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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体式显微成像系统的结构, 在药用植物学分类实验中的应用及给实验教学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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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学是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学习生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中药资源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学科。

它是一门来源于实践的学科, 其实验性、直观性极

强。其中植物分类学部分更是如此。故提高植物分

类学实验的教学质量在整个的药用植物学教学活动

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开始学习时出现的现象

学生在刚刚接触植物分类学内容时,往往会产

生二种现象,一种是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知道了日常

所吃、穿、用的许多植物的科学知识,如学生知道了

它们都有科学的名称,科学的分类,同时学生也想知

道我们使用了它们哪些部分? 它们的内部构造是如

何的? 另一种现象是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动手欲望,

他们很想了解大自然中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花, 它

们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 他们之间有何不同? 这

两种现象的出现, 说明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兴趣。在

多年的教学中, 笔者体会到,保持和提高学生的这种

兴趣,决非易事。它除了教师的辛勤劳动外, 还有一

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教学方式和教具的不断改进和提

高。此时,如果在分类学实验中,由于实验仪器设备

而造成学生不能很好地观察到实验结果, 不能验证

理论知识,将会极大地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影响

教学效果。。

2 药用植物分类学实验中常出现的问题

药用植物分类学的重点在被子植物分类, 被子

植物分类在理论上要求掌握的知识主要是各科的特

征,而被子植物科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花的形态特征。

在实验课上要求学生使用解剖镜观察、记录花的形

态特征。在这一过程中, 由于受到仪器和材料的影

响,随之而来学生就会产生一些疑虑。比如学生经

常提出野葫萝卜的子房是几室? 子房室数看不到如

何判断心皮数? 为什么我看不清白玉兰的胚珠数是

2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

因,一是学生使用解剖镜不熟练,二是材料没有解剖

好,三是由于解剖镜使用时间长, 清晰度下降,四是

许多材料受季节影响只能使用浸泡的材料,造成观

察困难。这些问题积累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

为了解答学生的疑问, 实验课老师要不厌其烦地给

每个同学解剖出一个好的材料, 帮他调好解剖镜,指

导他观看,但即便是这样,仍有一些学生感到看不清

或看不到,这当然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但另一重要原

因也不可忽视,即一般的解剖镜其分辨率和放大倍

数是有限的,妨碍了初学学生的观看。

3 体式显微成像系统的应用

3. 1 体式显微成像系统的结构

针对上述现象,实验室在 1999年购置了一台体

视显微成像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一台体视显微镜和

一个摄像头及一般的彩色电视机组成,体积不大,实

验室都有条件安装。使用此系统时与解剖镜相似,

可以进行实物解剖。其中体视显微镜双目镜配有

10倍和 20倍的,而物镜则是连续变倍的, 1~ 15倍。

有一外光源, 其亮度和方向均可调节。在体视显微

镜的上方安有一摄像头, 摄像头的另一端连接彩色

电视机, 这样在体视显微镜下的整个操作过程和解

剖结果都展示在彩色电视机上。体式显微成像系统

主要用于演示给同学在解剖镜下不容易看清或难以

解剖的结构。

3. 2 体式显微成像系统的使用

在使用体式显微成像系统时, 我们根据不同的

材料和不同的要求演示不同的过程。例如木兰科植

物白玉兰,花大,花被片、雄蕊易于观察和解剖, 心皮

多数离生也容易观察, 但同学在解剖雌蕊时容易出

错,常常把锥形的花托一起横切或切片不好而看不

到子房室数和胚珠数, 此时老师会利用此系统演示

子房的正确解剖方法, 即用解剖针或镊子的尖端把

一雌蕊由基部从上而下轻轻地从花托上剥离开来,

由于其胚珠着生于子房的基部, 这样一来胚珠就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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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托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子房室数为 1,每室 2个

胚珠。对于一些花小的植物, 学生观察较困难,我们

会把花的整个解剖过程都演示出来,例如伞形科植

物野葫萝卜,其花小, 结构较为复杂,在体式显微成

像系统下,先把花倒置可看到 5个不明显的萼齿, 再

正置花看 5个分离的花瓣,把花瓣剥离掉, 可看到 5

个雄蕊,剥离掉雄蕊, 可看到柱头 2裂, 有一大的花

盘,花盘与花柱合生为花柱基,子房下位, 最后横切

子房、纵切子房, 可知子房室数为 2,每一子房室胚

珠为 1枚。这样整个的解剖过程和解剖结果, 都可

以在彩色电视机上看得一清二楚,达到较好的实验

效果。

与一般的解剖镜相比它有以下几大优点: 一是

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在使用时只要插上电源, 调好

光亮度即可使用。二是使用这一系统不需要把材料

进行特殊的处理和制片, 一般新鲜材料及浸泡材料

均可, 非常适合课堂教学中做演示。三是放大倍数

较大,清晰度高, 视野大便于学生观看, 特别是对那

些花小的植物或浸泡的材料, 效果显著。由于花小,

学生在解剖时普遍感到困难, 影响学生做实验的积

极性,学生通过观看此系统,打消了许多疑问。四是

可以演示整个的解剖过程, 提高学生的解剖能力。

在每一次分类实验中,尤其是被子植物的分类实验,

针对学生对某种花解剖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老师利

用此系统做一全面的解剖过程, 学生就可以在电视

上清楚地看到老师是如何解剖每一个结构的。因为

对于初学使用解剖镜的学生, 不能很好地控制解剖

镜下的双手,有时同学眼睛要移开镜子,看着自己的

双手才能解剖, 一旦从解剖镜下看到双手就指挥不

了它们了,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让同学多观察

教师的操作,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

3. 3 使用体式显微成像系统的益处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体式

显微成像系统在植物分类学实验教学中, 给我们提

供了许多便利,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实验

课的教学质量。体式显微成像系统带给我们的益处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图像更大,更清楚且便于操

作和观察,由于使用的是彩色电视机,故图像与自然

界中花一样五颜六色, 异常美丽。每一结构中的细

微之处都可以使用局部放大的办法增加放大倍数,

直到清晰可见。如果材料的方位不易观察,不必移

动材料, 只须调节光源即可。 � 大大减小了实验老

师体力上的消耗。老师只需对一材料操作一次, 学

生们就都能看清, 效果比以前好。而以前,由于各种

原因老师总是不停地帮学生解剖材料, 做成合格的

片子,一个实验下来腰酸背痛。有时还不能保证每

个同学都能很清楚地看到结构。当然, 实验老师并

不是一上课就演示给同学看,这样有些同学自己就

不再解剖, 而是首先指导学生自己操作, 发现问题

后。在适当的时间集中演示。这么做, 对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能力和实验技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每次分类实验,同学们总是积极

性很高,认认真真地做解剖,总想做一个片子象老师

演示的那么清楚。有些同学做完老师提供的实验材

料后,就到校园内采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花,自己解

剖或请老师用此系统演示给他看, 学习的热情较以

前明显提高。�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务实精神, 没

有此系统时,有些材料由于太小, 加上浸泡时间长,

的确很难看清其花中的子房室数及胚珠数,遇到这

种情况,老师只能根据自己以前的解剖结果,告诉同

学。这样一来,有些同学就会认为老师也没有看到,

这个东西就是看不到。老师是看书后告诉我们的。

甚至认为老师是随便告诉我们一个数字。有了此系

统,使许多模糊的结构变得清晰可见。同学们也就

认为这些结构都是有的,不是随便说的,有时看不到

可能是仪器或其它因素的原因造成的, 同时也促使

他们解剖好自己的材料,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满意的

实验结果。

体式显微成像系统在我校的药用植物分类实验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体式显

微成像系统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笔者正试想如

果它与多媒体相连,那效果会更好,因为那样图像就

更大, 便于学生观看解剖过程, 效果会更好。总之,

体式显微成像系统在植物分类学实验教学中的使用

将会起到重要、广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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