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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家畜全身主要骨、关节

和骨性标志的识别



• 目的要求 在标本、活体上识别牛

（猪）等主要的骨、关节和骨性标
志。

• 实验材料 牛（猪）等的骨骼标本、整

体骨架标本、活牛。



• 实验步骤

1、在牛（猪）等的骨骼标本上识别头骨、

躯干骨、四肢骨的主要特征；兽医教学参
考,兽医临床交流,犬病辅助诊断系统。

2、在牛（猪）等的整体骨骼标本上观察头

骨、躯干骨、四肢骨的位置关系，前后肢
的主要关节。
3、在牛（猪）等活体上识别前后肢的主
要关节和骨性标志。



• 技能考核

1、能在牛（猪）等的骨骼标本上正确识
别头骨、躯干骨、四肢骨的名称，并能
区分四肢骨的左右；兽医教学参考|兽医
临床交流|犬病辅助诊断系统! 
2、能在牛（猪）等的整体骨骼标本上识
别躯干、四肢关节。



牛全身骨骼



猪全身骨骼



犬全身骨骼





实验二 小型动物透明骨骼标本的制作

• 实验目的
学会小型脊椎动物骨骼标本制法。

• 实验原理
脊椎动物的骨骼是包裹在皮肤和肌肉中的，

不能直接观察到。假如设法除去它们的皮
肤，用药物使肌肉变得透明，如果再用药物
使它们的骨骼染上颜色，效果更佳。



• 材料器具

小型脊椎动物如鱼、小白鼠及胎儿；解剖
器，标本瓶，玻璃片，注射器，绳；95％
乙醇，氢氧化钾溶液，茜素红，甲醛，过
氧化氢溶液，纯甘油。



• 实验步骤
• 1.取材 新鲜的小型脊椎动物，如鱼、蛙等，长度在

10～20厘米，以活体为好。

• 2.固定 材料洗干净。如果是鱼，应该先去鳞，再洗
净。然后，放入95％乙醇中固定1～2天。如果材料已
经用5～10％甲醛液保存过，则要用清水漂洗后再浸
在95％乙醇中，使它充分固定。

• 3.去皮 用解剖器剥去小动物的外皮。

• 4.脱脂 把去皮后的标本用绳缚在玻璃片上，整理好
姿势，浸在3%重铬酸钾溶液中几天，除去材料表面
的脏物和脂肪粒块。当溶液变混浊时，更换新液，直
到溶液不混浊为止。取出标本，用清水洗干净，再浸
入95%乙醇中脱脂一周左右。



• 5.透明 标本转入20%氢氧化钾溶液中。一周左
右，见肌肉呈半透明状态，里面骨骼隐约可见，
即终止透明。

• 6.染色 把透明后的标本浸入0.01%茜素红染液中
2～3天，到骨骼染上红色为止。

• 7.褪色 先把标本放入2％氢氧化钾溶液中浸1天，
然后转入褪色液中10天左右，到肌肉上的颜色褪
至淡粉红为止。

• 8.漂白 用稀过氧化氢溶液，浸至肌肉完全透明，
骨骼呈紫红色为止。

• 9.保存 先用注射器抽去标本内的气泡，再放入纯
甘油中保存。









实验三、显微镜的构造和使用
方法，组织切片的制做程序



实验目的

1.掌握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及使用方法，
培养同学们观察、比较、分析、综合各
种客观现象的思维方法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

2.了解组织切片制做过程，有助于观察
切片，并验证和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



一、一般光学显微镜的构造及其

使用方法和保护

（一）光学显微镜的构造　

一般光学显微镜的基本结构

包括两部分：机械部分和光学部分。

实验内容



１.镜座

２.镜臂

３.载物台

４.镜筒

５.物镜转换器

６.粗调螺旋

7.微调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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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部分
主要包括
下列部件



光学部分
主要包括
　

1.反光镜

2.聚光镜

3.物镜

4.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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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学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低倍镜的使用：
1.对光：转动粗调节螺旋，降低载物台；旋转物镜转换器

，使10倍物镜头对准镜台孔；然后升高聚光镜，
打开光圈，将反光镜的凹面对准光源，直至视野
明亮为止。

2.将要观察的切片放在载物台上，固定好，并将要观察的
部位移至中央。

3.调焦距：旋转粗调螺旋，升高载物台，至物镜距玻片约
0.5cm时，再缓慢降低镜台，直到看清图像为止。

4.调节两瞳孔间的距离：一边用双眼自目镜中观察，一边
用双手握住两个目镜管，前后或左右移动，直到
双眼看到一共同视野为止。

5.为使右眼图像更清晰，可轻轻转动微调螺旋，欲使左眼
图像清晰，需旋转镜管长度调节环。



高倍镜的使用：
用低倍镜看清图像后，将要进一步放大的结构移至视

野中央，一边从侧面观察，一边旋转物镜转换器，将高
倍镜头对准镜台孔；升高聚光镜，将光线调节到最亮的
程度；然后，稍微转动微调螺旋，即可观察到清晰的图
像。

油镜的使用：
用低倍镜看清图像后，将所要观察的结构移至视野中

央，在标本所要观察的部位滴一滴镜油，旋转物镜转换
器，将油镜头对准镜台孔，使油镜头下端与镜油接触，
然后，轻轻转动微调螺旋，即可看清物像。使用油镜时
，应把聚光镜的光圈充分开大。 用完油镜后，必须用擦
镜纸蘸清洗剂，将镜头和玻片擦净。



（三）显微镜的保护　

1.搬动显微镜时，应该用右手握镜臂,左手托镜座，平
贴胸前，以防撞碰。切勿用一只手斜提，前后摇摆。

2.每次使用显微镜前，要检查显微镜的主要部件有无
缺损，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使用时，要严格按操作
程序，正确地缓慢移动有关机械部分。

3.禁止拆卸显微镜的各个部件，更不允许与其它显微
镜对换，以免安装不当影响观察效果。

4.如镜头表面有灰尘，应该用擦镜纸擦，不允许用口
吹、手指抹，或用其它纸、布擦。

5.显微镜用完后，将4倍镜头对准镜台孔，升高镜台，
降下聚光器，打开光圈，盖好防尘罩，放回原处。



（四）标本观察注意事项
1.取切片标本时，一定要认清标本盒的反正，其正面
（有字的一面）朝上，方能打开盒盖。按号取出标本，
用完后，按号放回，损坏要赔偿。

2.观察标本时，先用肉眼观其大体形态，再用低倍镜观
其一般结构，需要进一步观察的部位，换用高倍镜，
一般不用油镜。放标本时，一定要使有盖玻片的一面
向上。旋转调节螺旋时，动作要轻;低倍镜换高倍镜时
，注意不要使镜头碰到切片。

3.观察切片时，注意力要集中，密切联系课堂所学理论
，有步骤地进行观察。要求课前复习有关理论，预习
实验指导，以便在课堂上作到主动。



4.观察标本时，要注意组织细胞的断面形态与立
体形态的关系。同一细胞或组织，在不同的断面
上，其形态不一样。



二、切片标本制作
　 制作光镜组织学标本最常用的方法是石蜡包埋切

片法,即用石蜡把组织块包起来，使组织变硬，便
于切薄。其主要步骤如下：

1.取材、固定
取材一般在动物死后2小

时以内取。将取下的新鲜的
组织块迅速投入固定液中进
行固定。固定液常用10％的
福尔马林。固定的目的在于
使组织中的蛋白质迅速凝固
，以停止其死亡前的变化，
从而保持标本的结构接近
于其生前的正常状态。



2.脱水、透明、浸蜡
固定后的组织用水冲洗后，组织中充满水分，妨碍

石蜡的侵入，必须用不同浓度的酒精将组织中的水分
脱净，这一过程称为脱水。脱水后组织中含有酒精，
仍不能与石蜡相融，要用二甲苯或氯仿替代酒精，组
织经过二甲苯后呈现透明状态，这一过程称为透明。
把透明后的组织块投入融化的石蜡中浸润，使组织内
的空隙充满石蜡，产生一定的硬度，这叫浸蜡。



3 .包埋、切片
浸蜡后，把组织块放入装有溶化的固体石蜡的包埋器

中，待石蜡凝固后，组织块便被包埋在里面，成为蜡块，
这一过程称为包埋。把包埋好的蜡块修好，粘在木块上，
便可放到切片机上，切成5--6um厚的薄片，然后贴在干净
的载玻片上，置于50℃左右的温箱内烤干。

蜡块

粘好的
木块

载玻片

包埋器



4.染色、封固
贴好的切片，经过脱蜡、酒精侵水等过程后，即可进行

染色。常用ＨＥ染色法。苏木素是一种碱性染料，可使组
织细胞中的酸性物质（又称嗜碱性物质）染成紫蓝色，如
细胞核中的染色质等；伊红是一种酸性染料，可使组织细
胞中的碱性物质（又称嗜酸性物质）染成红色，如多数细
胞的细胞质、核仁等在H&E染色的切片中均呈红色，很易跟
细胞核区别。染色后，经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即可封
固。 封固时,在切片标本上滴一滴树胶，盖上盖玻片，干
后即成为既可以在镜下观察又能够长期保存的标本。

HE染色、封固后的切片

标签
载玻片

盖玻片

组织标本



三、切片观察及绘图
绘图时，要选择结构清楚的部位，不要抄画，也

不要乱画。图上的注字要清楚、端正。图的布局：

中等动脉横切片，
HE 染色，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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