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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自1992年出版以来，我校及一些兄弟院校一直用作研究生教材，深受学生和同行的好评。
尽管其间曾经重印，但早已售罄，同行求购询问不断，因此我们三年前列出计划，修订再版此书。
　　植物显微技术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验生物学课程。
随着生物学的发展及学科交叉与渗透，植物显微技术不仅是经典植物科学研究的必备技术，而且已成
为现代植物功能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植物与微生物分子互作等研究的重要技术。
因此，在修订过程中，需要补充增加新内容。
为了探索积累经验，近年来在学校研究生处的支持下，我们对该课程的教学体系、教学条件、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等做了相应的调整、充实和改革，以全面提高教学效果，帮助学生在理解实验原理的基
础上熟练掌握关键技术，培养学生独立操作及分析问题能力。
这些尝试和实践为修订再版这本教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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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显微技术》是据编者近30年的教学、科研积累及实验技能整理而成。
主要介绍了植物显微技术中广泛应用和实用的内容与方法，包括：植物制片技术（石蜡切片、半薄切
片、冰冻切片、超薄切片、冰冻超薄切片、扫描电镜样品制备、木材切片）、原位杂交、原位PCR、
植物组织化学、GUS及荧光检测方法、细胞组织分离制片、整体透明技术、胚囊酶法分离技术、整体
制片技术，显微镜的结构、原理、使用和保养，显微测量，专用显微技术（荧光显微术、相差显微术
、偏光显微术、微分干涉显微术、暗视野显微术），以及摄影装置和显微摄影技术（微距摄影、体视
显微镜摄影、显微摄影）。
全书图文并茂，既论述了实验方法与原理，又突出了实验技术要点，并附有详尽相关实验指导，便于
教学安排及自学查阅。
　　《植物显微技术》可作为农林院校植物生产类研究生、本科生各专业的基本教材，亦可供综合性
大学、师范院校生物系师生及农林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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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植物制片的目的和方法概述　　制片技术是植物显微技术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从事植物生物技术、植物细胞学、结构植物学、植物生殖生物学、植物发育生物学等研究的必要
技术基础。
在植物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形态发生、作物遗传育种、分子鉴定、作物与病原菌互作、资源植物（
含药用植物）的鉴定和利用、林木材性鉴定等多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都需要应用植物制片技术
。
由于各种植物器官的性质有差异以及研究目的不同，就需要不同的制片方法。
制片技术在生物科学领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已成为生物学工作者常用的一门实验技术。
近年来随着功能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需要揭示基因在植物体的表达部位及在特定
发育时期的作用，这就需要植物显微技术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结合。
本章根据常用的植物制片基本原理及教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介绍。
　　第一节　植物制片的目的、类型和方法　　植物制片的目的：因为植物体较大且不透明，不能直
接在显微镜下观察。
要研究植物体的内部结构，一定要经过特殊的处理，使材料减少厚度及体积，使光线透过样品才能进
行显微观察。
处理后的材料要求小而薄、完整、透明、保持原结构，又具有颜色容易辨认。
要达到上述要求，就需要采取不同的制片方法。
　　植物制片技术很多，其中有些是不同技术的组合，如石蜡切片与化学或者生化技术结合形成组织
化学技术、与免疫技术结合形成免疫组织化学技术、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结合形成原位杂交技术、与计
算机技术结合形成组织结构的三维重建技术等。
因此，植物制片技术是生物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不论制片技术如何发展，对于初学者来说，熟练掌握制片的基本技术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
，为学习其他实验技术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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