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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裂相。本方法为直接检测理化因素对子代

的遗传效应提供了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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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切片染色后一种简易快速的洗涤法

林亚尿

〈杭州大学生物系〉

超i\~ 切)午在电镜观察之前染色这一关是比

较麻烦，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关。现在 LKB 公司

虽然已经生产出一种超薄切片自动染色器，每

次同时能染色 25 个铜网，给超薄切片染色带来

了很大的方便。但是该仪器价格昂贵(近一万美

元) .很不经济。因此目前大多数工作者仍以传

统的方法进行染色，即液i商染色j去。但用这种

传统的方法染色是很麻烦的，尤其是在染色后

进行洗涤时更令人厌烦，染色后的切片经重蒸

馆水的多次洗涤后，必须用滤纸把银子和铜网

上面的水分吸干，否则银子就会吸附铜网，易

造成切片的污染。并且这种方法费时费力，特

别是遇十儿个甚至更多的铜网一起染色时，由

于洗涤的速度憬，就使同批切片中前后染色的

时间相差很大，染色效果不一样。为了减少这

种时差，达到较均一的染色效果，本人在工作

中简易了这种洗涤法，洗涤既快又好，且不易

造成污染。具体方法如下z

一、准备好两只清洁的小烧怀 (50 毫升) ; 

两只培养皿l(直径为 10 厘米) ，定性滤纸〈直径

为 9 厘米)。将两只小烧怀分别盛满重蒸馆7]<.，

在一只培养皿中放一张施纸，先用蒸馄水洗一

下，然后盛满 ill蒸馆水(不宜太满);在另一只

培养皿中放置 2 一 3 张干燥的语:纸待用。

二、 ?11 切片用醋酸铀 (70%酒精或 70% 丙

酣饱和浪)在宗温 (20←25 0C)下染色 30-40 分

钟后，用镇子夹住铜网边，先在两只小烧怀中快

速洗涤几次〈图 1 ， 2) ，然后将切片面朝上放入

培养皿中水下的滤纸上(图 3) ，注意铜网必须

在接触滤纸时镇子才能放松，银子切勿早松开，

否则易使铜网漂浮。当一批十几个或二十几个

的铜网经上述方法全部进入梢养皿水下的滤纸

上时，就可用摄子夹住据:纸的边缘，按 30 度的

只斜面慢慢往上提(图 4) ，离开水面，置于另←

盛有干燥滤纸的培养皿中(图 5) ，这样铜网上

的水分很快就会被滤纸所吸干，然后可进行下

一步的染色，即进入拧攘酸铅染液。在室温下

用拧棱酸铅染色 15 分钟以后，再用上述洗涤法

将切片上的拧棒酸铅余液洗去。铜网经干燥后

置铜网盒，待电镜观察。

采用这种洗涤法，简单易行，它既省去了

用滤纸吸摄子上水分的这一步骤，又消除了镜

子吸附铜网的现象，这样就可以很快地将二十

几个铜网在几分钟内洗涤完毕，并且当铜网置

于水中时，还有一个继续洗涤的作用。

此法适用于用液滴法染色的切J片，也适用

于用多孔架染色?去染色的切片。切片也可直

接置于铜网盒中加染液染色，然后用此法洗

涤。

作者自从采用了这种恍涤后，用 Epon 812 

包埋所制的超薄切片很少出现有污染的现芽，

得到了良好的较均一的染色放呆ω 但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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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洗涤，有两点必须注意: (一〉铜网置入

培养皿水中的滤纸上时，不同的材料应按次序

分开放置，切勿混和，或先在滤纸上作好标记F

(二〉滤纸带;同网出水面时， 要小心， 慢慢往

上提，不要让铜网离开惊纸。此外，还应注意

切片在水中的时间不能过长，因此每次染色，

铜网不宜太多，一般不要超过 30 个。只要注意

了这些问题，一般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另外，切片在醋酸铀染液中染色时，最好

能用黑纸或纸盒子遮住光线，这样醋酸铀就不

会因光而产生沉淀p 当切片用拧棱酸铅染液染

色时，如能在操作箱中进行，用上述这种洗涤

f@s 

切片染色后快速洗涤法示意图

法洗涤，效果则更佳。如果没有操作箱，只要

操作熟练同样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用发环捞取冰冻蚀刻复型膜

龚忠·萍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也镜室〉

发环是实验胚胎学术中常用的工具，用来

割取胚胎组织"在电镜术中也曾有人用来捞取

超薄切片，将之放到带有支持膜的铜网上，但

目前各实验室都不采用此方法。

生物组织冰冻蚀刻复型膜同样需要将膜捞

到铜网上才能进行电镜观察。原来我们采用吸

管捞取法，或用铜网捞取，结果发现在频繁的

清洗过程中，复型膜往往粘贴在玻璃壁上，或

铜网边缘上，容易丢失，损坏。现在我们改用

发环捞取法，操作简便，复型膜不易丢失和损

坏，基本上克服了上述弊病，是捞取冰凉蚀刻

复型膜比较理想的一种小工具。

发环具体制作如下z

t立一根约 120 毫米长的细吸管，使它的一

端开口尽量细小。把γ根比较细而软的头发，

在双筒镜下，塞进细端，做成环状。先将头发

的一端塞进细孔中，然后再塞另一端，把头发

尽量塞得深些，使发环外露3-4 毫米的适当

2 

图发环示意图

长度，使不易脱落(图 1 )。或者，用弯曲的发

环，可以在塞进头发之前，用微火焰使玻璃细

端弯成适宜的角度，然后塞进头发(图 2)。最

后，熔一小块石蜡将头发封牢，把玻璃管的细

端连同发环置入熔化的石蜡中，使石蜡借毛细

管作用进入细端，凝结在发环上的石蜡在凝透

后一碰即掉，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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