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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水生动物减少，藻类水华频发。水体微

生物对健康产生很大影响，但人们往往忽略微生物对人们的影响，我们以细

菌为例把微生物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此次研究。从而观察微生物的数量或者活

动是否对人们的生活有较大的影响及判断对人们的健康是否有危害。

二、 人员及分工

林逸凡：总结、实验过程整理。

于昊圆：材料收集 。

霍子涵：数据分析。

三、研究目标

因此，本课题拟对南京市的三种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水体环境（城市

湖泊、城市河流、小区池塘）中的细菌含量进行测定，并与洁净的自然水体

（千岛湖）中细菌数量进行比较，比较不同水体的健康风险大小，引起社会

对水体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四、研究方法

实地考察，具体实验，查阅资料，调查询问。

五、研究过程

1、采样：

采样地点分别选择：典型城市湖泊——南京玄武

湖船坞附近； 典型城市河流—

—南京秦淮河分支——珍珠河；典型小区池

塘——南京地湖所所内池塘；典型洁净水体——

千岛湖水源地附近。



盖玻片、载玻片先用 75%酒精浸泡，用纸擦净，铺于纸上。

将垫膜平铺于滤斗中央，先用酒精

棉擦拭，再用少量无菌水润湿垫膜，抽

滤以排出水，保证垫膜中央不能有气

泡。

在垫膜上轻轻盖上黑膜，黑膜光面

朝上，搭好抽滤装置。

在 20mL 小圆瓶中染色，避光加入 10

μL DAPI(10μg/mL)和 250μL 1×SCB，

振荡 2min，避光染色 10min。染色结束后

样品加到抽滤瓶中抽滤。

抽滤完成后将黑膜用镊子取下置于

载玻片上，不能有气泡。在膜中心第一

滴浸镜油，盖上盖玻片，用镊子尾端从

左往右压片，将油全部压去。写上标签。

镜检。打开电脑和显微镜开关，物镜

100×，滤光片调至 3，在盖玻片上低一滴

浸镜油，往外拉光源至合适位置。先粗调

显微镜至物镜刚好接触到浸镜油，然后微

调，直至看到蓝色亮斑即可。每一个点数 20 个视野。

关机，整理仪器。计算每个样品中细菌的数量。

六、研究成果



打开电脑和显微镜开关，物镜 100×，滤光片调至 3，在盖玻片上低一滴

浸镜油，往外拉光源至合适位置。先粗调显微镜至物镜刚好接触到浸镜油，

然后微调，直至看到蓝色亮斑即可。每一个点数 20 个视野。

关机，整理仪器。计算每个样品中细菌的数量。

玄武湖 珍珠河 池塘



DO

(溶氧）

6.43 3.62 1.84

TDS

（总溶解固体）

159.90 63.80 223.60

pH 8.51 8.46 8.13

1、健康风险评估：首先，每种水体都具有很高的细菌数量，都存在一定的健康

风险。具体来看，池塘的潜在风险最大，玄武湖其次，珍珠河最小。

七、成果汇报与答辩

我们在南京中科院分院中对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并由中科院的

专家进行指点，其他同学也对我们的报告进行了提问，其他组的报告也都异彩纷

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精彩的科学世界，我们小组是第三个进行汇报。报告结束

后专家问了几个问题

1、为什么采用 DO、TDS以及 pH来作为水质标准？

答：DO、TDS以及 pH是检测水质的重要标准，分别从含氧量、总溶解固体和

酸碱度来对水体环境进行一个总的检测。

2、为什么不采用平板培养计数？

答：平板计数法是目前国家标准所使用的方法，但是由于其需要细菌在培养基上

进行生长和增殖，所以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能满足出现急性污染事件时的评估要

求。其次，由于环境中可培养的细菌不到细菌总量的百分之一，甚至有些偏洁净

的水体根本无法进行评估，因此其所得数据真实性和稳定性较差。

八、专家评价

专家表示：在我们的实验中，实验步骤、结果以及最后报告论述都符合

真正的科学研究的要求，但是我们所制作的报告文件却是排版不当，所以我们的

报告不能够得到满分，但是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也是很不错了。



最后，我们组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赢得了这次的答辩会。

九、收获与反思

1、我们此次研究只是对细菌数量的研究并做出评价，而细菌的种类是否也

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无从得知，但是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了解到了细菌在不

同水体中的数量是大不相同的，这不仅跟形成原因有关，而且也与人类活动有着

密切的关系。

2、实验中说明了采用荧光计数法的好处，思考该方法的局限性和进一步改

善的思路

3、 实验中所得哪一种水体中的健康风险最高，思考其原因并提出改善的

方法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