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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农林院校基础生物学系列实验教材：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是根据高等农林院校教学目标
和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而成。
主要内容包括常用细胞生物学仪器使用与操作技术、细胞形态与结构的观察、细胞膜结构与物质跨膜
运输、细胞质基质与细胞内膜系统、叶绿体与线粒体的观察、染色体结构与观察、细胞骨架的观察、
细胞培养与分化、细胞衰老与凋亡的检测等，涉及细胞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使用单位可根
据自身教学条件和教学时间选做。
　　《高等农林院校基础生物学系列实验教材：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的生物、
农学、园艺、植保、动科、水养等专业本、专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
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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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方法与步骤】 1.试样及拍摄要求 （1）选用优良干净的标准载玻片和盖玻片，玻
片内无气泡、外无霉斑，表面无伤痕。
载玻片厚约1.5 mm，盖玻片厚约0.17 mm，树胶或尤派胶等封固剂调稀后滴加少许，形成一薄层即可。
 （2）标本片要清晰，厚薄适度。
如拍摄染色体的标本，应是处于有丝分裂中期的染色体，完好无损、平展逸散。
这样才有利于染色体的计数和组型分析。
 （3）染色片要干净，既无多余染料也无着色过浅，要着色鲜明适度，胶卷易感，拍摄效果好。
 （4）制片整个过程中要保持清洁无尘，无气泡。
 （5）使用高性能的聚光器和物镜（常用复消色差物镜）。
 （6）采用科勒（Ktjhler）照明法。
 （7）选择好的拍摄胶卷。
 （8）拍摄时应准确聚焦并选择合理的曝光时间。
 （9）冲印方法要正确。
 2.拍摄 显微摄影系列操作中的关键环节就是拍摄。
镜检时，如发现所要的影像，应立即拍照。
拍摄前，先对照相系统进行检查，采用科勒照明法，检查摄影物镜和目镜如何组合合理，滤色镜是否
加用，光路合轴、调准孔径光阑和视野光阑以及应用低速全色胶卷等。
然后再进行取景、聚焦和曝光拍摄。
 （1）取景和聚焦：通过侧视目镜取景器对准拍摄的物体影像范围，选取感兴趣的视野进行拍照。
①屈光度调节：由于观察者视力不同，对应的准确焦距也不同，因此，取景聚焦前，先要调节屈光度
，寻找适合观察者的焦距。
在显微摄影装置的目镜取景器近眼端安装着能左右转动的屈光度调节环，通过旋转调节变换透镜间距
，改变焦点距离。
调节环旋转范围为±5屈光度（1屈光度相当于眼镜的100度）。
经过调节，使500度以内的近（远）视眼的观察者能脱下眼镜取景调焦。
在取景器内还装有上刻双十字线的玻璃屏，当调到双十字线清晰可辨时即为合适焦距。
双十字线校准后，不要随意变动，否则焦距改变。
焦距依靠显微镜调焦旋钮来改变。
当十字线被看成双线时，聚焦的影像焦点能清晰地投射在焦平面上；若看到的十字线是单线，即使焦
距准确，其焦点也会落在暗箱的焦平面前后，获得的影像会模糊不清。
当左右眼调换或拍摄者改变时，屈光度需重新进行调节。
②取景：拍摄的对象、范围和大小决定如何取景。
在刻有双十字线的玻璃屏上，也刻着各种规格的长方形取景框。
底片最终拍摄下的范围，仅为圆形视野中长方形的部分。
例如，拍摄染色体时要拍全一个细胞的染色体，在最大放大倍数下使染色体与取景框相接。
被拍摄物体的影像中心须位于长方形取景框对角线的中心，并使两者长、短轴相对应。
需要90°调整时，转动摄影装置或载物台，让取景框横轴和影像轴平行，调换物镜和目镜调节影像大
小。
拍摄植物花粉母细胞显示减数分裂的同步性时，则要求拍摄的范围尽可能大，包含足够数量同步分裂
的花粉母细胞，以数量突出同步性。
③聚焦：焦距的调节通过旋转显微镜的粗调焦旋钮和微调焦旋钮，改变物镜前透镜与标本的距离，使
视野中物体影像焦点汇聚在暗箱的焦平面上。
焦平面要与载物台平行，否则，调焦后的影像不能垂直投射到胶卷上，影像会发生部分模糊。
制片标本可前、后、左、右移动，取景聚焦后，应避免任何颤动，立即按下快门按钮。
例如，拍摄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时，可对准两个染色单体间的空隙部分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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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各种分带的染色体，亦可对准带纹调焦。
同一细胞内各染色体分散，存在层次，往往不在同一水平面上，此时，应聚焦在中层染色体上。
力争物镜和目镜的焦点深度适中，以扩大清晰范围，也可通过降低物镜的数值孔径，来提高焦点深度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

编辑推荐

《高等农林院校基础生物学系列实验教材: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的生物、农学、
园艺、植保、动科、水养等专业本、专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师和
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高等农林院校基础生物学系列实验教材: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由青岛农业大学杨洪兵、潘延云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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