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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足 主幻红1 >失J尖二υj光1tf〉， )日二占综尖光。 l主些销点使不同目的

的实验设计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总之 ， ;(,1 FACS 的应用来说，检测细胞存

活的 PI 和 FDA 两种染色法是十分有用和必要

的裴本方法。

描 要

本文比较了 }I] P1 1，门 FDA 两种不同染料，

j才1i二t FACS 米;生出'i~ffl rlr( I构 Ui，\ ， ，h:明[饲料不同

染和!所得结果均能岳矶j lμIj~Hn 哇! 存活的情况，

而且的者的结果是一 业丰rl ~主定的。并讨论了这

两种方法应用于 FACS l金测中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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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留一种显示小型寄生线虫染色体的方法

一利用马来丝虫虫卵制备染色体

王花花 x~ 珊新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

在利用 马来丝!.tl. 生在l腮 il ílJ备染色 休的同 卵染色体图象(见囚 ) 。

时，以该跄虫子宫内虫卵为材料， 对 Imai i去 [ 1]

加以改动~ HJ~:探索j!J I J 备丝 :p，染色休的方法，

获得较满意的效果。 操作步骤如下:

1. 将马来丝虫雌虫置于培养液 RPMI

161\ 0 + 20%小牛归清( 含 4 ~lg/ml 秋水仙 r&ì. )中

37 'C培养 4-G 小H宁 ， IfR I{" !É.休置解剖镜下，

用解剖针'取出血体子宫的前面部 分J 2. 放入

0.6 % 拧核酸't i斗中低j参 30 分钊1 ; 3. 置实验材

料，干一千古洁的技玻片上，稍微倾斜玻片， 在玻

片上滴约 0 . 5 ml 珩鲜的罔定液 1 (冰醋酸 · 甲

醇 : 菜馆7]-\. = 3 : 3 :4) ，使!预定液缓慢地流过材

料， 由下端排出; <1置玻片于解，剖镜 下， 开!

?商 管力n ?， 滴上述 |η定液于材料上，并迅速撕破

子宫，虫 91') 迭出而分散J 5. 在材料干前， 加

3 1商新鲜的固定液1I (冰醋酸 : 印醉 = 1: 1), 

3 0 秒1百将收j t倾斜除去固定液J ô . 立即力l1 ì*

醋陵 3 1商 ， 约 30 秒后除去冰酣酸， 平放玻片 ，

空气自然干燥; 7 用 1 0%姬氏液染色 15-20

分钟 (pH 6 .8 磷酸缓冲液)， 即可获得丝 虫虫

图 示马来丝m受精卵分裂r，~期相当秘色体
(2n ", 10 ) 

i亥方法较?在Ki~方法[ 21简易 ， 由于省去了离

心过程，从而避免大量细胞丢失。因而，此法

尤其适于 1111J备小型虫休U~色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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