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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方法◇

3M纸片法和平板倾注法在水质检验中的结果比较

蔡 特，杨溢君，高慧卉
( 大连市西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大连116011)

摘要：目的 比较3Mpet ri f i l m纸片法(简称3M纸片法)和平皿计数法之间的差异程度。评价3Mpet ri f i l m纸片法在

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价值，达到快速准确检验的目的。方法采用平皿计数法[ 1]和3Mpet ri f i l m纸片法分别对生活饮

用水、二次加压水、井水进行检测。结果 通过224份不同水质的检验结果发现2种方法的检验数据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3M纸片法结果准确、方便快捷，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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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的菌落总数是水体在营养琼脂上有

氧条件下37℃培养48 h后所得1 mL水体所含菌落

总数。它对评价水体污染程度有重要意义。国标方
法检测生活饮用水菌落总数是采用平皿计数法。本

实验采用3M纸片法与平皿计数法进行对比，确认

3M纸片法的可靠性，准确性能否用于实际工作中。

1资料与方法

1．1 材料 营养琼脂为青岛高科园海博生物有限公

司生产(批号20090707)。一次性无菌培养皿为青岛
金典生化器材有限公司生产。3Mpet ri f i m纸片3M

公司生产(批号20100219)；菌株为大肠杆菌(北京陆
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2样品来源本次试验样品来自于辖区市政末梢

水86份，二次加压水123份，自备井水15份。

1．3方法

1．3．1 混合试验茵液f21 取大肠杆菌半固体保存菌
苔接种5 mL营养肉汤或葡萄糖营养肉汤中，37℃，

培养18～24 h后，各取1 mL培养液置无菌试管中，

在微型振荡器振荡l～3 mi n，充分混匀。调整菌液浓
度为3× 105 cf u／mL后用倍比稀释法稀释至10～
5 ct u／mL分别接种于3M纸片和平皿中，( 36土1)℃

培养24 h。两种方法对比结果见表1。
表1 3M纸片法与平皿计数法准确度实验结果( ct 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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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平皿计数法 以无菌操作方法用灭菌吸管吸
取1 mL充分混匀的水样注入无菌平皿中，倾注约
15 mL已融化并冷却到45℃左右的营养琼脂培养
基，并立即旋摇平皿，使水样与培养基充分混匀并做
平行，同时另用一个平皿只倾注营养琼脂培养基作为
空白对照，培养48 h后观察结果。

1．3．3 3M纸片法 以无菌操作法用灭菌吸管吸取
1 mL充分混匀的水样滴到纸片中央区域，然后使上
层膜直接落下，避免产生气泡，然后将压板凹面朝下
放置在上层膜中央处，轻轻压下，使样液均匀覆盖于
圆形培养基上。拿起压板静置1 mi n以上放入培养
箱，培养48 h后观察结果。

分别对城市末梢水86份，二次加压水123份，自
备井水15份进行3M纸片法和平皿计数法接种，得
出每种被测样品菌落总数的平均值(表2)。
表2 3M纸片法与平皿计数法应用对比结果

3讨论

菌落总数是监测水质是否被污染，饮后对人体
健康是否有危害的重要卫生指标，也是生活饮用水
卫生的必检项目。目前平皿计数法比较规范、正确，
但工作量大、操作繁琐、结果报告不够精确，不能满足

卫生监督工作的需要。本次使用3M纸片法，操作
简便、结果精确，省去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尤其在

现场环境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也可使用，可大大提高工
作效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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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纸片法检测水质中的细菌菌落总数，准确度
高、特异性强，因为在纸片上菌落为红色小点，易于和
水中不溶颗粒、杂质区分，有助于辨别，这是平皿计数
法不具有的。

3M纸片法检测水质中的菌落总数，由表1结果
可看出其方法准确度高、特异性强。表2结果显示两
法结果无差异，适用于日常卫生监测工作，完全可以

取代平皿计数法在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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