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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随着现代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多学科知识的相互交叉渗透，组织胚胎学的教

学内容不断深入拓展，教学模式、教学手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如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广泛应

用，网络课程的逐步开展，对组织胚胎学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教学改革和教学实

际的需求，我们编写了这本 《实验组织胚胎学》。

本书是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大纲要求的基础上，以 “必须、够用，便于学生课后自

学”为原则，总结我们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体会，并吸收其他教材的优点编写而成的，力求对

学生的学习有较大的帮助。

本书分 “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指导”、 “组织学与胚胎学多媒体理论授课概要”两大部

分。

第一部分为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指导。本部分共计２１个实验，其中实验１为绪论，主

要介绍组织学标本的制作，光学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和使用方法；实验２至实验１７为组织学

标本实习部分；实验１８至实验２１为胚胎学实习部分。各实验拍摄了与我校学生观察的组织

学切片配套的显微镜下图片，精选的彩图与显微镜下图像完全一致。在编排上图随文走，使

学生在阅读文字内容的同时能够参考插图进行组织学标本的显微镜观察或胚胎学标本的观

察，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二部分为组织学与胚胎学多媒体理论授课概要。本部分主要归纳理清各章节理论内容

的组成框架，突出要求能说出的知识，使学生对各章节既有整体印象，又明确学习的重点，

避免 “大而全”。在概念和结构的描述上，力求简洁、准确，便于记忆，减少学生学习中

“似是而非”的现象。

本教材是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 “网络环境下Ｓａｎｄｗｉｃｈ教学法在医学形态课程中

的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２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 ［桂教高教 〔２０１２〕２２号

（ＮＯ．２０１２ＪＧＺ１３６）］、广西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课题 （课题编号：２０１０Ｂ５３）和右江民

族医学院教育教改课题 （课题编号：右医教字 〔２００７〕２３号，右医院字 〔２０１１〕２２号）的

成果之一。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广西龙州县中医院妇产科校友的帮助。本书主要参考了邹仲之等主编

的 《组织学与胚胎学》（第７版）、唐军民等主编的 《组织学与胚胎学彩色图谱》（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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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继胜等主编的 《组织学与胚胎学》 （病例版）、李玉林等主编的 《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指

导》、魏丽华等主编的 《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指导与图谱》、曾园山等主编的 《组织学与胚胎

学实验指导》和孙莉主编的 《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指导》教材，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学识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经验不足，书中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

行专家和同学们给予帮助和指正。

王金花　陈建海　方晓燕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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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指导





实验１　绪　论 （预备实习）

一、实验课教学目的

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教学分两部分进行，即理论课教学和实验课教学。后者是在教师的指

导下，学生借助实验指导观察组织切片、光镜和电镜照片、幻灯片、显微投影片、录像片、

电脑课件、胚胎模型和电影等，并进行一些必要的技术操作，其目的是：

１．通过实验过程中的操作和观察来验证和巩固理论知识，加深学生对理论课内容的理

解。

２．通过对各种组织切片的观察，逐步培养学生学会观察、比较、分析和综合各种现象

的科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３．进行本学科的基本技能训练，使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光学显微镜，知道组织和器官切

片的一般制作过程，学会在光镜下正确绘图和描述所观察到的组织或器官的形态结构特点。

４．通过胚胎学实验课使学生能用运动的、变化发展的立体概念，了解胚胎各种组织、

器官的发育和演变过程。

二、实验室规则

为了实现上述实验课教学的目的，学生应遵守下列实验室规则：

１．遵守学习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随地吐痰和丢纸屑等。

２．保持安静整洁的学习环境，不大声说话，有问题请举手向教师提出。

３．严肃认真，严守操作规程，爱护实验器材，不可擅自拆卸或调换显微镜部件。

４．每次课前课后要检查玻片，如有损坏或遗失要及时报请教师处理，损坏玻片要赔偿。

５．实验完毕后，将玻片按编号放回玻片盒，分别将玻片盒与显微镜放回原位。

６．每次实验结束后，值日生做好清洁卫生，并整理好台凳，关好实验室门窗、水电。

三、显微镜的结构及其使用

（一）显微镜的主要结构

１．机械装置部分：镜体、目镜筒、载物台、标本夹、标本移动器、物镜转换器、粗调

节螺旋、细调节螺旋、屈光度调节环、孔径光阑调节杆、电源开关、亮度调节钮、聚光器升

降杆 （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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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光学显微镜的主要结构 （以Ｍｏｔｉｃ　ＢＡ２１０为例）

①目镜　②物镜　③载物台　④聚光器　⑤粗调节螺旋　⑥标本夹

⑦标本移动器　⑧电源开关　⑨亮度调节钮　⑩细调节螺旋　?分光拉杆

２．光学系统部分：目镜、物镜 （低倍镜、高倍镜、油浸镜）、聚光器。

（二）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１．放置：显微镜放于桌面，距桌沿不得少于一寸 （３．３ｃｍ）。注意：课间休息离开座位

时，应将显微镜推向桌内，以免碰落造成损失。

２．电源：应先将亮度调节钮关至最小，然后打开电源开关，适当调整电压。

３．对光：转动物镜转换器，对正低倍物镜，肉眼从镜侧注视，转动粗调节螺旋使接物

镜距载物台平面５ｍｍ左右。用左眼从接目镜观察，打开聚光器光圈，再适当调整电压，使

整个视野得到均匀的亮光为准。

４．如视野偏暗、明暗不匀或模糊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并作适当处理：①物镜是

否对正？②聚光器光圈大小开得如何？③聚光器的高低如何？④目镜、物镜、聚光器的集光

镜是否被玷污？

５．低倍镜观察：取标本，擦净，肉眼观察标本的大小、形态、位置、颜色，然后使盖

玻片在上而载玻片在下，将它放在标本载物台上，用标本夹夹好，并旋转标本移动器把载玻

４

实验组织胚胎学



片上的组织推移到载物台圆孔正中。然后从目镜观察，同时慢慢转动粗调节螺旋使载物台缓

缓下降，以得到清晰的物像。随后即可按照实习的要求进行标本观察。

６．高倍镜观察：需高倍镜观察的组织结构应先将其移至低倍镜视野正中，然后按顺时

针方向转动物镜转换器，对正高倍物镜，继之转动细调节螺旋使载物台缓缓下降 （或缓缓上

升），调得清晰物像即可进行高倍镜观察。换高倍物镜后，若视野过暗，可将聚光器略升高，

扩大聚光器光圈圆孔或调整电压。

有的显微镜，当向上调节高倍物镜时，物像反而更不清晰。这时，应在肉眼直接注视

下，使物镜下降，靠近切片标本，然后从目镜观察，转动细调节螺旋，以得到清晰的物像。

这样操作，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可以避免压损标本和镜头，切记！

在目镜内有一根黑色指示针从边缘伸至中央，它是作指示标本部位用的。当观察标本遇

有疑问时，可将该部位置于指示针尖之前，以请教教师或同学。

四、实验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１．实验课前必须复习好理论课的内容，并粗读实验指导的有关内容。

２．每次实验课必须带上实验指导、教科书、笔记本、绘图本、红蓝色笔和铅笔、尺子、

小刀及橡皮，以便实验过程中查阅及绘图和描述时使用。

３．不论观察什么组织切片，首先以肉眼观察，大致了解切片中标本的数目、大小和染

色等，判断是实质性器官还是中空性器官，然后在低倍镜下观察切片的整体结构，最后才根

据需要转换高倍镜观察更微细的组织结构。

４．观察切片时要根据实验指导的要求有规律地逐一观察，例如观察细胞时先看细胞形

态、大小、分布排列规律，再看细胞核的位置、大小、形状、染色及核仁情况，最后看胞质

多少、染色及胞质内的特殊结构。实质性器官应从外向内观察，中空性器官则由腔内面向外

观察其分层结构。同时，要逐步学会进行分析比较形态结构特点，既要识别它们的特殊性，

又要认识它们的共性。通过分析比较来鉴别类似的细胞、组织或器官。

５．注意切面与整体的关系。同一个细胞、组织或器官，若所切的方向或部位不同，在

切片上所显示的形态结构就不相同。如从细胞的周边部切断，切面上无细胞核，从细胞中央

部切断，则可见细胞核。一个中空性器官，由于切的方位不同，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形态。

因此，观察切片时要将镜下所见的各种形态结构与整体相联系，这样才能正确判断细胞、组

织或器官的形态结构。（图１－２～图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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