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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细胞与组织的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验生物学课程。
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以及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植物细胞与组织的研究不仅是经典植物学研究的必备
技术，而且已成为现代遗传学、现代园艺学、分子生物学、植物与微生物分子互作等研究的重要技术
。
为了探索积累经验，近年来在学校生命科学学院和研究生处的支持下，我们对该课程的教学体系、教
学条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做了相应的调整、补充和改革，以全面提高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帮助
学生在理解实验原理的基础上熟练掌握关键技术，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由于形成新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不少师生都向研究生处反映，希望编写一本既全面而又实用的研
究工具书。
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们聘请了在该领域研究上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撰写了这本研究生教材。
　　《植物细胞与组织的研究方法》在内容上既反映了显微技术的较新成就，又注重切合当前教学实
际需要。
书中第一篇介绍植物细胞与组织研究特别是植物制片的基本原理，从制片原理、制片过程、染色原理
、染色过程等全方位进行详细的阐明。
第二篇介绍常用的植物制片技术，既包括传统的切片技术（如石蜡切片、徒手切片、半薄切片等）、
非切片技术（涂压制片、整体制片、透明制片、离析制片等），同时又介绍了植物显微化学相关原理
、技术［如细胞壁成分显示与测定、蛋白质显示与测定、脂类显示与测定、核酸（DNA）显示与测定
、糖类染色与测定等］。
本书还简要介绍了部分现代植物生理学、遗传学等相关领域的部分研究技术，如细胞器（叶绿体、线
粒体、液泡）分离、染色、观察技术、DNA显色分析技术等。
　　对于显微观察、摄影方面，本书着重介绍常用的正置显微镜、倒置显微镜、体视显微镜、荧光显
微镜等显微镜的基础原理、镜体结构、使用操作等。
介绍图像捕获原理及显微拍摄软件的使用、显微图像的基本处理、数据测定。
　　《植物细胞与组织的研究方法》内容丰富，汇集了经典植物细胞学、细胞生物学及植物细胞工程
中多种常用的研究方法，可供农林院校的相关专业研究生和科学工作者参考。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批评。
　　编者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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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细胞与组织研究方法是生物类、大农学类的大学生、研究生的一门重要课程，也是一门重要
的实验技术。
本书根据编者多年的教学、科研积累以及实验技能整理而成。
主要介绍植物细胞与组织研究中广泛应用和实用的内容和方法，包括植物制片技术（如石蜡切片、半
薄切片、木材切片、徒手切片、印痕技术、离析技术、涂压技术等）、植物组织与细胞化学、各种显
微技术（如正置显微技术、倒置显微技术、荧光显微技术、体视显微技术、显微操作技术等）、图像
采集、图像处理、全书图文并茂，既系统地介绍了当今植物细胞与组织的研究方法，又突出了实验技
术要点。

　　本书可作为农林院校植物生产类本科生、研究生各专业的参考书，亦可供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
学生物类师生参考。

　　读者对象:
本书可作为农林院校植物生产类本科生、研究生各专业的参考书，亦可供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生
物类师生参考。

　　一级分类:教材
　　二级分类:十五规划教材
　　三级分类:十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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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对于植物的研究发展至今，己从对于植物整体、根、茎、叶、花、果实等宏观形态、器官的
观察、研究，经过植物的组织、细胞水平的研究，发展至现代分子水平的研究。
对于组织、细胞及更深入的结构层次，绝大部分自然状态的植物材料并不能够直接用于研究操作、进
一步的微观研究。
要对植物微观结构进行研究（器官解剖观察、花芽分化、授粉受精、贮藏营养规则、染色体观察等）
，就必须将原先体积大、透明性差的植物材料进行特殊的处理，使其体积变小、厚度变薄、透光性增
强而能够有可能用于显微观察。
在进行显微观察时，如何区分生活或死亡的组织与细胞的不同显微结构（如细胞壁、细胞膜、细胞核
、细胞质、各类细胞器、染色体）、同一显微结构的不同组成成分（纤维素、果胶、蛋白质、糖类等
）以及如何对某一具体的结构、成分进行特定观察，则需要对样品材料进行不同的染色处理，使各结
构、成分吸附特定染料或发生化学反应而呈现不同颜色，进行区分。
　　植物制片就是要将较大的、不透明的、难于进行显微观察的植物材料进行各种特定处理，使其成
为可以在显微境下观察的、小而薄、完整透明、可明显区分不同结构和成分而又保持原先结构、状态
的实验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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