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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验教学是医学教育中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高等医学教育存在着自身的特殊性，涉及的课程和学科门类多，实践教学比重大，加之教学内容更新
快，使得教材必须不断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改进。
《21世纪高等医药院校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系列规划教材》是由宁夏医科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与山西医科大学共同编写的基础医学实验指导丛书。
本套教材是以教育部倡导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医学教育全局，培养符合现代医学模式和适应我国卫生
服务发展要求的人才为指导思想，以加强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进行编写的。
全套教材由《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指导》《医用化学实验教学指导》《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教学指导
》《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指导》《病理学实验教学指导》《生理学实验教学指导》《医学微生物学实验
教学指导》《医学免疫学实验教学指导》和《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教学指导》九本实验教材组成。
在保留了经典和验证性实验的基础上，本套教材加大了现代医学研究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比重，如质
粒DNA的提取和酶切鉴定、PCR技术等。
同时，本套教材还编入了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综合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该书解决了目前五年制医学院校实验改革新内容不断涌现但针对性强的指导图书较少的矛盾。
本套书的主编都是各专业的专家，他们长年的经验积累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成计了表套书的专业水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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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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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载物台：放置被检物品。
（4）移动器：在镜体右下方，上、下二个旋钮，扭动时可使载物台上的观察标本左右上下移动。
（5）聚光镜：位于载物台下方。
自带光源显微镜上下移动可调节光线的强弱。
利用自然光线时，转动反光镜可聚集光线。
（6）光线强弱调节器：位于镜座右下方，前后推动可调节光线强弱。
（7）机械部位：包括镜筒、镜臂、镜座、物镜转换器、载物台、粗细调节器等。
5.显微镜的使用（1）打开开关。
（2）将标本置于载物台上，用低倍（10×）观察，转动粗调节器（粗螺旋）至看出物象。
（3）调节光线：寄生虫标本大小、厚度、透明度均有差异，除切片标本外，寄生虫标本均为整封标
本或染色标本，故常常需要用聚光镜或光源调节器调节光线，但不可关闭光圈。
（4）低倍镜转换高倍镜的方法：在低倍镜下找到要观察的物体后，需进一步观察层次结构时，可将
此物移至视野中央，转换成高倍镜头（40×），转动小螺旋，使恰能看清物体。
若高倍镜头太长，则用粗螺旋使镜筒上升后，再转换镜头，然后用眼侧面看，将高倍镜头调节至几乎
与玻片接触时，用一只眼睛靠近接目镜观察、一面旋转大螺旋，直至看清物体为止。
（5）油镜的使用：在低倍镜下找到可疑物后，移至视野中央，滴加镜油于标本上，将油镜头对准油
滴处，眼从侧方徐徐转动粗螺旋使镜头浸入油中接触到玻片表面，当心勿压破玻片，然后从接目镜观
察，用手缓慢地转动大螺旋至看出物像再转动小螺旋，使物象清晰为止。
使用油镜时光线要强一些。
6.注意事项（1）显微镜种类不同，结构各异，使用时首先熟悉所用显微镜的结构与性能，否则在调焦
时易损坏接物镜和标本。
（2）要认清低倍镜、高倍镜和油镜头的标志，否则会因选错而影响观察，甚至发生损坏镜头或标本
的事故。
（3）观察物体不清晰时，要检查所用镜头或接目镜是否黏附污物，若黏附污物可用擦镜纸滴加二甲
苯擦净镜头在观察。
（4）观察不同平面上的结构，寄生虫标本均为立体的、有一定厚度的，故需调节焦距才能看清不同
平面上的结构。
（5）光线强弱与观察物体透光度的关系：厚的、不透光的、颜色较深的物体，要用较强的光线（聚
光镜上升，光线调节钮向前推进）；较薄的、透明的或颜色较浅的物体，应用较弱的光线（聚光器下
降或光线调节器向后移动）。
（6）观察悬液涂片时，切勿将镜台倾斜，以免液体外流污染载物台，也不可使镜头与液面接触，万
一触及，应即刻用擦镜纸擦净。
（7）观察时避免遗漏，镜下观察玻片标本时必须按一定方向循序进行按顺序寻找物体：观察涂片标
本的视野移动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地依次渐进，观察完整个玻片，观察顺序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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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教学指导》：21世纪高等医药院校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系列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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