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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验课是基础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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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是
学习后继课程和进行科研工作的基础，同时又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重要手段。
这本实验指导主要是依据综合大学植物学教学大纲编写的，但它所包含的内容超过了规定的实验课学
时，这是为了有的实验可以有选择地进行。
此外有些实验用的材料具有地区性，例如小麦为常用的实验材料，是北方地区的作物，如果南方院校
做实验时，可用水稻代替。
为了培养学生自己动手独立工作的能力，在前几个实验中，将操作方法、程序以及观察时应注意的事
项介绍比较详细，后面的实验就写得比较简略；在内容安排上尽量由浅入深；为了便于选择，每一实
验各有其独立性。
本书末有附录，分别介绍简单的显微化学试验和所用染料及试剂的配制方法，徒手切片法，绘图方法
以及实验室规则等。
此外还附有显微镜一般故障的排除和保养维修的方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学实验指导>>

内容概要

　　本书是配合高信曾主编的《植物学（形态、解剖部分）》一书的实验教材，是根据50后代以来北
京大学植物学实验课教材和教学经验编写而成。
全书有50个实验，内容较多，但各具独立性，各校可根据具体条件酌情选用。
为培养学生自己动手独立工作的能力，尽量选用活材料与永久制片相配合的方式，学生依指导即可动
手操作。
全书约12万字，附插图101幅。
书未有附录，介绍简单的显微化学试验和所用染料及试剂的配制方法，徒手切片方法，绘图方法，显
微镜一般故障的排除和保养维修方法，以及实验室规则等。
　　本书可用作综合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师范专科学校和教师进修学院生物系及农、林院校的植物
学实验教材，也可供中学生物学和植物学教师教学参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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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细胞排列紧密没有细胞间隙。
选择最清晰的部分移到视野中央，然后换高倍物镜对细胞的内部结构进行仔细观察。
使用高倍物镜时应掌握好两项操作：一是细聚焦器的使用，一般细聚焦器只限于在高倍物镜下使用。
使用细聚焦器不仅是把焦距调好，而且可以利用不同的“光切面”建立细胞的立体结构概念。
撕下的表皮（或其它制片）虽然很薄，但总有一定的厚度，利用细聚焦器可以使厚度上不同部位分别
成象。
通过不同部位的象，建立立体结构的概念；二是光圈的调节，使用光学显微镜时，进入物镜中的光线
强度要适当，过强或过弱都会影响成象的清晰度。
这一点在使用高倍物镜时更为显著。
做好上述各项准备工作以后，对洋葱鳞片表皮细胞进行观察，注意下列结构：细胞壁在细胞的最外层
，撕下的表皮层如果细胞完整，则每一细胞为一长而扁的盒子（很象我们用的铅笔盒）。
一般至少有六个面，亦即有六个方向的细胞壁。
但由于细胞壁是透明无色的，上、下两层壁看不出，只能看到一长方形轮廓。
如果把细胞壁染上颜色，则上、下两层壁可以显出。
现在所看到的细胞壁，都是两相邻细胞所共有的，也就是由三层所组成，两层初生壁和中间的中层（
胞间层）。
在高倍物镜下可以看到细胞壁的厚度并不均匀，有时还可以看到壁上的初生纹孔场。
液泡细胞壁以内为原生质体，在已成熟的表皮细胞中，可以看到细胞中体积最大的是液泡，它将细胞
质、细胞核等挤到外围与细胞壁紧紧地贴在一起。
液泡中的细胞液为溶解各种物质的水溶液，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出什么结构。
细胞核在不染色的生活细胞中，细胞核为折光性强的卵圆形或圆形球体。
在低倍物镜下就能看到。
由于细胞核沉没在细胞质中，因而在成熟细胞中，它总是位于细胞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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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植物学实验指导(形态解剖部分)》是高信曾编写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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