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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新方法。

摘 要

采用准饱和 CO2 干尿在 (QSCD) 11J 1 ] 备SGC

-7901 人体胃癌细胞株贴112细胞和 HAC 小 民

腹水型肝癌游离细胞的扫描电镜i式样， 结果显

示，细胞形貌与临界点干燥 (CPD) 对照组无明

显差异， 但收缩率较后者减小。 QSCD j去突破

了传统的无表面张力干燥条件，操作顺序简单:

一次可干燥较多 ì):t样 : 样品室压力不超过 70 大

气庄， 较 CPD 1-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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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细胞生物学教学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近十年来， 我国综合性大学， 师范、 农林与医学

院校普遍开设了细胞生物学课程。经过广大任课教师

的努力 ， 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是， 在教学中 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和应该解决的问

题。我们利用在西安举办的全国细胞生物学新进展i井

授班的机会， 邀请了部分任课教师进行 了认真的讨论

和分析， 现提出一些看洼， 也热切希望全国关心细胞

生物学教学的同志一起米讨论这些问题， 以使我国的

细胞生物学教学跟上这一学科迅速发展的步伐。

1. 关于细胞生物学教学在生物学教学中的地位问

理

细胞生物学是 70 年代独立出来的 一 f J新兴学科 。

它是一 I丁在细胞水平、 亚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研究

细胞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 由于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

木结构和功能怡位. 因此已在生命科学中的地位显得

寸分重要。 它既是生物科学的基础 ，又是现代生物科学

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细胞生物学在我国已成为综

合性大学生物学系的昌'干课程 ， 在美国很多大学设立

细胞生物学系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它是在超显

微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此它与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 遗传学、 生理学等

学科关系十分密切 ， 许多研究方法也来源于这些学科 ，

有些内容似乎与它们有相似之处， 因此有的高校对它

的教学重视不够. 往往成了课时压缩、 必修课改为选

修课的对象。 细胞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有它

自 己的学科 体系的。 以flFl盹 '}J7;才象来训揽生命活动的

规律， 使细胞生A勿学在个体生物学 (如动物学、 植物

学、 微生物学等 ) 与分子生物学 ( 也包括生物化学、 分

子遗传学等〉 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将生命

科学在试管申研究的内容， 川、细胞整体的角度米介绍

给学生， 无论从生命活动规律的掌握上， 还是科学思

维方法的培养上， 都是其它学科教学难以 f\:沓的。 因

此 ， 我们认为细胞生物学在生物学教学rl l有着它的特

别重要性，必须加强， 而不能削弱。

2. 关于细胞生物学教学内容与其它学科教学内容

重复的问题

由于细胞生物学 与其它生 物学抖 的相互交叉和渗

透， 它的教学又是在许多学科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在某些章节巾往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教学内

容重复的问题。 我们认为，部分教学内容的某些重复

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 如何讲授。要处理

好这个问题， 首先是这些内容不能象其它学科 ---样地

讲，如果细胞生物学象其它学科一样地讪 ， 就会造成

不必要的重复 ，而且还不如其它学科讲得好 ， 二是细胞

生物学有自 己的学科体系和特点及知识侧重i函 ， 要充

分发据自 己学科的优势和特点。用动态的而不是静止

的， 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 统一的而不是割裂的观点

去认识并阐述细胞内错综复杂的生命活动规律， 另15末

即使与其它学科有某些重复性的内容也不是简单 的重

复和再现， 而是知识的深化和七升。 我们相信， 随着

细胞生物学本身的发展， 教学体系的完善， 教材内容

的更新和数字:方法的改进， 教学内容的重复问题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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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好解决的。 绍的倾向。

3 . 关于细胞生物学教学中基础知识与 前沿研究 4. 关于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不相适

领域知识处理问题 , 应的问题

山子细胞生物学发展十分迅速， 特别是一些前沿 随着细胞生物学任课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市， 应该

研究领域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因此， 在组织教学 rl l 说我国的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的水平是较高的 ， 基本

如何处理好基础知识与前沿研究领域知识的关系也变 上能赶上国际发展水平的。但由于细胞生物学新技术

得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近年来， 有些研究单位招收 发展十分快 ， 而我国一般高校的教学经费紧张， 仪器

研究生的试题中 ， 往往前沿研究领域的内容比重偏大 ， 设备条件较差， 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的水平是十分落

使一些高校细胞生物学教学只得加重这些方面内容的 后的 ，可以说有些还停留在 50 年代的水平。尽管我们

教学。如一味跟着研究生试题跑，发展下去势必会严重 近几年举办过多次实验教学研讨会， 推'广交流各学校

削弱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的教学。我们认为， 在细胞 的好实验， 可以说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但还没有改

生物学组织教学1:1'1 ， 基础知识的内容应该占相当大的 变这种状况。我们认为 ， 要解决这个问题单靠任课教

比例， 而新发展的前沿研究领域的知识， 只能占较小 师的努力还是不够的， 还要依靠广泛的社会力量，特

的比例 ， 这样才能培养出基础知识扎实， 又了解细胞 别是要依靠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中科院、 高等院校

生物学发展动向 ， 即能动脑又能动手的高质量的学生。 研究单位的有识之士。 希望他们能关心和研究高等院

因此， 我们也呼吁招收研究生的单位，试题应重点考 校普通细胞生物导实验更新问题， 能将他们从事研究

核学生的基础知识(如占 70% 以 U ， 而前沿研究领域 中的一些较为先进的研究方法简化、设计成在二、 三

的内容只能占较小的比例。但是 ，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 个小时能完成， 且所需仪器设备简单， 经济方便的实

在细胞生物学迅速发展的今天， 在重视基础知识教学 验介绍出来。或许这样才能在较快的时间内改变我国

的同时， 也应当十分注意结合介绍有关前沿研究领域 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的落后面貌。

新进展的内容， 使学生能赶上形势的发展。因此， 我 以上看法， 望能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们也应反对以加强基础为借口 ， 偏应新兴领域知识介 (黄样辉、 王吉踪、 王喜忠、 杨汉民)

• 
(上接第 144 页)

( ) 19 . 胚胎的器官的发生中例如眼囊、 耳褒、 股芽等都存在着前后~ìl1和背j自轴 ， 它们都和组成这些器官

的物质梯度有关。

( ) 20 . 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都是由脊索中胚层诱导物生的。

四、问答题( 3 圃， 共 40 分〉

1 . 何i胃调整型卵子?它们是不是截然不同的7 (1 5 分)

2 . 试根据实验胚胎学已经提供的实验证据， 谈谈细胞质在胚胎早期发育中的重要性。(1 5 分)

3 . 举两项实例，说明胚胎学研究的成果可以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并且已经取得了经济效益。(1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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