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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全国中医药院校研究生和7年制学生学习组织学实验技术而编写的专用教材。
本教材是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以及山东、广西、湖北、福建、辽宁等全国9所中医药大学参加编写，参
加教材编写的均为上述中医药院校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组织学实验技术是医学和生命科学重要的研究手段，伴随着科技进步，新的技术和方法层出不穷
。
从浩瀚的组织学技术中选出实用的部分，作为中医药院校7年制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在
有限的学时内能掌握组织学技术的基本方法，为从事科研工作和撰写科研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是编
写本教材的目的。
　　根据中医药院校开设本课程课时相对较少的特点，本教材遵循的编写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简明、实用，并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先进性体现在选入本教材的技术和方法能代表当前本领域内较先进的水平；实用性指选入本教材的技
术和方法必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本书除对每一种技术方法的实验原理进行简要的叙述外，主要指导学生怎样进行实验操作、如何判断
实验结果，并指出实验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其中不乏编者多年科研工作中的实践经验。
附录中介绍了一些常用试剂和缓冲液的配制、专用名词的中英文对照；彩图部分为各种实验结果的显
微镜图像，可供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参考。
　　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提高学生独立操作的实践能力，掌握组织学实验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操
作，并应用于研究课题之中。
在实际工作中能灵活运用所学技能，触类旁通，拓宽思路而不至于拘泥不化，以达到提高科研能力和
启发创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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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组织学实验技术（供研究生和7年制各专业用）》涵盖了组织形态学领域内经典的组织学切片
技术和近年来新发展的、有较高实用价值的新技术。
其主要内容包括组织学的制片过程及常用特殊染色方法，核酸、糖、脂类和酶的组织化学方法，免疫
组织化学和荧光组织化学技术，核酸分子原位杂交技术，细胞培养技术，电镜技术，激光共聚焦显微
镜技术和显微图像分析技术等；并对各种技术方法的实验原理、具体操作及应用价值等作了较为全面
的介绍，并附有各种实验结果的彩色显微图片以供参考。
《组织学实验技术》实用性、可操作性强，可作为中医类研究生和7年制学生的教材，也可供科研人
员、临床病理医务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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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固定和固定液　　（一）固定的目的和意义　　制作标本的关键在于取材后尽可能接近活体
的正常状态。
机体死亡或组织离开机体后，细胞会逐渐死亡，如果不立即处理，则细胞内的酶（水解酶）会使蛋白
质分解为氨基酸渗出细胞，使细胞溶解破坏，结构消失，因此不利于形态学的观察。
在无冷藏条件的情况下，更可因其病原微生物的迅速繁殖而腐败。
为防止组织成分的自溶、消失，必须使其转变为不溶性的物质以便于保存，因此需要对组织立即进行
固定。
所谓固定，即借助化学试剂使组织和细胞中的有机和无机成分凝固或沉淀，停止发生死后组织变化，
尽量保持其活体状态的过程。
用于固定组织的化学试剂称为固定剂，由固定剂配制的溶液称为固定液。
　　固定可防止细胞发生自溶或组织变化，使细胞内的蛋白质、脂肪、糖、酶等各种成分转变成不溶
性物质；固定除了可保持组织和细胞与正常生活时的形态相似，还可使组织中的各种物质沉淀和凝固
起来而产生不同的折射率，造成光学上的差异，有利于组织着色和染色后的鉴别与观察；固定过的组
织还有利于切片的进行，因为固定液兼有硬化作用，可使组织硬化，增加组织硬度，因此便于组织切
片；固定还可防止细胞过度收缩或膨胀而失去其原有的形态结构；有的固定液还具有媒染作用，如重
铬酸钾、铬酸等，媒染可使细胞易于着色。
及时和适当的固定对于准备用于做免疫组织化学或原位杂交的标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使组织细胞的
抗原性、DNA、RNA等不被破坏。
　　（二）固定的方法　　根据需要进行固定的组织的大小、性质等的不同，应选用不同的固定方法
，常用的固定方法有：　　1.浸泡固定法将切取的小块材料，直接投入固定液中固定。
此种方法取的组织块不宜过大过厚，否则固定液不能迅速渗透，特别是某些致密组织的中央部分，待
固定液完全渗透，其中央部分的细胞可能已经变性，影响固定的效果。
　　2.注射、灌注固定法　　某些组织块由于体积过大或固定液极难流入内部或需要对整个脏器或整
个动物进行固定，就可采用注射或灌注固定法。
固定时将固定液直接注入动物的血管，经血管分支到达整个组织或全身，从而使之得以充分的固定。
　　3.蒸汽固定法一些比较细小而薄的标本，可用锇酸或甲醛蒸汽固定。
此法主要用于血液或细胞涂片、印片以及某些薄膜组织的固定。
　　（三）固定剂的性质　　固定剂的种类很多，有的是还原剂，有的是氧化剂，它们对组织的固定
作用各有优缺点，但无论是哪种固定剂，都以具备下列性质者为佳：　　（1）具备较强的渗透力，
能较迅速地渗入组织内部，使组织保持与活体时相似的状态。
对组织各部分的渗透力相等，使组织内外完全固定，便于保存。
　　（2）尽可能避免使组织过度膨胀或收缩而变形，不至于因固定引起人为的改变。
　　（3）能迅速使细胞或组织中的成分（糖、蛋白质等）凝固成不溶性的物质而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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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教材遵循的编写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简明、实用，并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本书除对每一种技术方法的实验原理进行简要的叙述外，主要指导学生怎样进行实验操作、如何判断
实验结果，并指出实验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附录中介绍了一些常用试剂和缓冲液的配制、专用名词的中英文对照；彩图部分为各种实验结果的显
微镜图像，可供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参考。
　　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提高学生独立操作的实践能力，掌握组织学实验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操
作，并应用于研究课题之中。
在实际工作中能灵活运用所学技能，触类旁通，拓宽思路而不至于拘泥不化，以达到提高科研能力和
启发创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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