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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位前辈曾说过：一名合格的实验技术人员应具备听、说、读、写、思五项能力。
听，听他人的实验思路、实践经验，以充实自身的实验设计；说，多与他人交流，在交流中捕捉灵感
，丰满与纠正实验过程；读，博览全书，阅读文献著作，积累素材，优选实验方案；写，手要勤，随
时记录实验感受与疑惑，寻找解决疑惑的途径；思，则最为重要，实验中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勤
于思考，设计严谨周密的实验技术路线，随时调整实验流程与操作。
    在当今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由于新技术、新方法的层出不穷、日益更新，以及各个专业间的相互
渗透与融合，这就要求实验技术人员不仅要熟知本专业的实验技术与方法，同时还应了解与熟悉其他
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验技术内容。
实验技术的实质是实践经验积累与沉淀的过程，多次循环往复，不单单是实验技术熟练的过程，更是
熟能生巧、巧中生新的过程。
如Masson三色染色（Masson P，1929）经历了许多实验者不断摸索、改良与优化，以及各自对染色的
理解与需求，使其在获得准确的染色结果前提下得到了技术上的提高，这就是一些传统技术方法一直
能沿用至今的缘故。
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的同时，传统实验技术也不应被忽略、放弃。
为了能使更多的实验人员全面地了解形态学石蜡切片技术的相关内容，为了给以形态学改变为依托的
研究课题提供实验原理、实验操作及注意事项等相应的信息，同时也是为了对过去所积累的实践经验
进行梳理总结，十位不同院校的编者共同努力完成了本书的编写。
    本书以实用性、稳定性、可操作性为编写宗旨。
实用性是从使用者的角度，依据编者的实践经验总结和国内外实验技术的发展，去选择与编排实验技
术方法与流程等，通过石蜡切片、苏木精一伊红染色、特殊染色以及免疫组织化学和原位杂交技术的
介绍，使读者对石蜡切片技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为相关形态学技术的学习奠定基础。
稳定性是指所选用的实验技术结果的稳定性，对于初学者而言，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呈现的可重复性
尤为重要。
而可操作性则是指从初学者的实际出发，对每项实验技术力求介绍其原理、具体实验操作及实验注意
事项等，通俗易懂且操作性强，以期起到实验指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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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1章 形态学制片种类　　一、非切片制作方法　　二、组织切片制作方法第2章 组织学石蜡切片
制作技术　第1节 标本取材　　一、实验动物的处死方法　　二、不同组织器官的取材方法　　三、
取材注意事项　　附：大鼠胸、腹腔脏器的取材方法　第2节 标本固定　　一、固定的目的和作用　
　二、固定的方式　　三、影响固定作用的因素　　四、固定后的标本修整　　五、固定后的标本冲
洗　　六、固定容器　　七、常用固定剂的性质及应用　第3节 标本处理过程：脱水、透明、浸蜡、
包埋　　一、脱水　　二、透明　　三、浸蜡　　四、包埋　第4节 石蜡切片　　一、石蜡切片机与
切片刀　　二、石蜡切片技术  第5节 染色与染料　　一、染色与生物染料　　二、染色作用的原理　
　三、染色方法　　四、媒染剂和促染剂　　五、染色形式　第6节 苏木精-伊红染色　　一、苏木精
　　二、伊红　　三、石蜡切片苏木精-伊红染色　第7节 封固　　一、封固的目的　　二、封固剂种
类　　三、封固剂的折光率　　四、常规石蜡切片封固方法第3章 特殊染色技术　第1节 胶原纤维染色
　　一、形态结构与特点　　二、胶原纤维染色　　三、磷钼酸和（或）磷钨酸在染色中的作用　　
四、影响结缔组织三色染色的因素　　附：苦味酸一天狼猩红染色显示胶原纤维　第2节 弹性纤维染
色　　一、形态结构与特点　　二、弹性纤维染色　第3节 网状纤维染色　　一、形态结构与特点　
　二、网状纤维铵银技术的基本步骤与作用　　三、常用的铵银方法　　四、网状纤维铵银方法的基
本要求　第4节 肥大细胞染色　　一、形态结构与特点　　二、肥大细胞染色　⋯⋯第4章 免疫组织（
细胞）化学技术第5章 原位核酸分子杂交第6章 形态学技术实验指导第7章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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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形态学制片种类组织学标本的制作有很多方法，但总体上可以粗略归纳为两大类：非切片制
作方法和切片制作方法。
一、非切片制作方法非切片制作方法，顾名思义就是无需借助于切片机（不需要切片操作）即可制成
组织标本的方法。
非切片法制作组织标本的种类很多，大致可包括：组织分离标本、组织活体标本、细胞涂片标本、磨
片标本、整体封存标本、组织铺片标本6类。
依据实验目的和所观察的实验对象的要求可适当地选择不同的标本制作方法。
非切片制作方法的优点：标本制作方法简单，组织结构基本不被破坏，能保持原有的组织或细胞的形
态结构，最为重要的是标本内的细胞是完整的。
制作过程所产生的人工假象较少；使用的药物、仪器较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观察到组织或细胞的
形态。
但是，非切片制作方法应用的范围局限，有些组织标本不能长期保存、不能观察到细胞内部的结构是
其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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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形态学实验技术》为现代生物医学科研技术丛书之一，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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