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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出版后，以其高质量、低价格的优势，赢得了
市场的普遍好评。
为方便学生的学习及实验课程的教学，教材编委会编写了与规划教材配套的教学用书——《组织学与
胚胎学实验教程》，作为教材的有益补充。
    配套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教程》由来自全国20所高等中医药院校、高等医药院校的教学第一
线的专家、教授编写完成。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教学模式和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学内容不断更新。
在组织学与胚胎学的实验教学中，实验课及显微镜下的观察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可巩
固和验证理论课知识，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科学严谨的作风和工作态度
。
    配套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教程》的编写特色如下：    1.与教材同步  紧扣教学大纲，与规划教
材的内容密切配合，编写顺序与规划教材一致，进一步突出形态学教学的特点。
    2.彩图形象逼真重点描述正常人体组织器官在显微镜下的形态结构、人体胚胎的发生发育过程及常
见畸形的形成，并同步配有大量实拍彩图(组织切片、胚胎模型、正常胚胎标本、畸形儿标本)，真实
形象，色彩逼真。
    3.内容充实，层次分明  每章节均包含：实验目的、实验内容、思考题三部分。
便于学生同步实习和复习，掌握知识点。
    4.简捷实用  编写内容密切配合实验教学，不求“大而全”，只求简捷实用。
    本配套教材可供高等中医药院校、高等医药院校的学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人员、成人教育学生及
其他相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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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最初几次观察时，可按生物学中规定的方法操作。
待较熟练后，可按以下方法操作：用左眼观察目镜内的视野，缓缓转动粗调节器，使镜筒缓缓下降，
至所观察的图像清晰为止。
　　4.高倍镜观察　　（1）在转换高倍镜观察前，应先将低倍镜下所观察的部分移至视野正中。
　　（2）在转换高倍镜时应缓慢细心。
大多数显微镜可在低倍镜观察图像清晰基础上直接换成高倍镜，不需上升镜筒。
但有些显微镜的高倍镜规格较长，则不能直接转换，应按以下方法操作：将镜筒升高后换高倍镜，用
肉眼从显微镜侧面观察，将镜简下降至镜头距标本约2～3mm的位置。
　　（3）缓慢前、后转动细调节器，至图像清晰为止。
多数显微镜转换高倍镜后，仅稍稍调节细调节器就能得到清楚的图像。
注意在用高倍镜观察时，不可用粗调节器调节，否则极易损坏镜头和标本。
　　（4）如视野不甚明亮，可再略上升聚光器或调整光栅。
　　（5）如反复调节细调节器仍得不到清楚的图像，此时应检查标本的盖玻片一面是否向上（如标
本的盖玻片一面向下，则不能在高倍镜下观察清楚）。
　　（6）观察完毕时，务必先将高倍镜转换成低倍镜或升高镜筒之后，方可取下标本，否则同样易
损坏镜头和标本。
　　（二）显微镜观察方法及维护　　1.显微镜观察方法单筒镜用左眼观察，左手操纵粗细调节器调
整焦距，右手控制推进尺、绘图或记录，右眼配合右手。
双筒镜观察时应同时睁开双眼，记录时左手操纵调节焦距，右手控制推进尺、绘图或记录，左眼观察
右侧目镜，右眼配合右手。
　　2.显微镜维护　　（1）搬动显微镜时，须一手持镜臂，另一手托镜座，切勿单手提镜，前后摆动
，以致目镜或反光镜脱落坠地，造成损坏。
　　（2）显微镜须经常保持清洁。
金属部分可用绸布擦净。
镜头不洁时，只能用擦镜纸（向教师领用），不可用其他物品代替，更不可用手指抹擦。
　　（3）细调节器不能代替粗调节器使用。
　　（4）观察液体标本时，载物台不可倾斜。
　　（5）显微镜使用后，须将物镜及时转离载物台中央的圆孑L，将镜筒降至最低位置，并将显微镜
放回原处或在原处盖好防尘套。
　　（6）若带电源灯光装置，则需关闭电源。
　　（7）显微镜属精密仪器，其所有部件均不得拆卸或互相调换。
若发生故障应及时报告教师，不能自行拆卸或修理。
　　（三）组织学石蜡切片标本制备　　石蜡切片标本制备的主要步骤如下：　　1.取材取材是指从
机体获取所观察的器官、组织及细胞的过程。
取材的直径应小于0.5 cm为宜，过大不利于固定。
由于细胞本身所含的酶和细菌的作用，致使细胞和组织在离体或机体死亡后，可迅速发生自溶和解体
。
因此，取材后须尽快将其进行固定，以保存组织细胞内原有的结构和成分。
　　2.固定常用固定方法是用化学凝固剂，使组织和细胞的结构凝固沉淀而定形。
常用的固定剂有甲醛、乙醇等。
现有的任何化学固定剂并不能使细胞内所有的成分和结构均保持生活时原状。
常用的固定剂主要是使蛋白质固定，而细胞内其他成分大多不能保存。
由于固定及其他原因，组织细胞出现某些并非原有的结构，称人工假象。
　　3.脱水固定后的组织块仍含水分，故不能直接包埋。
因而在包埋前须经乙醇脱水，常采用梯度脱水方法，即用50％的乙醇逐步过渡到100％的乙醇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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