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实验室所
从事的实验活动均严格遵守有关的国家标准和实验室技术规
范、操作规程，并指定专人监督检查实验室技术规范和操作
规程的落实情况。同时，对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定期召
开会议讨论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我院现不能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的`
检查，根据通知要求积极组织相关人员主要学习了：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菌(毒)种的管理严格登记制度，收到菌(毒)种后
立即进行编号登记，详细记录菌(毒)种的名称、来源、特性、
用途、批号、传代日期、数量。在菌(毒)种的管理，安全保
卫制度，安全保卫措施，保管过程中，传代、分发及使用，
均应及时登记，定期核对库存数量。菌(毒)种在进行销毁时，



灭菌指示标志，灭菌效果，同时做好销毁登记等内容。

在此次自检中，我院实验室对以前制订的处置意外事件的应
急指挥和处置体系，进一步进行了修订，使之能满足实际工
作的需要。

针对当发生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等)或设施出现故障时，
我们制定了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及其处理原则。

同时规范了菌(毒)种外溢在台面、地面和其他表面的的处理
原则、皮肤刺伤(破损)的处理原则、离心管发生破裂的处理
原则并建立了意外事故报告制度。

在实验室的显著位置张贴了实验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
消防、医院、公安、工程技术人员、水、电气维修部门电话。

组织检验人员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
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同时加强了实验室的准入制度的管理，
标明实验室类型、负责人及其联络方式。加强了个人安全防
护，并要求检验人员严格遵守标准的操作规程进行检验。

通过这次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自查，提高了全
体检验人员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实验室工作安全。

微生物的染色实验报告篇二

为进一步贯彻执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和《植物检疫条
例》，落实《xx省林业厅文件》xx检【20xx】第377号文件精神；
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管理水平和防治成效，结合我局
实际情况，森防站组织人员对全局各林场（所）的20xx年度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管理进行了自检自查，现将检查结果
汇报如下：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0‰，预测预报准确率分别为：93%，无
公害防治率100%，种苗产地检疫率100%，以上指标均达到
省“十二五”期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管理规定的指标标
准。

xx林业局20xx年防治作业总面积2819公顷，其中：有效防治
面积2626公顷，预防面积193公顷，通过检查验收，防治作业
质量均达到《规程》要求。

１、加强领导，提高全民森防护林意识，层层签订林业有害
生物目标管理责任状，使各项指标分解落实到人，开展多形
式、多途径、多层次的宣传活动。认真贯彻落实《森林病虫
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和《吉林省森林植物检疫
实施办法，》从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森防意识。

2、森防人员配备齐全，按要求配备专职森防测报员、兼职检
疫员、划分责任区，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及工作标准；严格
执行国家林业局颁布的《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管理办法》。
局森防站对上报数据进行了严格核查，从而提高了数据的准
确性、传递的时效性和结果的可靠性。

3、森防工作有保障措施，主管领导年初有安排、有布署，对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都能落到实处，并制
定了《xx林业局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管理办法》保证了林业有害
生物目标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总之，通过自查，使我们全面细致地掌握了全年森防工作，
进一步总结了经验，为完成我局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管理
指标奠定了基础。

微生物的染色实验报告篇三

实验室工作是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校实验
室工作，在上级部门及中心学校领导指导下，全体实验教师



的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了实验室各项预定的工作目标。自
评得分为95.5分，现将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为使实验室工作落到实处，学校成立了实验室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杨建华杨有国副组长：徐光成成员：陈中云及科学教
师，同时，分别制定了各自的职责，组长负责实验室建设工
作，副组长负责指导实验教学及实验室管理工作，成员负责
具体的实验教学及日常实验室管理工作。

去秋，我校在多方争取下，在上级支持下，建起了一座标准
化实验室，有64座，配套实施齐全，建设经费完全由公用经
费支出。实验室教学仪器配备齐全，其费用及易损易耗品德
补充费用均纳入公用经费支出范围。

1、实验室工作规范化

注意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注意做好危险药品的保管工作。注
意防火、防水、用电安全。保持经常性的清洁卫生，对公用
物品进行维护，坚持了勤俭办学的原则。

2、仪器管理有序化

实验室管理有序，每个柜都有反映内容的目录卡，帐物相符、
物卡相符、帐物卡相符。期末清点仪器设备数目，检查损坏
程度。

3、教学仪器维护、保养经常化

根据仪器不同的要求做好通风、防尘、防潮、防锈、防腐蚀
工作，生物标本采取防潮、防鼠、防蛀等措施，对损坏的仪
器及时维修，及时做好损坏维修记录，使实验仪器处于可用
状态。经常教育学生要积极实验，勤俭实验，保护仪器，尽
量不浪费；我们还教育学生规范实验操作程序，防止不必要
的损坏，杜绝实验事故。



我校现配有实验员一名，参加过实验员培训，专科毕业，能
力强，业务水平高。科学教师6名，实验教学能力强。为提高
实验室的使用率，期初订好科学教学实验计划，凡教学大纲
与教材规定做的演示与分组实验，我们都想办法给学生开出。
分组实验的材料有四个来源：

(1)、仪器室内分组实验盒，(2)、学生下发的实验耗材；(3)、
自制自购分组实验材料。(4)、发动学生平时注意收集各种废
旧物品。积极安排好实验所需用品、药品，提前根据教学进
度准备好，演示和分组实验努力开足开全。本学期实验开出
率达100%。实验教学做到规范化，每次演示与分组实验都预
先写好实验通知单，课堂上的演示、分组实验有仪器配备、
使用情况、过程等整体效果记录。同时教师填好实验情况记
载，学生填好实验报告单。实验完毕后的仪器进行全面的检
查后整理收放原处，以便下次使用，以保证仪器设备的充分
使用，体现管理为教学服务，为师生服务。

实验教学活动纳入学校教研活动中，经常组织科学教师外出
听课，学习好经验，不断使我校的`实验教学综合水平得到提
高和完善。

微生物的染色实验报告篇四

第一章 微生物概述

微生物常用的其他染色法及用途 染色方法 用途

与特殊结构表现不同染色性，拥有鉴别。这些方法适用于细
菌或真菌的荚膜、细

让复染剂染成红色的细菌称革兰阴性菌。用于帮助鉴别细菌，
选择有效的抗生素

原核细胞型微生物 古菌等 古菌域



细菌、蓝细菌、放线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可次 原核生物
界

体、螺旋体等 细菌域 真核细胞型微生物 单细胞藻类、原生
动物等 原核生物界

真菌（酵母菌、霉菌、覃菌等）真菌界

植物界 真核生物域

动物界

第二章 微生物的生理与代谢

不同培养基上细菌生长现象及意义

无鞭毛菌沿穿刺线生长 液体培养基 混浊生长 保存菌种

菌膜生长 增菌

沉淀生长

病原微生物的危害等级划分与标准

分类

标准

四类

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的微生物

三类

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但一般情况下对人、动物或者



环境不构成严重危害，传播风险

有限，实验室感染后很少引起严重疾病，并且具备有效治疗
和有预防措施的微生物

二类

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严重疾病，比较容易直接或者间接在
人与人、动物与人、动物与动物

间传播的微生物

一类

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非常严重疾病的微生物，以及我国尚
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微生

物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分级

分级

处理对象

一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对人体、动植物或环境危害较低，不具有对健康成人、动植
物致病的致病

（bsl—1）

因子

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对人体、动植物或环境具有中等危害或具有潜在危险的致病
因子，对健康成（bsl—2）

对人体、动植物或环境具有高度危害性，通过直接接触或气
溶胶使人传染上

（bsl—3）

严重甚至是致命疾病的致病因子。通常有预防措施和治疗措
施

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对人体、动植物或环境具有高度危害性，通过气溶胶途径传
播或传播途径不

（bsl—4）

主要区别点

干

热

湿

热 导热介质

空气

水或蒸汽

适用对象

金属、玻璃与其他畏湿耐高温不畏焦化



棉织品、水液等不畏湿耐高温物品

物品

作用温度

高（160~180℃）

低（60~134℃）作用时间

长（1~5小时）

短（3~60分钟）

常用的方法

干烤、烧灼、焚烧等

巴氏消毒法、煮沸法、流通蒸汽消毒法、间

歇灭菌法、高压蒸汽灭菌法等

微生物的染色实验报告篇五

为加强医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医院
平安目标的实现，我院检验科根据xxx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对医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
作进行了自查，对涉及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的人员进
行了培训，提高他们生物安全的意识，掌握必要的生物安全
知识。

医院检验科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进行学习，并定期对有关生物安全各项规章制度的
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实验室所



从事的实验活动均严格遵守有关的国家标准和实验室技术规
范、操作规程，并指定专人监督检查实验室技术规范和操作
规程的落实情况。同时，对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定期召
开会议讨论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我院现不能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的.`检查，根据通知要求积极组织相关人员主要学习了：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菌(毒)种的管理严格登记制度，收到菌(毒)
种后立即进行编号登记，详细记录菌(毒)种的名称、来源、
特性、用途、批号、传代日期、数量。在菌(毒)种的管理，
安全保卫制度，安全保卫措施，保管过程中，传代、分发及
使用，均应及时登记，定期核对库存数量。菌(毒)种在进行
销毁时，灭菌指示标志，灭菌效果，同时做好销毁登记等内
容。

在此次自检中，我院实验室对以前制订的处置意外事件的应
急指挥和处置体系，进一步进行了修订，使之能满足实际工
作的需要。

针对当发生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等)或设施出现故障时，
我们制定了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及其处理原则。

同时规范了菌(毒)种外溢在台面、地面和其他表面的的处理
原则、皮肤刺伤(破损)的处理原则、离心管发生破裂的处理
原则并建立了意外事故报告制度。

在实验室的显著位置张贴了实验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
消防、医院、公安、工程技术人员、水、电气维修部门电话。

组织检验人员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
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同时加强了实验室的准入制度的管理，
标明实验室类型、负责人及其联络方式。加强了个人安全防
护，并要求检验人员严格遵守标准的操作规程进行检验。



通过这次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自查，提高了全
体检验人员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实验室工作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