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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30年代德国青年科学家茹斯卡（Ernst Ruska）等创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以来，电
子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技术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如今已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农业、林业、医学
、生物学等各个行业，在形态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人类现代科学研究及应用
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工具。
也正因为如此，茹斯卡终于在1986年他84岁高龄时获得了诺贝尔奖。
　　电子显微镜从创建之初就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后来的很多年应用于农业、林业、生物学、医学等
多个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获得了多项诺贝尔奖），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在微观世界
中的探索研究。
前些年，由于免疫组化、分子遗传学等诸多新技术大量应用于生命科学研究及应用领域，曾几何时几
乎要完全取代电子显微镜的作用，但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免疫组化、分子生物
学技术的局限性，而且随着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进步，如今又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到了电子显微镜
不可替代的作用，电子显微镜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电镜在我国生命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基本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在这一技术已得到了广泛应用
。
多年来已有大量研究论文在国内发表，也出版出多本专著，但相对而言，电镜技术——尤其在生命科
学领域内电镜应用技术的专著较为缺乏。
南京林业大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设了《电镜技术》这门课程，并编写了《生物电镜技术》专著作
为教材，一直深受学校师生的欢迎。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满足深人开展超微结构研究和教育的需求，该校电镜室同志戮力同心，根据他们自
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又重新编写了《实用电镜技术》一书。
该书不仅系统地归纳总结了目前常用的各种电镜技术，还对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电镜新技术也做了详尽
的介绍。
书中不仅有精练的文字阐述，还附有珍贵精美的电镜图片和光盘，因此，本书不仅是一本颇具示范性
的教材，也是一本实用的电镜技术工具书，是目前国内同类专业书中特色十分鲜明的一本专著，必将
对我国电镜技术教学及实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以此文，权当对全体作者的衷心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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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电子显微镜，主要介绍电镜的基本概念、类型、工作原理和结构；
第二部分为电子显微技术，主要介绍电镜样品的制样原理和常规方法等；第三部分为电子显微技术的
应用，重点介绍先进的实验技术在生命科学和材料学上的应用；第四部分为电镜课件，具体介绍植物
、纤维、花粉等方面的电子显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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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七章 电镜技术在生物大分子研究上的应用　　第一节 电镜生物大分子技术研究概况　　生
物大分子（Biomacromolecule）是生物体内重要的活性成分，以碳链为骨架，由简单的组成结构聚合而
成，结构复杂，相对分子质量较大，可达上万或更多（往往比一般的无机盐类大百倍或千倍以上）。
这种大分子具有重要的生物功能，在生命体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如供给维持生命
所需要的能量与物质、传递遗传信息、控制胚胎分化等，其功能主要取决于它们的三维结构、运动及
相互作用。
生物大分子主要包括蛋白质、核酸、糖、脂类以及它们相互结合的产物，如糖蛋白、脂蛋白、核蛋白
等。
　　人类对生物大分子的研究经历了近2个世纪的漫长历史。
20世纪末之前，对生物大分子的研究主要是物质的提取、性质、化学组成和初步的结构分析等。
随着X射线衍射技术和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展和科研设备的不断完善，生物大分子的形态及空间形态
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电镜负染技术最先应用于研究大分子。
A.Klug在蛋白质和病毒的电镜研究中，得出过许多杰出的科研成果，因此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奖。
当时，A.Klug和他的助手们采用负染技术研究生物大分子时发现：①染色剂颗粒性影响到分辨率；②
只获得外表形貌；③由于负染色样较厚，无法使用高分辨率的相位反差成像机制。
因此，制备电镜样品时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①不染色；②采用低剂量电子束技术，减少电子束的辐
射损伤；③用理化特性与水相近但不会在真空中挥发的物质（如葡萄糖、单宁酸等）取代生物样品中
的水分，避免了在电镜的高真空下，含水的生物样品会因水分挥发而使结构严重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当样品足够薄时（〈200 nm）时，就可以使用高分辨率的相位反差成像机制了，从而
获得高分辨率。
但由于生物大分子主要由碳、氢、氧、氮等轻元素组成，不染色则图像反差很弱，而采用的低剂量电
子束技术，使获得的图像统计噪音远大于图像信号，图像极差，无法辨别图内结构，单个生物大分子
像仍无法获得。
到了70年代，科学家在三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生物电子晶体学理论，利用电子与晶体的相互作
用来研究二维的高度有序的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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