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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该方法在一粒小麦、回锥小麦 、 大麦 、

玉米、 黑麦等植物染色体上进行高分辨显带的

结果。AMD j去的流程主要包 括 :放 线菌素D和

秋水仙素共同预处理植物种子根尖 ， Ohnuki's 

液低惨，纤tÎÌ:去酶和果胶fj[J酶解， 3:1 的甲醇

冰乙酸固定液 181 定，涂片法 制片和 Wright

Giemsa 染色。 i主方法在多数实 验植物的染色

体上均显示出丰富的高分辨带纹。 在早中期，

多数染色休可显示出 10 条左右的清晰带纹。文

章还分析了植物染色体较难显示高分辨带或G

带的原因 ， :n 时论了放线菌素D在显带中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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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稳定的改良三铅染色液来

陈丈 ýlJ 钟秀容

(福州、|福建医学院电镜室)

用于电镜超薄切片的铅染液报道甚多，如

氢氧化铅[1 ] 、 拧橡胶铅 [ 2 ] 、 酒石酸铅 [ 3 ]末日三铅

染液[4]等。它们共同的缺点是较易形成碳酸铅

沉淀， 以致染液难以长期保存，且染色时又需

采取料到己措施防止切片污染。 最 近， Hanaichi 

推荐了一种 能 减 缓产生碳 酸铅 沉淀的改良

Sato 氏铅染液[ 5 ] ， 经我们使用效果颇佳， 现将

我们配和IJ 与使用该染液的方法介绍于下。

染液配制与染色方法

般烧拧攒酸铅将拧棱 酸铅[拘陈酸

铅， (C6H50 7) 2Pb3 . 3 H20]置于增塌， 在箱式

电阻炉(马孚炉 ， S.-4-10 型， 4 kW) 中，于

250
0

C锻烧约 45-6 0 分钟，至白色结晶转变为

浅棕黄色粉末。

二、铅染波配制 取般饶的拧攥 酸铅

0.20 g 、 硝酸铅 0.15 g 、 醋酸铅 0 . 15 g 、 拧攘酸

制 1 .00 g 、 去 CO2 蒸馆7]( 41 ml ，放入 50 ml 容

量瓶中，剧烈振摇 15-30 分忡 ，置扭声波发生

器中 5 -10 分钟，使之反应充分 ， 虽j炎黄色悬

浊液，再分 3-5 次加入新自己的 1 moljL NaOH 

(GR 或 AR)溶液 9 ml (每加一次均应混匀 ， 并

*本文承蒙梁平教授指导 、 íj3阅 ， 1革致谢意。

本文曾于 1988 年 10 月在桂林召开的"全同也

镜超切制样技术交流会"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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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声波助i三千 ) ，直至液体转变成澄清的j炎黄色

洛液， pH 约 1 2。旧好后置冰箱备用 。

三、 染色方法 少量切片可在蜡 盘上(不

需放 NaOH 颗拉)染 2 ~ 5 分钟; 大量 切片装

入染色盒[6] ， 直接放在小烧怀中， 将染液通过

做成漏斗状的捷、纸滤入烧怀 ， 染色 5 -10 分

钟 ， 染毕 i主边:充分洗去染液(时 间不宜长 ) ， 用

电吹风( EEa l贝球)吹干。

结 果与讨 论

本染液是由 Sato 氏三铅染液 [ 1 ]改进而来 ，

主要是使 !lj 了假烧 !t甘拧悻酸铅 ， 1'1.强合齐1 ] 拧 ;tt~

酸倒与铅j~i. ~i '~ 比例较 Sato 氏际法为 i句 ，故性质

较稳定， λ、易形成献酸铅沉淀。 据 Hanaichi 氏

报道 ， 1主染液贮存在盖紧的棕已蝶口瓶中，保

存于主肮下 ]!X冰箱中一年均未见沉淀物; 将新

染液与 Sa to 氏染被同时暴露于空气 ， 结果新染

液 3 小时仍然澄清 ，而 Sato 氏染 r-rU 小时 Þ!i J 变

m， l虫 。 我们仿此法将所IJ~~染液暴露空气 5 - 6 

小时才见 IS::!包结晶，而 Sato 氏染液 近 3 小时、

Reynolds 氏染液 2.5 小时 、 纯拧怯酸铅染j夜 1

小时就有结晶出现(以上均于 1 5 0C环境)。虽然

染液中碳酸铅沉淀形成比肉眼可见的结晶出现

早，但使用新染液染色的数分钟内 ， 可避免因

接触空气中 COz 而污染切片，故无需特殊防污

染措施 。 贮存的染液也不需加- IT~~液体石蜡隔

绝空气 ， 避免了染色时液体石蜡污染i'l甘可能性 。

因此， 若ta1it. iJ1 {-!}l]适宜 、 染?夜 ricítJi!妥当 、 染色

切片清洗充分， 则 切片杂色干 ì~1 污染比以往使

用的'染被明显减少; 而该染液染色力强， 约染

2 分钟可获得足够的反差，旦 结构清晰 (图版) 。

假饶的拧楼酸铅是染液中最主要的成分，

原文仅介绍经 2 0 0~/ 30 0 0C假烧数小 时 呈浅棕

黄色而成， 我们经多次试验技索出适当的锻烧

条件(见表〉。 从表中可看出学握好1m烧条件很

重要 ，只有 j.ffi tUj "火候"与恰 iJí !.j'~ 时 间 ， 才能胶

制所需的铅盐。虽然;政 1ff~ jj~l 拧悻酸铅都有减缓

产生碳酸铅沉淀的作用， 1且呈阳Tilt 色铅盐所自己

制的染液， 置宝{ìi\A l. 5 个月就逐渐出现混出现

象; 呈棕黑与灰黑色fJJ盐的染液 ， 却有许多炭

化沉淀物会污染 W J:'I ; 而只有限烧旦浅棕黄色

的铅盐最为适月j 。

般烧条件比较

i 干 燥箱 | 电阻炉
烛烧条件 一一一-一一 l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丁丁一→二二 -一-_.一一 →一 →一一一

200℃ 8 h l 2WC 2 μ250"C 旷-4 5 ' I 2讪 'C ，J5'-6 0 ' i 300C旷

铅盐颜色 微黄 i 浅黄 | 黄 i 浅棕黄 「豆豆工再
一一一一-一一-.户一…一可二甲十

l把 ;bl! 染液时 ， 为减少染液中 CO ;- 的浓度 ，

应使用去 CO2 菜馆水 ， NaOH 最好使用 GR 级 ，

至少 AR 级 (GR 、 AR 、 CP 级 NaOH 试 剂中

Na2C03 含量分别是 1. 0% 、l. 5 % 、 3.0%);

NaOH it~夜织分数次加入混匀 ， 子 i二借助íJ于超声

波 ， 以使铅盐最终能完全溶解。 为减缓碳股铅

形成，应注;在瓶口的密;:;!]性，且将染?在贮于冰

箱。染?夜若分装于小瓶使用 ， 石]避免因多次吸

取， 而致使整大)旺染?夜污染。

摘 要

本文介 : : ;1 )、民饶中ì' 陀股 f{tJ工

良三铅染沽，其性质较1{~定 ， 暴露空气 3 - 4 

小时未见碳酸铅结晶形成z 切片染己干净， 细

胞结构清晰、 反差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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