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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生物学科领域中的主要分支学科，如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发育生物学、生物进化论等学科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明显
。
尤其在当今生命科学分子水平的研究上，学科间知识体系的关系及运用更是相辅相承。
在我国生命科学高等教育教学中，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验教学，为了将各学科实验有机结合，避免
重复，许多院校均在探讨教学体系改革或质量工程。
为了适应当今生物科学学科间融合交叉的特点，我们结合我校自身特点组织编写了这套生物科学实验
指导丛书，其目的就是打破过去以课程为主设置实验教学内容、缺少学科间交叉融合的教学模式。
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均为生物科学教育中的核心课程。
众所周知，遗传是生命的最基本特征，遗传学又是研究遗传物质——基因本质的一门学科；细胞是生
物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生物学则是研究细胞基本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
两门学科知识体系联系密切，尤其是实验教学内容相互重叠，又互为基础。
基于此种情况，精心选择编排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实验内容与体系也是实验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我们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兄弟院校的教学成果并结合学科发展，编写了这本实
验指导。
全书共计48个实验，分为三个部分。
（1）基础实验：包含经典的细胞学与遗传学实验，如细胞器形态学、细胞遗传学、细胞化学、细胞
生理、电镜标本制备、动植物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核型分析、遗传物质DNA提取等29个实验，通过
基础实验使学生掌握实验基本操作技能；（2）综合实验：涵盖了细胞培养、原生质体融合、遗传转
化、多倍体诱导及杂种优势分析等技术和方法，力求在基础实验的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培养学生相
关实验技能；（3）开放实验：主要内容为细胞融合、细胞凋亡分析、荧光原位杂交、绿色荧光蛋白
表达、遗传物质诱变、流式细胞分选等较新的技术和方法，目的是在实验老师指导下，让学生自主设
计并完成实验，使学生独立完成实验的技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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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生物学科领域中的主要分支学科，如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发育生物学、生物进化论等学科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明显
。
尤其在当今生命科学分子水平的研究上，学科间知识体系的关系及运用更是相辅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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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植物体细胞杂交——原生质体融合　实验四十一　细胞显微注射技术　实验四十二　免疫荧光抗
体法检查细胞表面抗原　实验四十三　正常细胞与肿瘤细胞常规核型的标本制备　实验四十四　间充
质干细胞的培养及鉴定　实验四十五　染色体的荧光原位杂交　实验四十六　分子标记技术及其遗传
多态性分析　实验四十七　DNA限制酶酶切图谱构建与分析　实验四十八　模拟选择对基因频率的影
响附录　一、常用试剂的配制　二、常用染色液的配制　三、常用缓冲液的配制　四、常用培养基的
配制　五、X2值表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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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摄影目镜该镜是专供显微摄影使用的一种目镜。
其种类繁多，每厂家皆有各自的专用摄影目镜。
有的目镜为一发散光线的负透镜系统，焦点和出射光瞳在同一方，都处于镜筒之中；有的目镜把被检
验样品的影像投射到距离较远的照相机机身的胶片面上。
显微摄影时，物镜射出的成像光束经摄影目镜将光线发散出去，在胶片面上聚焦成像。
摄影目镜专司摄影，不能用做镜检观察。
当今，世界各国不同厂家都相继推出各自的产品，常见的有0PTON、Nikon和Olympus系统显微镜。
为了提高显微镜的成像质量，各厂家在物镜和目镜的制造上，采取配套设计，互补配套，共同提高。
在显微镜的使用上，只有采用同一工厂生产的相同系统的物镜和目镜配套使用，方能获得最佳光学效
果；否则，定会招致成像质量的降低。
为了扩大显微镜市场，能在同一视场内看到更多的被检样品，现今广泛使用广视角（wide field）目镜
和超广视角（super wide field或ultra wide field）目镜，以逐步取代普通视场目镜。
目镜的出射点或眼点是成像光束射离目镜的聚焦点。
镜检时，瞳孔必须与出射点重合，方能窥见像。
目镜出射点随目镜放大率的增加而降低，即靠近眼透镜，镜检时眼睛必须贴近目镜，给观察者带来诸
多不便，尤其不适于众多的眼睛配戴者。
由于镜片的阻截，瞳孔远离射点，看不到影像；摘脱眼镜，又因视力不佳难以进行观察。
为此，近些年，各厂家相继制造出多规格的高出射点目镜，出射点与眼透镜的距离大，镜检者可随意
戴上眼镜进行镜检。
目镜的出射点已成为目镜的性能指标之一。
（三）聚光器（condensers）聚光器等聚光系统使来自光源的光线放大，并聚成光束，透过载片照明样
品，射人物镜。
聚光器由聚光镜和孔径光阑构成。
聚光镜属正透镜系统，由一至数片透镜组成，具会聚作用，把照明光线会聚放大，射向被检样品，进
入物镜。
孔径光阑位于聚光镜下方，光阑的孔径可变，以改变照明光束的直径，调节进光量。
孔径光阑的开度即聚光器数值孔径会影响显微镜的成像质量。
物镜的有效数值孔径涵容聚光器的数值孔径，其关系式如下：物镜的有效数值孔径一（物镜数值孔
径+聚光器数值孔径）／2聚光器数值孔径为0.25～1.40。
使用数值孔径超过1.0的油浸物镜时，聚光器也应油浸，在聚光镜的上透镜与载玻片之间要充满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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