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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5月，我收到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邀请，主编医学实验技术系列教材之一《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技
术》，并要求以常用的、成熟的以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医学实验技术为主，着重阐述实验技术的用
途（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和步骤等，突出实验技术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综观教材类丛书，有关医学实验技术系列教材甚少，更无《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技术》教材。
我深知这是一项属于开创性的系列教材丛书，编写难度大。
其原因在于医学科学的领域非常广阔，新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而医学不同学科之间互相交叉渗
透，除了一些经典的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技术外，属于组织学与胚胎学的实验技术难以与其他学科相
区分。
然而，在我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中，确实感到研究生实验技术教材的缺少。
有时为了组织一堂教学课，需要从不同的参考书中获得教学参考内容，提供给学生。
开设一门研究生实验课，参考书多达几十本，导致教师备课非常辛苦，学生学习负担重，但涉及具体
的研究工作，实用性差。
有些新技术则更无参考资料可觅。
鉴于上述原因，编写一本研究生的实验技术类教材、医学科研人员的实验参考书，以解决他们在学习
和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为此，我们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
学、第三军医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河北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的教授们进行讨论，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拟订编写大纲。
在内容的编排上，既有经典的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技术，又有代表当今科学发展水平的形态学新技术
；既注重阐述实验技术的原理，又突出在研究工作中的实际应用。
由于参加编写的人员，都是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因此本书实验指导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非常强，研究
人员可遵循本书的实验方法和步骤，完成实验工作。
同时，必要的试剂和溶液的配制方法也可从书的附录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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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医学实验技术系列之一。
本书以常用、成熟的以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医学实验技术为主，着重阐述实验技术的用途、实验范
围、实验原理、试剂配置、实验方法和步骤、如何优化、问题与策略等，突出实验技术的可操作性和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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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影响脱水的因素1.标本的种类和大小组织结构疏松或较薄的标本，如早期胚胎、小鼠小
肠（剖开），脱水时间相对短一些；结构致密的标本，如肝、大脑，则要长一些。
在保证组织结构完整的情况下，标本力求小而薄（2～3mm：），有利于脱水剂的渗透，否则有可能
因脱水时间过长或不足而造成标本内外脆性不一致，此情况主要发生在100％乙醇脱水阶段。
2.脱水剂的选择乙醇是最常用的脱水剂，但对某些韧性或硬度较高的标本，如皮肤、复合型关节（附
带肌组织和韧带），最好选用正丁醇或叔丁醇脱水以降低硬度或脆性，从而保障标本脱水质量，另外
需要注意其脱水时间较乙醇脱水时间要延长很多。
3.脱水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指温度、容积率及标本振荡与否。
37℃条件下标本脱水时间比室温脱水时间要短许多。
温度可促进脱水剂渗透速度，但100％乙醇的脱水进度不易掌握，37℃和脱水时间过长，更易使标本脆
性增大。
因此，提倡37℃、低浓度乙醇的逐级脱水和室温、100％乙醇脱水相结合方式，以降低对标本硬化和脆
性的影响。
另外，容积率以及标本的振荡也对脱水程度有影响，尤其是标本数量较多或标本较大较厚的情况。
二、透明利用有些有机试剂既能与脱水剂混合，又能与石蜡液相融合的特性来置换标本内脱水剂，并
为浸蜡做准备的过程，此时标本呈“透明”状，故称为透明。
使用的有机试剂称为透明剂。
透明的目的是便于石蜡的浸人。
由于乙醇不能与石蜡相混合，利用透明剂与乙醇、石蜡能相融合的特性，置换乙醇而导入石蜡，将脱
水与浸蜡过程很好地连接起来，透明剂充当着“桥梁”的作用。
作为透明剂的有机溶剂，大多数都是不溶于水的。
常用的透明剂有二甲苯（xylene）、氯仿、正丁醇和叔丁醇等。
1.二甲苯是石蜡切片制作中最常用的透明剂，为无色透明的液体，易挥发，易溶于乙醇和石蜡。
二甲苯不溶于水，遇水则呈乳浊液状态，因其内形成大量微小水珠所致。
二甲苯透明能力很强，作用快，但易使标本收缩、变硬变脆，因此，标本透明时间不能过长。
常规大小的标本透明时间为2～3小时。
2.氯仿是无色透明的液体，极易挥发，易吸收水分。
对标本的渗透力弱而柔和，标本不易收缩和变脆，透明时间可长达24小时。
氯仿多用于胚胎标本或较大标本的透明。
3.正丁醇和叔丁醇既有脱水作用，又有透明作用，但两者的作用均柔和而缓慢。
常规标本透明时间可长达6～24小时，多用于皮肤或复合型标本。
透明后标本的浸蜡时间也加长，因为正丁醇和叔丁醇被石蜡置换的速度也很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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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技术》：高等学校创新教材·医学实验技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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