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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学是生物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实验课则是植物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与
课堂讲授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相结合，也是学习后继课程和进行科研工作的基础，同时又是训练学
生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重要手段。
　　本书依据高等师范院校植物学教学大纲，在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除教学大纲规定的实验内容外，还作了必要的补充和扩展。
为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书中介绍了植物学的基本实验技术与方法，每个实验都让学生自己动手
操作，并结合固定切片对比观察。
教学的最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一宗旨，本实验教程在内容的编排
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性实验，主要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第二部分
为综合性实验，主要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第三部分为研究性实验，或称之为探索性实验、设计性
实验，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做毕业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书内容包括植物形态解剖学部分和系统分类学部分，共设33个实验，每个实验3学时，有个别实
验内容较多，教师可根据情况加以选择。
　　本书突破了传统的只是验证、巩固和描述教材内容的实验模式，努力贯彻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
指导思想，重视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科学探索的综合实践能力，在各院校应用过程中得
到好评。
本书的特点是：基础性实验部分易于学生独立操作、观察、分析，实验材料可选取性强；综合性实验
通过学生自己设计实验问题和实验方案，融会贯通各章节的段落知识，使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资料的
能力得到培养；探索性实验启迪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探索激情和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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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学实验教程（第2版）》为高等师范院校新世纪教材——《植物学》配套教科书，依据高
等师范院校植物学教学大纲，在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内容包括植物形态解剖学部分和系统分类学部分，共设33个实验。
书中介绍了显微镜的结构和使用、测量技术、细胞结构、种子植物形态结构、孢子植物主要类群的形
态结构、种子植物主要科、属的特征和植物标本制作等，以及植物学基本实验技术与方法，还附有常
用植物学实验仪器和常用实验试剂的配制方法。
　　《植物学实验教程（第2版）》可供高等师范院校生命科学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农、林、医
药院校教师和学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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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物镜是显微镜中对成像质量优劣起决定性作用的光学元件。
常用的有能对两种颜色的光线校正色差的消色差物镜；质量更高的还有能对三种色光校正色差的复消
色差物镜；能保证物镜的整个像面为平面，以提高视场边缘成像质量的平像场物镜。
高倍物镜中多采用浸液物镜，即在物镜的下表面和标本片的上表面之间填充折射率为1.5左右的液体，
它能显著地提高显微观察的分辨率。
　　目镜是位于人眼附近实现第二级放大的镜头，放大倍率通常为5～20倍。
按照所能看到的视场大小，目镜可分为视场较小的普通目镜，和视场较大的大视场目镜（或称广角目
镜）两类。
　　载物台和物镜两者必须能沿物镜光轴方向作相对运动以实现调焦，获得清晰的图像。
用高倍物镜工作时，允许的调焦范围往往在微米水平，所以显微镜必须具备极为精密的微动调焦机构
。
　　显微镜放大倍率的极限即有效放大倍率，显微镜的分辨率是指能被显微镜清晰区分的两个物点的
最小间距。
分辨率和放大倍率是两个不同的但又互有联系的概念。
　　当选用的物镜数值孔径不够大，即分辨率不够高时，显微镜不能分清物体的微细结构，这时即使
过度地增大放大倍率，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个轮廓虽大但细节不清的图像，称为无效放大倍率。
反之如果分辨率已满足要求而放大倍率不足，则显微镜虽已具备分辨的能力，但因图像太小仍然不能
被人眼清晰看见。
所以为了充分发挥显微镜的分辨能力，应使数值孔径与显微镜总放大倍率合理匹配。
　　聚光照明系统是对显微镜成像性能有较大影响，但又是易于被使用者忽视的环节。
它的功能是提供亮度足够且均匀的物面照明。
聚光镜发来的光束应能保证充满物镜孔径角，否则就不能充分利用物镜所能达到的最高分辨率。
因此，在聚光镜中设有类似照相物镜的，可以调节开孔大小的可变孔径光阑，用来调节照明光束孔径
，以与物镜孔径角匹配。
　　改变照明方式，可以获得亮背景上的暗物点（称亮视场照明）或暗背景上的亮物点（称暗视场照
明）等不同的观察方式，以便在不同情况下更好地发现和观察微细结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学实验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