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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医学人体显微形态学实验教材，分为四篇。
第一篇介绍了显微镜等形态学常用仪器的基本结构、原理、特点和使用，以及常用制片、染色等实验
方法。
第二篇为经典验证性实验，包括细胞生物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病理学和医学遗传学的经典实验。
第三篇为综合性形态学研究方法以及病理学和遗传学的病案分析讨论。
第四篇为创新性实验，介绍了一些创新研究的思路和实验方法平台，以引导学生开展创新性实验。
　　本书供医学各专业层次的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组织学、胚胎学、病理学等实验课程选择使
用，也可作为医学研究生、进修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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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维伟，女，教授，硕士生导师。
1977年1月毕业于重庆医学院医疗系，1989年获医学硕士学位。
现任重庆医科大学组胚教研室主任，重庆市解剖学会常务理事，四川解剖学杂编委。
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30年，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先后3次获得重庆医科大学教学优秀奖，以及重庆医
科大学优秀教材奖和师资培养优秀奖。
主持教研室的教学工作十几年，教研室被评为重庆市重点建设课程和精品课程。
开展胚胎组织发生与细胞分化研究多年，主持四川省科委、重庆市教委等科研课题6项，主研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课题3项；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11名；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主编和参编教材、专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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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常用仪器及基本实验方法　第1章　显微镜的结构和使用　　第一节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结
构和使用　　第二节　荧光显微镜的结构和使用　　第三节　倒置相差显微镜的结构和使用　　第四
节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第五节　电子显微镜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第六节
　数码显微互动教学系统的使用与数码显微摄像　第2章　基本实验方法　　第一节　病理大体标本
的取材　　第二节　组织切片制作与HE 染色　　第三节　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技术　　第四节　免
疫组织化学技术　　第五节　原位杂交技术及其应用　　第六节　组织细胞培养技术　　第七节　显
微测量与显微切割　　第八节　常用电镜技术及标本的制备第二篇　经典验证性实验　第1章　细胞
生物学　　第一节　细胞形态结构与几种细胞器的光镜观察　　第二节　细胞骨架的光学显微镜观察
　　第三节　线粒体和液泡系的活体染色　　第四节　正常细胞超微结构及主要超微结构病变　　第
五节　细胞分裂　　第六节　细胞膜通透性的观察　　第七节　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实验　　第八节　
鸡血细胞的体外融合　第2章　组织学与胚胎学　　第一节　上皮组织　　第二节　固有结缔组织　
　第三节　软骨、骨组织与骨发生　　第四节　血液与血细胞发生　　第五节　肌组织　　第六节　
神经组织　　第七节　神经系统的组织结构　　第八节　皮肤的组织结构　　第九节　循环系统的组
织结构　　第十节　内分泌系统的组织结构　　第十一节　免疫系统的组织结构　　第十二节　消化
道的组织结构　　第十三节　消化腺的组织结构　　第十四节　呼吸系统的组织结构　　第十五节　
泌尿系统的组织结构　　第十六节　男性生殖系统的组织结构　　第十七节　女性生殖系统的组织结
构　　第十八节　眼与耳的组织结构　　第十九节　人胚胎的早期发生　　第二十节　胎膜与胎盘　
　第二十一节　颜面的发生　　第二十二节　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发生　　第二十三节　心血管系
统的发生　　第二十四节　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发生　　第二十五节　神经系统与眼、耳的发生　
第3章　病理学　第4章　医学遗传学第三篇　综合性实验　第1章　形态学定量分析　第2章　动物实
验　第3章　疾病分析与诊断第四篇　创新性实验　第1章　生殖与胚胎发生　第2章　组织损伤与修复
　第3章　肿瘤细胞生物学行为与干预　第4章　基因与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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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常用仪器及基本实验方法　　第1章　显微镜的结构和使用　　第二节　荧光显微镜的
　　结构和使用　　【实验原理】　　荧光显微镜的原理是利用一个高效发光光源，经过滤色系统发
出一定波长的光作为激发光、激发检测样品内的荧光物质发射出各种不同颜色的荧光后，再通过物镜
和目镜进行放大观察。
荧光显微镜主要用于细胞结构、功能及化学成分等的研究。
　　荧光显微镜由普通光学显微镜加上一些附件（如荧光光源、荧光镜组件）组成。
荧光光源一般采用超高压汞灯，该灯可发出各种波长的光，因每种荧光物质都有一个产生最强荧光的
激发光波长，所以需加用激发滤片（一般有紫外、紫色、蓝色和绿色激发滤片），仅使一定波长的激
发光经物镜照射到标本上。
当观察样本中的荧光物质被激发光照射后，在极短时间内发射出较照射波长更长的荧光（可见光）。
荧光具有专一性，一般都比激发光弱，为能观察到专一的荧光，需在物镜后面加阻断滤片。
阻断滤片的作用有二：一是吸收和阻挡激发光进入目镜、以免干扰荧光和损伤眼睛，二是选择并让特
异的荧光透过，以显示出专一的荧光色彩。
激发滤片和阻断滤光片必须选择配合使用。
　　通过反射荧光装置使激发光经物镜向下落射到标本表面，样品所产生的荧光以及由物镜表面、盖
玻片表面反射的激发光同时进入物镜，返回到双色束分离器，使激发光和荧光分开，残余激发光再被
阻断滤片吸收。
换用不同的激发滤片／双色束分离器／阻断滤片的组合插块，就可满足不同荧光反应产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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