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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方法应用在微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探讨 
胡鹏程 

（鼎正新兴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  300383） 

摘要：分子生物技术是十分重要的检测技术，检测结果稳定可靠，对保证检测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微生物检测是食品检测的重
要内容，是控制食品源性疾病和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深入分析分子生物学方法在微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应用十分关键，
能够显著推动我国食品检验行业的发展，确保食品安全。本文详细介绍了传统微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局限性，并且介绍了分子生物学
方法应用的具体对策，确保在微生物检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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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普遍关注越

来越多，相关部门及相关机构不断加强食品安全检测工作。微生物
检测是食品安全检测的重要内容之一，应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准确
判断食物中微生物含量。分子生物技术可对食品安全检测中的微生
物特异检测。目前食品安全检测试验依然存在局限性，大多数食品
安全问题都是经过抽样试验才发现的，无法从根本上保证食品安
全。因此，要充分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深入分析，明确微生物
含量，提高食品质量与安全。 

1 传统微生物技术的局限性 
1.1 微生物多样性丢失 
传统微生物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微生物学的发展，使人们

正确认识微生物。但是随着对微生物的研究逐渐深入，传统微生物
技术的缺点逐渐凸显，很容易造成微生物多样性丢失，不适合现代
微生物基因组学的研究需要。人们对已有的可培养微生物的研究已
经比较深入，很难再发现类似青霉素的新型抗生素，而且大量具有
科研和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因为难以培养，也无法被人们利用和研
究。由于大多数微生物不能培养获得微生物细胞，微生物的多样性
会大大丧失，只能片面了解微生物的世界。 

1.2 不能正确反映微生态 
传统微生物技术在培养菌群时，因为人为改变原植物相的微生

物组成，必然会导致菌株富集或减毒，从而使研究结果出现较大偏
差，这种环境下的微生物学知识不可靠。培养基中有优势或含量较
高的细菌在微生物环境中培养或生长不足，忽略了这些细菌在微生
物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其他一些原本被认为在特定环境中具有优势
的细菌，结果表明这些细菌培养基能够产生大量的微生物，实际的
含量和作用被高估。另外，常规方法也很难获得区内特定菌株的数
量，不能帮助建立正确的微生物环境结构，影响了人们对特定环境
微生物的整体认识，增加了环境微生物基因组研究的难度。传统微
生物技术的应用仅限于对简单环境中的微生物研究，在土壤和活性
泥沙等复杂条件下无法有效地分析环境中的微生物，严重影响了菌
肥的使用和环境保护的研究。 

2 分子生物学方法简介 
为弥补以往研究方法的不足，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一系列最

先进的研究方法不断出现，可以避免常规微生物培养分离等复杂环
节。分子生物学采用 16 SrDNA、 PCR、 RAPD、 DGGE、 RFLP
等研究方法，在样品中直接提取全部 DNA，从而了解微生物 DNA
的种类和内容，从中筛选有用的基因。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最大优点
是无需筛选，直接从样品中提取全部 DNA，所得 DNA 能够准确地
反映样品中微生物的实际情况，避免了传统培养方法不能真实反映
微生物生态实际的缺点，也不会使样品中的微生物丢失，对微生物
多样性的研究是十分有益。即使在相同或不同的环境下，该方法也
能方便地、大量地获得不同微生物的同源基因。即比较的微生物基
因组学。此外，用全 DNA 直接构建的基因库包含许多迄今不能培
养的微生物基因，也从这些基因库中发现了新的抗生素、酶和有应
用价值的酶，研究已经证实了其它生物活性物质的巨大可能性。这
种研究方法不仅克服了传统微生物技术的不足，而且在实际研究中
也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成果。 

3 微生物检测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3.1 生物传感器检测技术 
利用生物传感器检测技术提高食品检测的整体质量，这种技术

可以检测食品中的微生物含量，通过传感器可以有效地检测食品中
微生物是否发生变化，还可以检测微生物的各种信息记录在食品
中，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微生物反应浓度，这种方法比
较复杂，在检验和检疫中使用较少，但在特殊食品的检验中更有效。 

3.2 核酸探针技术 
核酸探针技术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大肠杆菌的检

测，其准确度尤为高。但是现场测试存在许多问题。若成本高、准
备时间长，则是其推广应用的瓶颈。不过，这种方法看起来有很大
的优势和前景，尽管如此，还是有食品专家支持。在未来，研究人
员还将进一步开发和提高其适用性。 

3.3 生物芯片检测技术 
生物芯片检测技术也是保证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技术，具有很

强的适用性，可用于多种检测。这种检测技术能有效地检测病毒，
暴露出致命的病毒，所以生物学检测效果很好。它的检测技术也非
常简单和灵活。食品中更为常见的病毒是通过把生物探针和各种细
菌杂交来发现的。这种检测技术具有很好地应用前景。基因芯片技
术也是常用的微生物检测分子生物学技术。针对该技术进行了具体
分析，测试原理如下。用已知序列和已知序列的核酸探针组合杂交
确定核酸序列和已知序列的靶核苷酸探针将基板固定在表面。若荧
光标记核酸序列 TATGCAATCTAG 在基因芯片上与核酸探针相对
应的位置与核酸探针相匹配，目标核酸的序列就能被重新组合。第
一，基因芯片的制备。遗传芯片是一种重要的检测手段。当芯片不
能被引用时，测试值会大大降低，因此需要制作更标准的基因芯片。
第二，确定比较判断标准；这使得获得更精确的检验结果可参考性。
第三，进行特殊的检测和基因芯片的对比分析，对检测中的微生物
种类和数量作出具体的判断。就特殊技术应用而言，基因芯片技术
以其高效、快速、低成本等突出特点，应用于微生物检测中的有效
性十分重要。 

结语 
分子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人们认识生物体的深度有了显

著的增加，在具体生物体的评价方面也更加的全面。通过不断技术
创新与发展，将为食品安全提供非常科学、可靠、准确的依据，保
障全国人民的食品安全应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可以使所有的中国
国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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