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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切片套片法

肖 露 王玉之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超薄切片-捞取方法很多， 近年来， 我们采用铅金

丝环套片法 ， 与目前采用的115片法和水底捞片法相比 ，

具有较多的优点。

钳金丝环套片洁操作简单， 易于学握， 而且能使

切片平整地铺在铜网中央。 沾片法易将带状的连续切

片打乱， 切片也往往有皱?斤。水底捞片法， 固然可以

使切片保持平整， 但操作不易掌握， 对于缺乏经验的

新予来说， 很容易将切片挠'偏，即使是熟练的操作者 ，

也X侄子把漂散的 切片拴在铜网中央。用铀金丝坏套片，

无论是i边连3主二续 f切切3刀UJ尸片J寺t ;川J丰带;

在铜网中央。不至切片多少的限制， 成功率较高。

袖金丝坏的íulJj乍方法很简单。 取直径 。 .1 毫米的

铀金丝， 做成不同规格的环， 最大直径的环，不得超

过铜网大小(直径t':J 2 . 5 毫米〉。把做好的环烧按在玻

璃棒上。切片少时选用直径较小的钳金丝环(小于 <:!.5

毫米直径的环) I 切片多时则选用直径较大的铛金丝

环(直径接近于 2.5 毫米的 环) 。具体选择视情况而定。

具体操作是， 左手持眉毛笔， 将切片带或漂散的

切片集中于水槽中央。 右手持有铀金丝坏的玻璃棒，

将钳金丝环平放 ，准确地套丘切片土。旋转玻璃棒 ，使

拍金丝坏的平面与水面呈 1 5
0

j;jJ_L 。 轻轻挺起妇金丝

环。把带有ï'J()民H司切片平稳、 j位 i的j j也放在i而有支持膜

的铜网上， 待水膜i汲附在钢网土!己 ， 轻轻捉:恒生自金丝

环。如果套片时切片捞不起来， 可能是由于铀金丝环

上有污物。 把红l金丝坏放在酒精卫丁上扫一下， 然后浸

入干净的蒸饱水中 ì?t洗干净， 豆莎「使用。

一一 … … … -
纪念 Robert Hooke 诞生 350 周年、上海市细胞生切结学会成立

18 8S i l-: 7 月 18 日 _ f". 'F- 中 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和上海细胞生物学学会筹委会在上沟联合 召开了 "纪念观克诞生

350 )均年旦_UífiìJ~fII J归 d.:.物学学会成立大会飞 lil邱 会议的-市上海市科协代表、 :(L: Û ~ I 公 )Jfl I j 1 ! :U~1l 1 JJf.l生物学学会第

二届三次主巴 士兵会的Hli ~j:i 1z.上海J山~会员共 1 50 余人。 上海市利协付主席刘山才 Il J长作人权段、 I:U，，';比仅搜!当边5'1JO

了会议。

大会由中 !lj细胞生物学学全 也!U 七二炕主主挠。 上;'h细 !也 /'二物学研究所各誉所 民:庄学 i.~;H:所 i己王亚可'1:分别作了

(.从胡克到细胞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发展趋势"的报告 。

报告之码 ， t月兆庆同志 lé'J代表们汇报了仁1f!J il:í细胞生物学学会的筹备经过， 之{ .rJ~ 丁 J.:. i与 '， ÌJ 别弘|办主"关于同

意上海市细胞生物学学会边立"的批复 ， :Ii二宣布 丁 7 月 6 日出会员通信边举理事的结果2 丘孝J忠、 地王富、 李文安 、

汤雪明 、 陈丽远、 白:水华 、 张志鸿 、 唐:惕 、 王 代学、 黄世梢、 沈大棱、 严缘昌 、 胡 ;J l~庆 、 比延斌、 l峰J电兮5号a 民立丰~Ij占趋i

炼等 l刊6 位同王洁志七豆;当迫y却j上海细E胞包生物学学会;理应因阻1斗φ寻牛亭寻争J耳F。此外考虑到j开展生物教学的高雯 ， 为中字放师 保臼理学各在Di一

名 。 接着 h母 ïlT科协{寸主陀刘吉在会上让|话 ， 对 上海细胞生物学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下午举行了上海细胞生物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推选庄三李德任 j亚 平坛 ， /元二~'1圳 、 巳: 1五 iJí~ 卫Jl ~Þ

长、胡兆庆任秘书民。 ) 1 )A -tii':而与世-及二方而 ì't ì合丁子F民年术活动等亏的、L .

Uvi;己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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