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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是教与学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的重要手段。教辅书是教材理论学习和实验操作的重要指导工具书。在目前教育改革和创

新的形势下，作为基础医学的教师，加强医学教学改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适应教

学改革的需要，我们依据当前教材改革的整体思路，编写了本教辅书。在编写过程中，紧扣

《解剖学基础》教学内容，本着“实用、够用”的原则，力求体现形态结构学实验的直观性特

点。全书构思新颖，内容系统，图文并茂，所展示的教学实验思路，只是抛砖引玉，以便帮助

学生在学完各章节的理论后，通过实验进一步领会要点、巩固知识，更好地掌握人体各组

织器官的形态结构，也为后续基础医学学科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指导书将解剖学教学内容分为 20 个实验项目编写，各实验均包括实验目的、实验

要点、实验器材、实验内容与方法 4部分。在实验内容上，着重体现系统性、完整性，注重培

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其中，大体方面主要采用表格式归纳的编写方式，力求简明扼要、重点

突出，指导与学习一目了然，更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微观方面配置大量镜

下彩图，突出重要器官的微细结构及其功能，侧重于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对于教师课堂

显微观察指导和学生自我学习与理解均大有裨益。 在实验方法上，各实验统一按照演示、

观察、回顾与思考 3个步骤作安排，为实验课教与学提供了规范性的操作指导。

本指导书主要适用于中职、高职护理专业的学生，同时，也兼顾了医学相关专业学生

的需要。 我们将与各位同仁及广大学生共同商榷，合力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

本指导书总结了多位教师多年的实验课教学经验， 也参考了本专业有关的教材和相

关文献。 在此，向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并对各参编学校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深

深的谢意！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编写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诸多欠缺之处，敬请使用

本书的同仁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今后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本教辅书的质量。

王鹤林
2012年 6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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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显微镜的构造和使用实 验 一

【实验目的】

1. 认识显微镜的构造，掌握显微镜的使用。
2. 能在镜下辨认细胞。

【实验要点】

1. 显微镜的构造。
2. 观察切片的方法与步骤。

【实验器材】

1. 显微镜。
2. 复层扁平上皮切片( H. E染色) 。

【实验方法和步骤】

一、演示

(一)显微镜的构造(图 1 － 1)
1. 机械部分
( 1) 镜座:显微镜的底座。
( 2) 镜臂:显微镜的支柱，为手持握的部位。镜座与镜臂连接处称倾斜关节，此关节在使

用显微镜时可运动改变镜臂倾斜度。
( 3) 载物台:放置切片的平台。中间有一孔称通光孔。台面装有用来固定切片的玻片

夹。载物台的侧面或上面有推进器螺旋，可使玻片夹作前后、左右方向的移动。
( 4) 镜筒:为镜臂前上方的空心圆筒，上装目镜，下装物镜旋转盘。
( 5) 聚焦调节螺旋:一般位于镜筒和镜臂之间，用于调节镜筒与载物台的距离，从而达到

调焦的目的。通常有粗调螺旋和细调螺旋两组，分别完成较大幅度的调节和较精确的调节
( 前旋，镜头下降; 后旋，镜头上升) 。

( 6) 旋转盘:为安装在镜筒下端的圆形转盘，装有放大倍数不同的物镜。用于转换物镜，
并使目镜、物镜和通光孔三点成一线。

2. 光学部分
( 1) 目镜:装于镜筒上端，镜头上标有“5 ×”、“10 ×”等放大倍数。
( 2) 物镜:装于旋转盘下端，一般分为低倍镜( 10 × ) 、高倍镜( 40 × ) 和油镜( 100 × ) 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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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1 显微镜的构造

镜头。
( 3) 聚光器:装于载物台下面，用于聚光，增强视野的亮度。在聚光器右后侧装有聚光器

升降螺旋，用于升降聚光器，调节视野的亮度。聚光器的底部装有光圈，通过开大或缩小，调
控光线的进入量。

( 4) 反光镜:为装于聚光器下方的小圆镜，分平、凹两面。反光镜可全方位自由转动，以
便将光线反射通过通光孔入物镜。强光下使用平面，弱光下使用凹面。

(二)显微镜的使用方法与步骤
1. 取镜
取显微镜，须右手握住镜臂，左手托住镜座，将显微镜稳妥地轻置于距实验台边缘 5 ～

10cm处，并使镜臂朝向自己。
2. 对光
( 1) 调整座椅高度于适当位置。落座后，倾斜镜臂，把显微镜调整到适宜观察的角度。
( 2) 运动旋转盘，将低倍物镜调至对应通光孔的位置，使之与目镜同在一条线上。
( 3) 用眼对准目镜，用手打开光圈，调节聚光器，转动反光镜，使目镜视野的亮度适宜、

均匀。
3. 低倍镜使用
( 1) 取备好的组织切片，先肉眼观片，随后正面朝上固定于载物台。
( 2) 运用推进器移动切片标本，使切片标本中央部位对准通光孔中央。
( 3) 用粗调螺旋将镜筒下移至距标本 3 ～ 5mm处。先用目镜边观察边转动粗调螺旋，使

镜筒缓慢提升。当视野中出现物像时，改用细调螺旋至物像清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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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倍镜使用
( 1) 先在低倍镜下找到需要放大观察的结构，并用推进器将其移至视野中央。
( 2) 改换高倍镜，同时调节细调螺旋至物像清晰为止。
5. 油镜使用
( 1) 用高倍镜看清楚结构后，将该结构移至视野中央。
( 2) 上移高倍镜，并将高倍镜头移向一侧。
( 3) 在切片上滴加一滴香柏油，注意使油落于与通光孔相对的切片点位置。
( 4) 换油镜，用粗调螺旋将镜筒慢慢下移，注视至油镜头与香柏油接触。
( 5) 观察目镜，使用细调螺旋调节，直到镜下视野清晰为止。
( 6) 观察结束，将镜筒升高后，卸下油镜头，先用擦镜纸将油镜头上的油擦净，再更换干

净的擦镜纸，蘸少许二甲苯，擦拭油镜和切片上残留的香柏油。最后更换干净的擦镜纸
擦净。

6. 注意事项
( 1) 看显微镜时，应两眼并用，左眼看镜下结构，右眼可观察资料或绘图。
( 2) 一般使用左手调焦，右手用于画图或其他操作。
( 3) 物镜下移时，尤其在使用高倍镜过程中，应注意防止压碎切片。
( 4) 显微镜使用结束后，应做到:玻片取下归还，物镜成外八字形位置，镜头下移至最低

位置，反光镜呈垂直位置，用绸布将显微镜整体擦拭干净，返还原位。

二、观察

按要求，学生一人领取一台显微镜和一张切片，按照显微镜的使用方法演练操作。
1. 低倍观察
细胞排列紧密，细胞质染成浅红色，细胞核染成蓝色，能分辨细胞和细胞的界限。
2. 高倍观察
细胞膜不太清楚，核内可见不均匀的染色块，有的可见核仁。细胞器一般看不到。

三、回顾与思考

1. 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2. 绘图:用红蓝铅笔绘制高倍镜下的细胞图，注明细胞质、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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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组织和结缔组织实 验 二

【实验目的】

1. 复习了解上皮组织的组成、分类。
2. 复习并熟悉被覆上皮的结构特点、分类。
3. 观察并掌握光学显微镜下各类被覆上皮的形态结构。
4. 复习了解结缔组织的结构特点、分类。
5. 观察并掌握光学显微镜下疏松结缔组织的结构。
6. 复习了解致密结缔组织、网状组织和脂肪组织的结构。
7. 复习软骨组织分类，观察并熟悉光学显微镜下透明软骨及骨组织的结构。
8. 观察并掌握光学显微镜下各类血细胞的形态结构特点。

【实验要点】

1. 上皮组织的结构及各类被覆上皮的结构特点。
2. 疏松结缔组织的结构特点。
3. 透明软骨的结构特点。
4. 各类血细胞的形态结构特点。

【实验器材】

1. 组织切片标本。
( 1) 示教片:内皮、单层立方上皮、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变移上皮、骨单位、嗜酸性粒细

胞、嗜碱性粒细胞、单核细胞。
( 2) 观察片:
1) 单层柱状上皮( 小肠黏膜) 。
2) 复层扁平上皮( 食管) 。
3) 疏松结缔组织铺片。
4) 透明软骨( 气管) 。
5) 血涂片。
2. 多媒体。
3. 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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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多媒体图片演示

(一)上皮组织
1. 单层扁平上皮( 图 2 － 1，图 2 － 2)

图 2 － 1 间皮 图 2 － 2 内皮

2. 单层立方上皮( 图 2 － 3)

图 2 － 3 单层立方上皮

3. 单层柱状上皮( 图 2 － 4)

图 2 － 4 单层柱状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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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图 2 － 5)

图 2 － 5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5. 复层扁平上皮( 图 2 － 6)

图 2 － 6 复层扁平上皮
6. 变移上皮( 图 2 － 7)

图 2 － 7 变移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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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缔组织
1. 固有结缔组织( 图 2 － 8，图 2 － 9，图 2 － 10，图 2 － 11)

图 2 － 8 疏松结缔组织 图 2 － 9 致密结缔组织

图 2 － 10 脂肪组织 图 2 － 11 网状组织

2. 软骨组织( 图 2 － 12，图 2 － 13，图 2 － 14)

图 2 － 12 透明软骨 图 2 － 13 弹性软骨 图 2 － 14 纤维软骨

3. 骨组织( 图 2 － 15，图 2 － 16①、图 2 － 16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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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15 骨密质 图 2 － 16① 骨单位 图 2 － 16② 骨单位

4. 血细胞( 图 2 － 17①、图 2 － 17②、图 2 － 17③、图 2 － 17④)

图 2 － 17① 血细胞 图 2 － 17② 血细胞

图 2 － 17③ 血细胞 图 2 － 17④ 血细胞

二、示教

1. 单层扁平上皮
2. 单层立方上皮
3.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4. 变移上皮
5. 骨单位
6. 嗜酸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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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嗜碱性粒细胞
8. 单核细胞

三、光镜观察

(一)单层柱状上皮(小肠黏膜切片 H. E染色)
1. 肉眼观察
切片呈圆筒形，小肠肠壁内侧染成紫蓝色的部分是小肠黏膜。将此部放于镜台中央，先

用低倍镜观察。
2. 低倍观察
可以看到小肠黏膜表面有许多指状突起为小肠绒毛。其上皮是单层柱状上皮，选择结

构典型的上皮移至视野中央，换高倍镜观察。
3. 高倍观察
上皮细胞呈柱状，排列紧密。细胞质染成粉红色，细胞核呈椭圆形，位于细胞的基底部，

染成深蓝色。所有上皮细胞的细胞核，基本位于同一平面上。紧贴上皮细胞基底面的粉红
色细线为基膜的切面;柱状上皮细胞之间有空泡状杯形细胞。

选一段外形整齐、结构典型的单层柱状上皮，在高倍镜下绘图。注明上皮细胞的游离
面、基底面、细胞质和细胞核。

(二)复层扁平上皮(食管横切片 H. E染色)
1. 肉眼观察
切片呈环形，靠近管腔面染成紫蓝色的部分为食管的上皮。
2. 低倍观察
复层扁平上皮细胞的数量多，细胞排列紧密。细胞质染成粉红色，细胞核染成蓝色。上

皮的基底面与结缔组织之间，呈凹凸不平的连接。选择上皮比较完整、细胞界限比较清晰的
部分，换高倍镜观察。

3. 高倍观察
表层细胞呈扁平形，细胞核为卵圆形，中间层细胞呈多边形，细胞核为圆形，细胞界限清

晰;基底层细胞呈立方形或矮柱状，细胞核为椭圆形，染色较深。

(三)疏松结缔组织(铺片 活体注射台盼蓝的家兔皮下疏松结缔组织 H. E染色)
1. 肉眼观察
标本染成淡紫红色。纤维互相交织成网状。选择标本较薄的部分进行低倍镜观察。
2. 低倍观察
在视野内的纤维交织成网，细胞分散在纤维之间。胶原纤维呈淡红色，粗细不等，有的

弯曲呈波纹状;弹性纤维呈暗红色，较细而直并交织成网。选择细胞和纤维分布均匀、结构
清晰的部位，移至视野中央，换高倍镜观察。

3. 高倍观察
成纤维细胞的数量较多，胞体较大，多呈星形或梭形，细胞质染成较浅的淡红色，所以细

胞的轮廓不甚清楚( 想一想，为什么?) ; 胞核呈椭圆形，染成紫蓝色。巨噬细胞的外形不规
则，细胞质中含有吞噬的台盼蓝颗粒( 颗粒呈蓝色) ，细胞核较成纤维细胞的略小，呈圆形，染
成深紫蓝色。肥大细胞常成群分布于小血管周围，胞体多为椭圆形、核圆形或卵圆形，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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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满粗大的异染性颗粒。
在高倍镜下绘疏松结缔组织图，注明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等。

(四)透明软骨(气管横切片 H. E染色)
1. 肉眼观察
在切片中，内部呈紫蓝色，而周围部呈淡红色的结构是透明软骨。
2. 低倍观察
染成紫蓝色的是软骨组织的基质，其中散在的深色小点为软骨细胞; 由于基质与纤维的

折光系数相同，所以在一般的光学显微镜下不能见到纤维。软骨细胞的周围有透亮区( 因制
片时，软骨细胞和软骨基质都各自收缩所致) 。软骨组织周围呈淡红色的部分是软骨膜。

3. 高倍观察
软骨基质呈淡紫蓝色。软骨细胞的大小不等，在软骨的边缘部，软骨细胞比较小，呈扁

椭圆形;靠近软骨的中央部，软骨细胞比较大，呈椭圆形或圆形，常 2 ～ 4 个成群存在。软骨
膜由疏密结缔组织构成，与周围的结缔组织无明显分界。

(五)血液涂片(瑞氏染色)
1. 低倍观察
选择涂片薄和染色浅的部位进行观察。在视野中，染成红色无细胞核的细胞是红细胞，

有紫蓝色细胞核的是白细胞，注意两者在数量上的差别。
2. 高倍观察
在进一步看清各类血细胞以后，换油镜观察。
3. 油镜观察
先将高倍镜转到一侧。在血液涂片正对载物台圆孔的中央处滴 1 滴香柏油，再将油镜

头轻轻转向血液涂片，使油镜头与油滴接触，然后徐徐转动细调节螺旋，直至看清血液涂片
中的细胞。

( 1) 红细胞:呈圆形，无细胞核，染成淡红色。红细胞的中央部染色较浅，边缘部染色较深。
( 2) 中性粒细胞:细胞质内含有淡紫红色颗粒，颗粒细小，分布均匀。细胞核染成紫蓝

色，分成 2 ～ 5 叶，核叶之间有细丝相连。
( 3) 嗜酸性粒细胞:细胞质内含有橘红色颗粒，颗粒粗大，分布均匀。细胞核染成紫蓝

色，多分成两叶。
( 4) 嗜碱性粒细胞:细胞质内含有紫蓝色颗粒，颗粒大小不一，分布不均。细胞核呈 S 形

或不规则形，染色浅淡。嗜碱性粒细胞数量很少，一般不易找到，可看示教片。
( 5) 淋巴细胞:细胞质很少，染成天蓝色。细胞核呈圆形或卵圆形，染成深蓝色。
( 6) 单核细胞:细胞质较多，染成浅灰蓝色，细胞核呈肾形或蹄铁形，常位于细胞的一侧。

细胞核染成蓝色，但比淋巴细胞的细胞核染色浅淡。
( 7) 血小板:呈不规则的紫蓝色小体，血小板常成群存在，分布在细胞之间。
在油镜下绘各类血细胞图，并分别注明它们的名称。

四、回顾与思考

1. 单层柱状上皮分布在何处?
2. 血细胞分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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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组织和神经组织实 验 三

【实验目的】

1. 复习了解肌组织的组成、分类。
2. 观察并掌握光学显微镜下各种肌组织的形态结构。
3. 观察并掌握心肌细胞闰盘的结构。
4. 复习了解神经组织的组成，掌握神经元的形态结构及分类。
5. 观察并掌握显微镜下多极神经元的形态结构。
6. 复习了解神经胶质细胞的分类及形态。
7. 观察并熟悉光学显微镜下有髓神经纤维的形态结构。
8. 观察并熟悉光学显微镜下各种神经末梢的形态结构。

【实验要点】

1. 骨骼肌、平滑肌的形态结构。
2. 心肌细胞闰盘的结构。
3. 神经元的形态结构。
4. 有髓神经纤维的形态结构。

【实验器材】

1. 组织切片标本。
( 1) 示教片:平滑肌( 分离铺片) 、心肌闰盘、触觉小体、环层小体、肌梭、运动终板。
( 2) 观察片:
1) 平滑肌。
2) 骨骼肌。
3) 脊髓。
4) 有髓神经纤维。
2. 多媒体。
3. 显微镜。

【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多媒体图片演示

(一)肌组织
1. 平滑肌( 图 3 － 1①、图 3 － 1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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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1① 平滑肌 图 3 － 1② 平滑肌

2. 心肌( 图 3 － 2①、图 3 － 2②)

图 3 － 2① 心肌 图 3 － 2② 心肌

3. 骨骼肌( 图 3 － 3①、图 3 － 3②、图 3 － 3③)

图 3 － 3① 骨骼肌 图 3 － 3② 骨骼肌 图 3 － 3③ 骨骼肌

(二)神经组织
1. 神经元( 图 3 － 4①、图 3 － 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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