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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同时，从 Gomori 氏硝酸铅染色的标本上，

亦看到用葡聚糖活化后的小鼠腹腔 Mφ 胞体明

显增大，细胞铺展明显，细胞质中的 Acp 阳性

颗粒多而粗大，个另IJ Mφ 细胞质中的 Acp颗粒

呈强阳性反应。结果表明葡聚糖 (Dextran

T 500)是一种较理想的 Mφ 活化物 ， 具有明显

增强 Acp 活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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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蝇唾腺染色体的改良苯盼晶红染色法

王崇英 刘志学

(兰州大学生物系)

果蝇的唾腺染色体多年来一直作为细脏学

和遗传学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材料。关于果蝇唾

腺染色体的染色通常采用醋酸洋红和醋酸地衣

红法[1- 3] 。近年来，也有人用乳酸-醋酸-地衣

红染色法[4-6 ]。自 198 3 年以来，我们在实验课

教学时将一种植物材料中常用的优良核染色剂

一一改良苯盼品红院用于果蝇唾腺染色体的染

色，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通过五年的实际

应用 ， 效果很稳定(见插图)。此法 1 ) 操作简

便、可行、 易于掌握; 2) 制成的永久标本不

i毒 志强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

易褪色J 3) 染色时间短， 仅需 15 分钟左右，

可节省大量时间，便于在实验课教学中应用。

本实验的条件和方法如下z

-、染渣的配制

改良苯盼品红染色液的配制方法见[ 7 ] 。

二、制片及染色

1 、 依常规法解剖出果蝇唾腺。

趴 在腺体上加一滴 1 mol / L HCl 水解 1

分钟左右，随后用蒸馆水洗 1-3 次。

趴 在腺体上加 1 - 2 滴染液，染色 15 分

钟左右，可获得较好的染色效果。延长染色时

间(几小时以上) ， 虽然细胞质会有不同程度的

着色，但用 45% 醋酸分色后效果依然很好。

4、吸去染液，加-7商 45%醋酸，依常规

法压片、 镜检和市IJ 作永久片。

三、注意事项

1 、 为了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好的染色效

果，染色过程可在低倍镜下观察，至核染成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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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为止。

2、 若不 HílJff'永久标本， 可省去盐酸水f*平

及用水冲洗的步骤。

3、改良苯盼用一1红染液配制后，如立即使

用 ， 着色较浅 ， 效果不太好，放置两周后，染

色能力显著增加。 若发现着色较浅时可适当加

大染液[ 7 ] 含量 。 改良苯盼品红可在室温下密封

存放较长时间， 若发现染液内有沉淀或絮状

物，可过谑除去 ， 其染色效果不变。

摘 要

我们将一种植物材料中常用的细胞核染色

知←一-改良苯盼品红应用于果蝇唾腺染色体的

染色，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该法具有操作

按语

简便、 易于掌握、染色时间甸、 常I J 成的永久标

本不易褪色等特点。 文中讨论了这种染色法的

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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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先生，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所巳出版罗宗洛文集。

在整理罗先生遗作时，发现了纪念朱洗先生的-篇文章，是在朱洗先生逝世后由某报约写

的，但后来因故未能发表。由于此文具有-定的历史意义，读者也能从中加深对这二位老一辈科

学家的认识，故特刊出。

一编者按一

困苦的-生，奋斗的一生

一一悼朱洗教授

!罗常 f各!

明时盛会长弃置 ， 垂老那堪病折磨。

莫使伯乐弦断绝，知音海内已无多 。

(1 962 年 3 月 6 日 ， 探望重病中的朱洗教授〉

海外十年磨长剑，生涯半世历酸辛。

剧怜抱负无由展，死去应知目不膜。

096 2 年 7 月 24 日，朱洗去世后，作"哭玉文"一

朱洗的 一生， 一直到解放为止，过着艰苦的生

活，几乎没有一天舒服的日子。 从事科学研究以后，

在工作上也走的是崎岖的道路， 不是一帆风顺的。

朱j先是 190 0 年 1 0 月 14 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县的

一个农家 ， 兄弟三人， 有回十余亩 ，另开一并小药铺。

在农村可算是小康之家。 在临海回j浦小学毕业后，入

省立六中念书 ， 他当时的姓名是朱玉文。 适逢"五四"

运动， 他主张罢课 ， 参加救国运动 ， 被学校开除 ，此后

便失去正规学习的机会。 恰巧其时李石曾提倡留法勤

工俭学，他走投无路， 投身其中。 为了筹措旅费 ， 在

商务印书馆做排字工人一年， 终于在 1920 年到了法

国。 1920 年到 1925 年期间， 他白天做工，晚七补习

注文及其他学科， 生活自然是极困苦的。 他和现在北

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孟雨同志在同一工厂做工， 同

{主一灶，两人同赎在一张三尺半宽的床铺达 三 年 之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192 细胞生物学杂志 1988 年

久。 1 925 年朱改进了蒙伯利埃大学，师事著名胚胎学

者巴你:泣 。 m IVJ l旦出朱 l巳| 除I ~JJ片 ， 何钱缴学费。 l'2 i注:

荣以他所丽的IJfI认识到 i也有精确的观察能力 ， 很喜欢

他， 两人相处八年， 共同发表了 14 篇论文。 工作中

由于他手脑并用专心致志， 进步迅速， 用 巴德荣的话

来说"朱洗把我的全部知识都挖去了。 " 1 9 3 1 年通过

考试得法国医家博士学位。 1932 年冬回国 ， 任中 L! 1 大

学教授。中山大学在那时设备简阳，连薪水也拖欠不

友 ， 工作条件二是谈不上的。 可是朱洗却很适应环挠 ，在

困苦中进行矶究工作。 斗'Er. :H、| 时翔他还费了很大的力

气， 击破了 自称推糊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罗广庭的关于

生物自 然发生的谬论， 发扬了科学的严肃性。 1935 年

李石曾等又想在法国里昂办一个中法大学， 发展勤工

俭学， 投朱洗去做里昂中法大学的校长。朱洗应邀到

北京 ， 可是 ， 里昂大学没有办成 ， 而中山大学已把朱

洗欢送了出去， 结果朱洗只好留在北京 。 一面在北平

中注大学、 中国大学两处教书 ， 一面又在北平研究院

动物研究所挂个名。 当时北平研究院的当权者误认为

朱洗是李石曾的亲信(其实李并不信任朱洗，不过因为

朱是勤工俭学tlJ身，拿他做活标本 ， 以夸他提倡勤工俭

学的成绩而已 ) ， 他在北平对他们有些不便， 因此并不

欢迎。朱洗气时生情很苦 ， 然而他和他的学生张果、

陈兆ffg三人都做了不少工作。 北大严非久居之地， 1937 

年又被 调到上海来。 在上海办了一个上海 生物研究

所。 所址在武康路世界社的二楼上 ， 这个所并不属于

rll央研究院也不属于北平研究院。 经费是从李石曾有

关的某银行支取 ， 朱、 张、 陈三个人加一个工友连工

资及研究经费在内每月 300 元 I 1 93 7 年到 1942 年便

是如此度边。抗战胜利找去看他。 即使在这样的浪苦

环境中， 他还能买显微镜 、 买书 ， 做出了许多有价值

的成果。例如檐除卵子在休外脱离卵巢的结果， 就在

那一时期做出的， 这结果为]j\(熟和发育问题开辟了新

的途径。那时他家住在蒲石路(现长乐路)之一亭子间

内 ， 一床、 一桌、 一费:外无民物。 他的学生陈兆熙一

家住在楼下， 后来陈去香港， 始迁入楼下， 并使用其

遗留的家具。 我曾见一藤椅已破， 询其何来 ， 他说从

垃圾箱旁捡得的。 缺一脚，依墙而设， 勉强可坐。这

样生活， 他安之若素， 怡然自得， 从来没有提出这一

段生活的苦处。 1946 年他任台湾大学动物学系主任，

那里有完备的实验室和舒适的住宅， 但他jfi]念念不忘

他在上海手创的研究机构， 不↑白辛苦， 往来于台北、

上海之间。 以他的才能， 在解放前始终没有获得安心

工作的地方。直到解放以后他才以北平研究院生理研

究所所长的名义 ， Jt进7中国科学院。总之，朱洗在

任何困难下不消十1;'... 不等伴 ， (也随时随j也进行工作。

公家无钱时 ， 他自己拿钱买一点酒精和癫蛤膜， 工作

起来。 他热爱科学， 不计个人享受 ， 不计较地位， 这

些都是别人不可及和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治学上， 他有他的特忡 ， 就是终身坚持他的研

究路线， 目 不傍瞬。他在回J311时，向他的老师巴德荣

告别 ， 并请示以后他该做些什么。 巴德荣说 "我做

成熟受精工作一辈子没有做完， 看来你一辈子未必能

做完。"回国后 ， 他坚守师训 ， 他的研究工作不论是

理论或应用的， 始终集中在受精、 卵的成熟和单性生

殖上， 至死不渝。 当 19 52 年思想改造肘， 他的研究工

作被认为无用 ， 要他改作实际可应用的工作， 他一直

退让， 希望理论与应用的 工作 同时并举， 提出"双管

齐下"的建议，未被接受， 直逼得他放弃理论"单管直

下"地来专搞应用工 作， 才得通划。但尽管他在口头

上让步， 他对成熟受精的工作从未放弃。 不能公开地

做，他就悄悄地做。 i每天不让做， 他晚上傲。今天大

家所承认的他的伟大成就就是在这样的情 I[;T产生出

来的。

照这样说， 朱洗是不是为科学而科学， 不 Jfi;[国计

民生的科学家呢? 事实不然 ，他的高麻蚕、家鱼卵催生

和鱼苗养殖等工作的成果 ， 就是证据。 在我国生物学

界中， 我还没有看到几个像朱洗那样对国家对人民有

实际贡献的生物学家 。 尽管他默默无言地工作， 从来

没有喊什么理论联系实际等口号。为什么朱洗能搞出 ，

别人没搞出? 因实际问题并不简单， 并不是口头上破

囔就能解决的，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相当的水平。他

对我说过"深山觅宝要识索 ， 你不识宝 ， 只能空子

而回。 叫也又况 ， "能解决实际问朗 ， 首先要知道关键

所在 ， 胡子眉毛一把抓，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他的-~.:写了不少深入浅出的书。 平时他工作到

深夜， 回家后，总 要再写几百字歪1]千把字 ， 习以为

常。 不能否认， 写书 ， 罔然一部分为生活，但也不是

完全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普及。 在这方面， 他在练习

写作上和阅读友献五，付出了巨大的劳力。 1 942 年 ，上

海全部沦陷， 他回到家乡 ， 和几个朋友创办琳山农业

职业中学， 自任校长兼教员 ， 学生半工半读 ， 教师也

参加劳动。在山区开地 200 亩， 带领学生种果树今已

成林。 当时还没有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口号， 他却已

实行。 他以-个动物 学 者搞果树栽培， 居然成绩斐

然。这也是他子脑并用的一个范例。 他卧病在华东医

院时， 曾郑重地对我说， 上海可种无花果，如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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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 对农业生产有很多利益。 他临终还念念不忘牛蛙 ，

现在广东、上海(青浦)到处都在饲养牛蛙，他很关心，

他想能做到和蔼麻蚕一样， 写成一本小册子， 可以人

人照书饲养。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说明他不是关在实

验室专搞理论的人， 不是象牙塔内的科学家，

最后 ，赂说几句关于他的为人。一般人认为朱洗是

一个抱着纯技术观点， 不问政治的人。 他常常对人表

示， 他是一个不管事的所辰 ，其实不然。 外观上好象是

什肖极"、"无为的飞 但其内心却是非常积极的人。他

关心国内外大事， 关心所务， 并不亚于别人。我和他

同在华东医院治病， 朝夕聚晤将近三个月 ， 看到他热

心地阅读报纸及《参考消息)，热心地谈论时事。 谈起

所务， (他也除如指;革导草ι:与， {他也刘{他也的研究所 1中:斗书|归」的每一个研究

室或兰实:验室的二工工仁巳[f作(

他辛赳击:了一 !:1生itJJ， 只培养出不多的青年， 平时对青

年安求甚j蝉 ， 批评多于赞扬。因此 ， 一般人以为他不

喜欢培养青年。 实际上最使他伤心的， 是他一生中泣

，自找到更多的共同工作者。多年来他认为培养科学干

部，要采取一些特殊播施。 196 2 年春，我将去北京参

加全国政协会议之前， 曾到医院去问他有何意见，他

又旧事卓呢。我在政协会议上作关于培养科学干部几

(上接与S 195 90 

(1) 木瓜蚕白酶的切断部{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 胃蛋白酶的切断部位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 抗原结合部位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1)可形成结晶的部位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点意见的发言， 基本上是他的意见。 对于青年的培养

他是比任何人都重视的。

朱洗出身农家， 拿锄头，种田地， 是其本色。 fi

青年时代在法国工广中做了许多年苦工， 因此他的思

想作风都像一个地道的劳动者。他没有知识分子的

臭架子，没有大科学家的道貌岸然。对任何人，他都

谈得上，对任何人他都真诚相与。这是他为人的特

色。

1962 年 7 月 24 日他患癌症， 终因无法治愈而去

世。他的死是很痛惜的， 他有才能 ， 有强烈的工作愿

望， 有抱负。 一直到最近， 领导对他才有深切的了

解，如果不是他罹不治之症， 他以后的成就将是不可

限量。但人已死， 有何办法?但愿科学事业的领导者

从朱恍的死， 吸取经验， 对每个科学工作者进行彻底

的了解， 每个科学工作者也要使领导了解他， 互相了

解，使工作顺利开展， 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但愿科学

工作者， 学习朱洗， 在国家困难情况下 ， 不训条件，

不怕困难， 手 、 脑 、 口并用，坚持不懈工作。 但愿朱

洗的共同工作者及同行者 ， 继承和农;扬朱洗的事业，

毋使中断， 朱洗虽少E犹生 !

0962 年 8 J~ 写于上海 )

15 . 掠脂双向扩散试验中，根据其中沉淀线的形状判别 A、 B、 C 图中 Ag 1 和 Ag 2 元;

A 

(1) &11份榈闯一-一一一-一

(2) 完全不同一一一→一一一

(3) 完全相同一→一一一一一
三、回答问题(45 分 〉

B 

1.试阐述自 体免疫现象(主要生理性的)。

2. i式述抗原提呈细胞 (Antigen Presenting Cell)的组成和功能。

3. ì式解释jj'L休XllljJ }jU:~~( Af finity maturation ) 过料。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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