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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王金发教授主持编写的《细胞生物学》配套实验教材，是在2004年出版的《细胞生物学实验教
程》基础上重新修订的。
全书包括12章共71个实验，内容既保留了目前在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中经常用到的经典实验，又新增
了不少与现代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相关的新技术，包括：线粒体膜电位检测，抗性膜和胆固醇去
除，细胞电泳技术，DNA、RNA和蛋白质的原位杂交，差异基因表达，酵母中cDNA的表达，细胞凋
亡检测，果蝇胚胎的共聚焦显微技术等。

本书可供综合性大学及农林、医学、师范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细胞生物学实验课教学使用，也可作为
从事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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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光学显微镜技术显微镜是在人们认识到凸透镜放大作用的基础上发明的。
据历史记载，12世纪阿拉伯人阿尔海琴（Anlagen）已会磨制透镜。
1604年荷兰眼镜商詹森（Janssen）创造了第一台放大率不超过10倍的复式显微镜。
半个多世纪后，英国物理学家胡克创制了第一架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显微镜，首次观察了木栓的显微
图像，他发现并命名了细胞（cell）。
真正观察到活细胞的是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他用自制的显微镜观察到了池塘水中的原生动物，还有
人和哺乳类动物的精子、细菌等。
可以说没有显微镜的发明就没有细胞的发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显微镜的种类越来越多，性能更加完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不仅可
以用来观察细胞形态和内部结构，而且还可以通过与其他技术的结合，进行细胞化学成分的定位、定
性、定量，以及物质代谢、细胞生理、免疫和遗传等功能方面的研究，是细胞生物学研究中用途最广
的仪器之一，没有它也就无法打开生物界的微观大门。
因此了解各种普通光学显微镜及其结构原理和操作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本章将介绍常用的普通光学显微镜和特殊显微镜的结构、原理、应用以及显微摄影技术。
实验1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实验目的】（1）熟悉普通光学显微镜的主要结构和基
本性能。
（2）掌握低倍镜、高倍镜和油镜的正确使用方法。
（3）初步了解光学显微镜的维护方法。
【实验原理】普通光学显微镜（microscope）是最常用的一种光学显微镜。
它利用光线照明，标本中各点依其光吸收（光的振幅发生变化）的不同而在明亮的背景中成像。
它由物镜、目镜、聚光器、光源、载物台和支架等部件组成。
其中，聚光镜用于调节显微镜的照明，物镜和目镜是放大微小物体成像的主要部件。
其基本成像原理是：目镜、物镜、聚光器各自相当于一个凸透镜，被检标本置于聚光器与物镜之间，
物镜可使标本在物镜的上方形成一个倒立的放大实像（倒像）。
目镜将此倒像进一步放大成像于人眼的视网膜上，形成一个正立的实像（正像）。
显微镜中放大的倒立的虚像与视网膜上正立的实像是相吻合的，该虚像看起来好像在离眼睛250mm处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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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第2版)》：国家精品课程配套立体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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