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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医学实验教程是由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和人体寄生虫学5个专业的
教师联合编写，经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本综合性实验技能教材。
本教程的立意是在打破专业教研室和实验室的界限，组成综合性基础教学实验中心的前提下形成的，
顺应了实验教学体系改革不断深入的形势。
　　本教程吸取了国内外有关教材的精华，结合基础医学改革的实际，在保证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
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各学科最新技术和经典实验，尽可能将各专业实验内容融会贯通，有机
结合，建立了一些综合性的系统实验。
目的在于启发学生思维和创新意识，所以删除了专业间的重复，力求简明实用为宗旨，使其既适合各
专业、各层次的学生实验及教学需求，又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提供一些常用的实验方法。
具有内容丰富和使用面广的特点。
　　在篇章结构上，力求实验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本书分为细胞学技术、免疫检测技术、医学遗传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细菌分析技术、其他原核
微生物的微生物学检查、真菌学、病毒学、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技术等共10篇。
　　编写这部综合性实验教程是我们多年教学改革的愿望和新尝试，但由于时间仓促和编写能力有限
，书中难免有不妥与疏漏之处，恳请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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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各门医学基础课程的实验课不仅是基础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且也是一个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搞好实验教学是保证与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基础医学实验教程》根据三年制医学专科的教学计划及各门医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实验内
容，由多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编写而成。
该实验教程包括实验总则及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人体生理学、医学生物化学、医学免疫学
与微生物学、医学寄生虫学、药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医学遗传学等10门医学基础课程的基本
实验内容，同时还附上了部分实验用试剂、染色液的配制、标本的制作及仪器的使用等。
该实验教程适合三年制的临床医学、全科医学、妇幼卫生、护理学、医学影像学等专科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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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乙醚麻醉法是用棉花蘸些乙醚，覆盖在兔的鼻孔上，使其麻醉致死。
注意麻醉的时间不宜过短，但要因家兔体重增加而适当增加，以免解剖时家兔苏醒。
另外为了防止乙醚挥发影响人体健康，在麻醉时，应在通风条件好的环境中进行，最好选用一只大小
适中的烧杯，套在家兔的口鼻处。
　　（4）解剖　　①将处死的家兔腹面朝上放于解剖板上，并用寸带将四肢固定。
用湿布将腹中线处的毛向两侧展开，再用镊子将腹后部皮肤拉起，用剪刀剪一横口，并从横口处沿腹
中线向前剪开皮肤，直到下颌，接着以腹中线为中心分别向前后肢基部横剪，然后左手持解剖镊将皮
肤提起，右手持解剖刀，以刀口向皮肤纵切，使皮肤和肌肉分离，最后用图钉将皮肤固定于解剖板上
。
　　②用解剖剪沿腹中线从后向前剪开腹壁，至胸骨时，沿胸廓后缘向两侧横剪以暴露腹腔，然后用
镊子提起胸骨的剑突，剪开膈肌，以骨剪沿胸骨两侧剪断肋骨，提起胸骨，并小心分离与胸腔相连的
结缔组织，最后将胸骨前端横向剪断，取下胸廓，暴露胸腔。
注意在剪最前面的两对肋骨时，切勿剪断血管，以免影响观察。
　　（5）给药家兔的给药方式主要有口服、肌肉注射、皮下注射、皮内注射、腹腔注射和耳缘静脉
注射等。
　　附录c细胞生物学绘图方法和注意事项　　绘图是细胞生物学实验报告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所记
录的是普通光学显微镜下所观察到的标本形态。
细胞生物学绘图的基本要求如下：　　（1）自备黑色绘图铅笔、橡皮、格尺、削笔刀及绘图纸。
　　（2）绘图必须真实、明了，按标本绘制，不得抄袭。
这就需要在绘图前对标本进行仔细观察并正确理解。
　　（3）绘图时，要用左眼注视目镜，右眼看图纸绘图。
　　（4）要将每幅图的大小、位置及各部比例分配适宜，然后用铅笔轻轻描出轮廓，经修正后再正
式绘图。
　　（5）要用粗线表示范围，用密集小圆点表示浓暗，用疏点表示淡或明。
　　（6）要轮廓清楚，线条光滑，不得涂颜色和阴影，浓淡衬托要适宜，点线不重复。
　　（7）要在每幅图的下方用铅笔写出该图名称，并在该图的右侧引出等长的平行线，注明各部名
称（不得已时可在左侧注字）。
　　（8）铅笔应经常保持尖锐，最好用稍硬号的笔，纸面应力求整洁。
　　（9）每次实验结束，将图送交老师审阅并记入平时成绩。
　　附录D无菌操作技术及注意事项　　1．玻璃器皿的消毒和清洁　　（1）新购玻璃器皿的处理新
购玻璃器皿应用热肥皂水洗刷，流水冲洗，再用1％～2％盐酸溶液浸泡，以除去游离碱，再用水冲洗
。
对容量较大的器皿如试剂瓶、烧瓶或量具等，经清水洗净后应注入浓盐酸少许，慢慢转动，使盐酸布
满容器内壁数分钟后倾出盐酸，再用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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