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样品制备的两种寇向包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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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乍电镜观察的植物样品的制备，一般只

能将植物样品平放在胶囊底部包埋。如果需要

观察植物组织一定部位的细微结构，例如观察

叶片或根的横断面的组织超微结构等，则一般

包埋方法就不适用，即或在粘稠的环氧树脂中

植物样品也是不易直立的，这只有采用定向包

埋方法。

n. E. 朱厄咱等 (1970) [1]在《植物电子显

微镜技术》一书中以及串田 弘(1970) [2] 在

‘电子显微镜试科技术集》中都曾介绍了"平底

容器包埋法"，该法可进行一次包埋，也可进行

二次包埋。但样块从平底容器中~J离出来后还

要锯成适合于切片机样块夹具或适合于在标准

胶囊中再包埋的形状则是既费时又较困难的.

旦旦朱尼咱等还提出用不受溶媒影响的"Da

rolux"胶将组织样品粘到一硬纸条上卷曲装入

胶囊以达到定位目的。中本直和八田隆行

(1970) [3J报道用细管包埋的方法，即把组织

样品装入细管以达定位。这两种方法都是一次

钮埋， {旦前者需要的"Dal'olux"胶国内不生产。

后者所用的细管需要洁洗，对某些难以渗透的

植物材抖来说 1 毫米 x 1 厘米样块过大些，而

对 1 毫米 x 1 毫米样块就不适用。

我们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条件，试验了

"钻孔包埋法"和"简捷包埋法"。经过试验应

用表明，这两种方法能达到良好的定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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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比较稳定可靠，现介绍如下:

…、钻孔包理法

先在胶囊中注入三分之一左右环氧树脂，待其聚

合硬化后，用直径1. 5 毫米麻花钻头沿着胶囊民轴1:1二

环氧树脂上钻一孔，孔钻到距胶囊底 1~2 毫米停止。

然后把残存在钻孔中和胶囊中的环氧树脂碎屑除净

(可用橡皮球吹，这样可避免在第二次注入树脂聚合

时两次树脂之间产生界面〉。再注入环氧树脂于钻孔

中，用小于直径1. 5 毫米的两端圆滑的金属棒或玻璃

棒插入孔中贴着壁由下往上搅动排除汽泡，接着把经

过固定、脱水、树脂渗透处理过的植物样品按照制作

者所需要的方向定位插入孔中，最后将胶囊全部注满

树脂聚合。该法包堪的植物样品叮取长条形的，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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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聚合

第一次充合

植物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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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钻孔包理示意

(8)简捷包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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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一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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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 x 1 毫米的小样块更合适(图 1A)。 品是与胶囊圆心的长轴相一致的。卡片纸可事先用铅

采用该注之前，需要准备一钻孔工具，将市售手 笔注上处理样品的名称或编号，样品快就不致棍乱，

摇钻用支架固立，在钻头前方做一个正对着钻头并可 此种方法对于植物根和维宫'束的横切立位是十分方

进迅移动的胶囊槽即可E图 2 ]。 便有效的。此外，对 f某些需要;之位的特殊部位，在

二、简捷包理法

这种方法不需什么工具装置，而且是一次包埋。

具体方法是g 用较厚的硬纸卡片(硬纸卡片事先放在

干燥器中干燥) ，按照胶囊内径和短于胶囊圆筒的长

度，剪成长方形，在长方形卡片的任一短边的中间部

位用引在硬纸厚度的平面上纵向地戳一孔，然后把经

过树脂渗透的植物样品插入孔中，再将长方形卡片纸

插入胶囊中并注满树脂聚合。因为长方形卡片纸的宽

度与胶囊内径-致，所以插入卡片纸的长条形植物样

切取组织块时，可将所需部位放在长条组织快的一个

末端，这样也能达到定位的目的(图 l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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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自制的超薄切片机液槽水面调节装置

赵京张和民肖荫l手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细胞主电镜组〉

在作电子显微镜超薄切片时，液槽内水位

调节常常会遇到麻烦。槽浪过多时，往往会从

刀口部位溢出 ， i占湿了标本块面，致使切片无

法ill行。这样只能用施纸吸干溢出的槽液，调

节;在槽;K位。如果污染了刀口，就不得不更换

新刀，重新调整块面与刀口距离，才能续继切

片; :(~:议情内水位过低，又不能j占湿刀口时，

切片又会j:)ì:积在刀口立不能展开，也造成切片

工作元法进行。目前我闯进口的各种超薄切片

机， l夜悄的注;K器大多采用医用注射器，用它

注水虽然可行，但使用不便。准确地控制水位

高低和水量也是一件细致而麻烦的工作。

我们实验室最近在 LKB-8800 型超薄切

片机 t做了一个液，懵水面调节装置(图 1)。通

过它可以使液槽中水面在切片前和切片过程中

迅速而准确地调节。

将一个 ItJJ宅升(大小可根据需要选定)注射

;~~装迦-υ1、巳乍 ;jjlJ好的有机玻璃套筒内。月~ jJ~ 

图 1 液槽水面调节装置圈

图 2 连射器装置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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