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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学显微技术（biological microtechnique）是从16世纪末以后，随着显微镜的发明和化学染料工业的
发达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直接导致了细胞生物学、动植物胚胎学、微生物学的产生和发展，若没
有显微镜的出现，就无所谓显微技术。
显微技术简单理解，就是在显微镜所能观察的范围内进行的一切实验操作和其产生的原理知识及方法
技术。
显微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超显微技术，也称电子显微镜技术或纳米技术，顾名思义就是指在电子显
微镜所能观测的尺度内所进行的实验方法技术。
目前生物学显微技术主要包括显微观察、显微切片、显微照相、显微组织化学、显微操作、微室培养
等，并由基本的实验观察技术发展出显微操作技术，如显微打孔、显微切割、细胞融合、核移植、细
胞器移植，等等。
生物学已是一个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一个想进入生物学领域的人，不了解生物学一些最基本的实验技
术方法，是不可想象的。
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一下使人的视力极限（O.1 mm）提高到了O.2um；利用显微操作器，人们几乎
可以随意地握持微小的细胞和组织块进行切割、打孔和外科手术；显微分光光度计可以检测单个细胞
中化学成分及数量；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不仅能三维立体重建成像，与计算机结合进行Z、Y、X三轴CT
扫描，还能实现光切片，把1um厚的生物显微切片材料进一步光切片至1／20um、1／200um，甚至单
层分子级；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应用更是省去了许多繁杂的实验步骤，可直接观察含水鲜活的生物
材料。
当今生物学中所运用的各种新仪器、新方法真可谓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新技术还在不断涌现，想要
跟上形势、跟上发展，必须重视实验技能的学习和掌握。
这本生物科学显微技术读本的推出，是生物科学入门级实验技能实训教材，学生若能认真完成该书中
的实验内容、操作训练，一定会大大提高自己的实验动手能力和增强实验兴趣。
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方法和技术，无疑为日后的深入应用和科研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全书分为生物显微技术发展史、显微镜及其附属设备、显微切片技术、显微荧光染色技术、显微操作
技术和显微记录方法六部分及附录延展，与以往同类书籍相比较，增添了显微技术发展史、显微操作
术、数码成像和显微技术相关网站链接等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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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生命科学专业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的实际出发，结合目前国内高等院校(特
别是地方普通院校)的客观条件，为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意识及动手能力，从而强调生物显微技术的教
学和实验训练而编写的。
本书从生物显微技术的发展史、显微技术的基本设备使用、显微切片技术、显微荧光染色技术、显微
操作技术、显微摄录像技术六方面较为全面地讲述了现代生物显微技术的基本内容，与以往教材相比
较，本书增添了显微操作术、数码成像等新内容。
经过作者教学实验证明，本书是一本比较符合普通高校目前客观条件和学生实际需要的生物显微技术
读本，可作生物学实验室手册或工具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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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可见17世纪中期时，制作显微镜所观察的材料方法仅仅只是原始的徒手操作，一直到了18世纪
后期才逐渐发展出了用机械手段进行切片，其产生演进的过程比较模糊，只有一些零碎的记载，
如1770年著名的木材解剖学家John Hill（1716-1775）在他的经典著作《木材的构造》一书中提到的，
由他首次发明制作的一种圆筒式切片机。
据他叙述，可以把木材片切薄至12.7／zm。
他在书中还叙述了将木材进行离析，来作为一种研究纤维的方法，这一方法在1812年经过Moldenhawer
改进，发展成为至今还在一直沿用的木材离析的标准方法。
Hill逝世的那一年（即1775年），Custance发明了另一种卧式切片机，并用这一自己设计的切片机，制
作出在当时最为优良的木材切片出售。
他的木材切片曾风行30年，其切片的精致水平在他死后50年都未有人能够超过。
生前，他严格保密他的机械，死后才被人发现。
原来，他的切片机是用一又长又大的切片刀平放在切片台上，用手推动可以斜向地切割木本材料。
材料是放在切片台下的椭圆形深坑里，由一系列螺旋杆控制，固定上升切片。
可以认为他的卧式切片机就是当今滑动切片机的最早雏形。
1787年Adams设计出一种比Hill圆筒式切片机和Custance卧式切片机更易操纵，切片更好的切片机，并
把它作为一种商品在18世纪末期大量出售。
1830年前后，Pritchard又制造了一种切片机，这可能是继Hill、Custance和Adams切片机之后的第4种著
名的切片机。
上述四种切片机是比较早期的著名例子。
其实从19世纪初期以后，切片机的制造就有了许多种，在此不一一赘述。
至于切片机（microtome）这一通用名称，于1839年法国的Chevalier的著作中首先提到。
切片机的首创问题，还有很多争论。
而“显微镜切片学”这一名词，是在1885年出版的李氏《显微切片学家手册》（Lee，TheMicrotomist's
Vade——mecum，1885）问世后，才正式被肯定下来，该书也是国际上被公认的现代显微技术的最早
、最著名的典籍（从1885年出版以来，到1950年已经过11次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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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科学显微技术》是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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