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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护理学专业的迅速发展，全日制护理学专业教材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教材体系
日益完善，品种迅速增多，质量逐渐提高。
然而，针对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专业，能够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方便学生自学的
教材，可供选择的并不多。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为了进一步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护理
学专业教材的质量，更好地把握21世纪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以中国医科
大学为主，聘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沈阳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本套教材，由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本套教材编排新颖，版式紧凑，层次清晰，结构合理。
每章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学，告知学生本章需要掌握的内容和重点难点，以方便教师教学
和学生有目的地学习相关内容；第二部分是具体教学内容，力求体现科学性、适用性和易读性的特点
；第三部分是复习题，便于学生课后复习，其中选择题和判断题的参考答案附于书后。
　　本套教材的使用对象主要为护理学专业的高起本、高起专和专升本三个层次的学生。
其中，对高起本和专升本层次的学习要求相同，对高起专层次的学习要求在每章导学部分予以说明。
本套教材中的一些基础课程也适用于其他相关医学专业。
　　除了教材外，我们还将通过中国医科大学网络教育平台提供与教材配套的教学大纲、网络课件、
电子教案、教学资源、网上练习、模拟测试等，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多种资源，建造一个立体化的学
习环境。
　　为了很好地完成本套教材的编写任务，我们成立了教材编写委员会。
编写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中国医科大学校长赵群教授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中国医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常
务副院长陈金宝教授担任。
编写委员会下设教材编写办公室，由刘强和刘伟韬同志负责各分册协调和部分编务工作等。
教材部分绘图工作由齐亚力同志完成。
　　由于时间仓促，任务繁重，在教材编写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恳请广大教师、学生和读者惠予指
正，使本套教材更臻完善，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更符合现代成人高等教育要求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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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其他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组织学与胚胎学》不同，本教材针对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的特点，最
大限度地缩汇了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的教材及辅助资料。
例如，每一章开头是导学部分，介绍此章节的主要讲授内容、讲授重点和对本科及专科生的要求；在
正文之后又附上多种题型的复习题及部分答案。
正文内容力求简洁，重点突出、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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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组织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一）光镜组织标本的制备方法　　制备显微镜下微细结构清
晰可辨的组织切片是组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固定、切片、染色等步骤。
　　1.固定新鲜组织块经过一定的化学试剂处理，组织内的蛋白质迅速凝固或沉淀，从而防止酶引起
的细胞自溶和细菌引起的组织腐败，保持组织的原有结构和化学组成，这一处理过程称为固定。
固定用的化学物质称为固定剂，常用的有甲醛、戊二醛、乙醇、丙酮、四氧化锇等，常将几种固定剂
配制成混合固定液，使它们的作用互补，减弱组织的收缩或膨胀，取得更好的固定效果。
一般将组织块浸泡在固定液中，或经血管或心脏灌注固定液，使固定更加迅速、均匀，效果更好。
　　2.切片　　组织块必须切成薄片才有利于光线通透，从而便于显微镜观察。
常用的组织切片为石蜡切片。
首先，用乙醇和二甲苯将固定后的组织块脱水并透明，再用熔化的石蜡浸透、包埋，制成有一定硬度
的组织蜡块，然后用石蜡切片机将其切成5～10um厚的组织切片，贴于载玻片上。
在制作较大组织块（如眼球、脑、睾丸等）的切片时，常用火棉胶包埋。
也可使组织块快速冷冻变硬，用恒冷箱切片机制成冰冻切片，以保存酶的活性和脂类物质。
而振动切片可防止石蜡切片的高温处理变形和冰冻切片的冰晶形成，常用于神经组织。
此外，常将血液、体液、培养细胞等直接涂于玻片上制成涂片；将疏松结缔组织或肠系膜等撕成薄片
，铺在载玻片上制成铺片；将骨和牙等硬组织磨为薄片，称磨片。
　　3.染色采用天然或人工合成的染料使组织切片上不同的微细结构染成不同的颜色，便于光镜下观
察，称为染色。
组织学中最常用的染色方法是苏木精（hematoxylin）和伊红（eosin）染色，简称H-E染色法。
其中，苏木精是碱性染料，使细胞核和细胞质中的核糖体等酸性物质染成蓝紫色，伊红是酸性染料，
使细胞质和细胞外基质中的碱性蛋白成分染成粉红色。
与碱性染料亲和力强、易被染色的组织特性称嗜碱性；与酸性染料亲和力强、易被染色的特性称嗜酸
性；若与两种染料的亲和力都不强，则称中性。
染色后的切片经脱水、透明，用树胶和盖玻片封固，即可在光镜下观察，并长期保存。
另外，某些结构成分如肥大细胞的胞质颗粒，当用碱性染料甲苯胺蓝染色时，不是呈现染料的蓝色，
而是呈紫红色，这种染色特性称为异染性。
其原理可能是该染料在单体状态时呈蓝色，而当与含大量阴离子的物质耦合后聚合成多聚体，后者呈
紫红色。
当用硝酸银染色时，有些组织结构可直接使银离子还原为银颗粒而呈黑色，称为亲银性，有些组织结
构需加入还原剂才能显色，称为嗜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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