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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背景介紹



細胞理論 (Cel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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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細胞是生命最基本的單位：所有細胞的功能相似
2.所有生物體由細胞組成：生命是延續的
3.所有細胞由先前的細胞繁衍而來：最原始的生命就是最原始的細胞

由德國生物學家馬蒂亞斯·雅各布·許萊登和泰奧多爾·許旺分別在1838年和1839
年提出的。然而，其他許多科學家，例如魯道夫·菲爾紹等都有貢獻於這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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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換算

公尺

公釐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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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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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Figure 4.1B_2 The size range of cells and related objects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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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細胞

wiki/細胞

①核仁②細胞核③核糖體
④囊泡⑤糙面內質網⑥高爾機體⑦細胞骨架
⑧光面內質網⑨粒線體⑩液泡⑪細胞質
⑫溶酶體⑬中心體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6%A0%B8%E4%BB%81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7%B4%B0%E8%83%9E%E6%A0%B8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6%A0%B8%E7%B3%96%E9%AB%94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5%9B%8A%E6%B3%A1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5%85%A7%E8%B3%AA%E7%B6%B2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9%AB%98%E7%88%BE%E6%A9%9F%E9%AB%94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7%B4%B0%E8%83%9E%E9%AA%A8%E6%9E%B6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5%85%A7%E8%B3%AA%E7%B6%B2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7%B2%92%E7%B7%9A%E9%AB%94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6%B6%B2%E6%B3%A1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7%B4%B0%E8%83%9E%E8%B3%AA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6%BA%B6%E9%85%B6%E9%AB%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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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細胞

wiki/植物细胞學



 細胞為生物體構造與功能的基本單位，從最簡單的細菌到構造最複雜的動植
物體，都是由細胞構成。動植物的細胞基本構造可分為細胞膜、細胞質、細
胞核等三大部分。細胞膜為細胞質外圍的一層膜狀的構造，對於物質的進出
有選擇的能力，因此具有調節細胞內含物之功能。細胞膜以內至細胞核以外
的原生質部分稱為細胞質，內含有許多胞器(organelles)，如粒線體等。

 除原核生物，一般細胞內都有細胞核的構造。細胞核的形狀通常為圓形或卵
圓形，由核膜、核液(karyoplasm)、染色體以及核仁(nucleolus)等組成。

 無核細胞，單核細胞，多核細胞

 植物細胞在細胞膜外尚有一層細胞壁的構造，具有維持細胞的形狀、防禦外
來的侵害、以及防止因吸水過多而爆破破裂等功能。

 細胞進行新陳代謝時，常會產生許多物質：如澱粉粒、油滴、結晶、分泌物
等。其中結晶為植物細胞中的代謝衍生物與鈣結合而成，可避免累積過多的
衍生物造成毒害。

出自: 高醫大生物系實驗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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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無核細胞:人體內成熟的紅細胞多核細胞:人類骨骼肌中的肌細胞，也會在發育過程中形成多核細胞。                當單核球與巨噬細胞融合時，會產生巨型多核細胞，有時會伴隨著發炎反應，並與腫瘤的形成有關。                植物個體發育過程中的多數胚乳核；多核細胞形成的原因（1）細胞融合，由於細胞質混合的結果產生的合胞體；（2）在單核細胞內細胞核進行了分裂，但細胞未分裂，如肌細胞。（3）異質核，如草履蟲。骨骼肌細胞的多個細胞核有什麼作用細胞核是細胞生命活動的控制中心，如果細胞太大細胞核的控制能力就會變小，細胞的代謝活動就會混亂，多個細胞核的意義就在於可以讓細胞核更好的控制細胞的生命活動。



複式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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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複式顯微鏡的鏡頭都是採用凸透鏡來製造，所以有放大功能；放大倍率是目鏡和物鏡
的乘積。因為光線來源是穿透式的，所以觀察的材料要切的薄薄的，讓光線穿過，才
能進行觀察，因此，通常我們必須要先將觀察的材料做成切片標本。

www.phyworld.idv.tw MICROTECH C1500-LED生物顯微鏡



1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nscROe9BI (7:07)

(切記:不可以在高倍下使用粗調節倫!!!!!!!!)

www.phyworld.idv.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nscROe9BI


實驗技術與步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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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材料

1. 載玻片、動植物細胞的玻片標本 、顯微鏡

2. 植物細胞實驗材料 (洋葱、馬鈴薯、 香蕉、辣椒、 鴨跖草、榕
樹葉)

3. 動物細胞實驗材料 (青蛙血球與精子細胞、猪肝、肥肉、魚鱗)

出自: 高醫大生物系實驗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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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染劑:

2. 蘇丹Ⅲ（Sudan Ⅲ）
蘇丹Ⅲ是弱酸性染料，不溶解於水，呈紅色粉末狀，易溶於脂肪和酒精（溶解度為0.15%）。
常用70 ％酒精中的飽和溶液。蘇丹Ⅲ是脂肪染色劑。

1. 亞甲藍或美藍（Methylene blue）
亞甲藍或美藍是鹼性(正電)染料，呈藍色粉末狀，能溶於水（溶解度9.5%）和酒精（溶解

度6%）。亞甲藍是動物學和細胞學染色上十分重要的細胞核 (酸性, 負電)染料，其優點是染
色不會過深。亞甲藍液是用來染色細胞核，使其染成深藍色，而細胞質也會被染成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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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1、 酸性品紅（Acid fuchsin）酸性品紅是酸性染料，呈紅色粉末狀，能容於水，略溶於酒精（0.3%）。是良好的細胞制染色劑，在動物製片上應用很廣，在植物製片上用來染皮層、髓部等薄 壁細胞和纖維素壁。它跟甲基綠同染，能顯示線粒體。組織切片在染色前先浸在帶酸性的水中，可增強它的染色力。酸性品紅容易跟堿起作用，所以染色過度，易在 自來水中褪色。��2、 剛果紅（Congo red）剛果紅是酸性染料，呈棗紅色粉末狀，能溶於水喝酒精，遇酸呈藍色。它能作染料，也用作指示劑。它在植物製片中常作為蘇木精或其他細胞染料的襯墊劑。用來染 細胞質時，能把膠製或纖維素染成紅色。在動物組織製片中用來染神經軸、彈性纖維、胚胎材料等。剛果紅可以跟蘇木靜作二重染色，也可用作類澱粉染色，由於它 能溶於水和酒精，所以洗滌和脫水處理要迅速��3、甲基藍（Methyl blue）甲基藍是弱酸性染料，能溶於水和酒精。甲基藍在動植物的製片技術方面應用極廣。它跟伊紅合用能染神經細胞，也是細菌製片中不可缺少的染料。它的水溶液是原生動物的活體染色劑。甲基藍極易氧化，因此用它染色後不能長久保存。��4、固綠（Fast green）固綠是酸性染料，能溶於水（溶解度為4%）和酒精（溶解度為9%）。固綠是一種染含有漿質的纖維素細胞組織的染色劑，在染細胞和植物組織上應用極廣。它和蘇木精、番紅並列為植物組織學上三中最常用的染料。�它和蘇木精、番紅並列為植物組織學上三中最常用的染料。��5．苯胺藍（Aniline blue）是一種混合酸性染料，平常所用很難有一定的標準。此染料一般很難溶於水，也不易溶於酒精（1.5％）。植物製片中可與番紅合用，作為組織染色；也可作藻類植物染色。因為這種染料的成分很不一致，染色效果不易掌握。6、蘇丹Ⅲ （Sudan Ⅲ）蘇丹Ⅲ是弱酸性染料，不溶解於水，呈紅色粉末狀，易溶於脂肪和酒精（溶解度為0.15%）。常用70％酒精中的飽和溶液。蘇丹Ⅲ是脂肪染色劑。��7、蘇丹Ⅳ （Sudan Ⅳ）蘇丹Ⅳ是弱酸性染料，也是很好的染脂肪染料，現在多用以代替蘇丹Ⅲ，可染樹脂、乳汁管、蠟質以及角質等結構，也可使葉綠體染成暗紅色。��8、伊紅（Eosin）這類染料種類很多。常用的伊紅Y，是酸性染料，呈紅色帶藍的小結晶或棕色粉末狀，溶於水（15攝氏度是溶解度達44%）和酒精（溶於無水酒精的溶解度為2%）。伊紅在動物製片中廣泛應用，是很好的細胞質染料，常用作蘇木精的襯染劑。��9、鹼性品（複）紅（Basic fuchsin）鹼性品紅是鹼性染料，呈暗紅色粉末或結晶狀，能溶於水（溶解度1%）和酒精（溶解度8%）。 鹼性品紅在生物學製片中用途很廣，可用來染色膠原纖維、彈性纖維、嗜複紅性顆粒和中樞神經組織的核質。在生物學製片中用來染維管束植物的木質化壁，又作為 原球藻、輪藻的整體染色。在細菌學製片中，長用來鑑別結核桿菌。在爾根氏回應中用作組織化學試劑，已核查脫氧核糖核酸。���10、 結晶紫（Crystal violet）BloggerAds 部落格行銷結晶紫是鹼性染料，能溶於水（溶解度9%）和酒精（溶解度8.75%）。 結晶紫在細胞學、組織學和細菌學等方面應用極廣，是一種優良的染色劑。它是細胞核 染色常用的，用來顯示染色體的中心體，並可染澱粉、纖維蛋白、神經膠質等。凡是用番紅和蘇木精或其他染料染細胞核不能成功時，用它能得到良好的結果。用番 紅和結晶紫作染色體的二重染色，染色體染成紅色，紡錘絲染成紫色，所以也是一種顯示細胞分裂的優良染色劑。用結晶紫染纖毛，效果也很好。用結晶紫染色的切片，缺點是不易長久儲存。��11、龍膽紫 （Gentian violet）龍膽紫是混合的鹼性染料，主要是結晶紫和甲基紫的混合物。在必要是，龍膽紫能跟結晶紫互相替用。醫藥上用的紫藥水，主要成分是甲基紫，需要時能代替龍膽紫和結晶紫��12、中性紅（Neutral red）中性紅是弱鹼性染料，呈紅色粉末狀，能溶於水（溶解度4%）和酒精（溶解度1.8%）。它的鹼性溶液中呈現黃色，在強鹼性溶液中呈藍色，而在弱酸性溶液中 呈紅色，所以能用作指示劑。中性紅無毒，常做活體染色的染料，用來染原生動物和顯示動植物組織中活細胞的內含物等。陳久的中性紅水溶液，用作顯示尼爾體的 常用染料。��13、番紅（Safranin）番紅是鹼性染料，能溶於水和酒精。番紅是細胞學和動植物組織學生常用的染料，能染細胞核、染色體和植物蛋白質，示維管束植物木質化、木栓化和角質化的組織，還能染孢子囊。��14、亞甲藍或美藍（Methylene blue）亞甲藍或美藍是鹼性染料，呈藍色粉末狀，能溶於水（溶解度9.5%）和酒精（溶解度6%）。亞甲藍是動物學和細胞學染色上十分重要的細胞核染料，其優點是染色不會過深。��15、甲基綠（methyl green）甲基綠是鹼性染料。它是綠色粉末狀，能溶於水（溶解度8%）和酒精（溶解度3%）。甲基綠是最有價值的細胞和染色劑，細胞學上常用來染染色質，跟酸性品紅一起可作植物木質部的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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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碘液

澱粉+碘液→藍色。應用：檢測食品中營養成分是否含有澱粉;驗證光合作用產生澱粉。

3. 瑞特氏染料(Wright's staim) =酸性染料伊紅+鹼性染料亞甲藍組成有複合染料

1.血紅蛋白，嗜酸性顆粒是鹼性蛋白質，和酸性染料伊紅結果，染粉紅色，
稱之為嗜酸性物質；
2.細胞核蛋白，嗜鹼性白血球與淋巴細胞胞漿是酸性，和鹼性染料美藍或
天青結合，染藍色，稱之為嗜鹼性物質；
3.嗜中性白血球 (佔所有白血球50-80%)呈等電狀態和伊紅和美藍均可結合，
染淡紫色，稱之為中性物質。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純澱粉是一種白色，無味，無臭的粉末，不溶於冷水或酒精，分子式為(C6H10O5)n。澱粉因分子內氫鍵捲曲成螺旋結構的不同，可分為直鏈澱粉（糖澱粉）和支鏈澱粉（膠澱粉）。前者為無分支的螺旋結構；後者以24~30個葡萄糖殘基以α-1,4-糖苷鍵首尾相連而成，在支鏈處為α-1,6-糖苷鍵。直鏈澱粉遇碘呈藍色，支鏈澱粉遇碘呈紫紅色。這是由於澱粉螺旋中央空穴恰能容下碘分子，由於凡得瓦力，兩者形成一種藍黑色錯合物。單獨的碘分子與三碘陰離子（I3-）都能使澱粉變藍。



 1.表皮細胞(Epidermal cell) 
取洋葱一片鱗葉，利用鑷子撕下小塊表皮組織，然後將它

放在載玻片上並且滴上一滴水使組織展開，最後覆上蓋玻片
置顯微鏡下觀察。

 2.澱粉粒(Starch grain)
以刀片刮取馬鈴薯(或香蕉)截面，塗抹於載玻片上，加水

覆上蓋玻片，置顯微鏡下觀察。可見各細胞中有許多澱粉粒
（呈圓形或卵圓形）。改用高倍鏡觀察，可發現澱粉粒在較
小的一端有臍(Hilum)；以臍為中心，其周圍有輪紋。(加碘液
一滴後，觀察有何改變。)?
再用小刀刮取香蕉果肉少許，觀察其澱粉粒的形狀。

 3.雜色體(Chromoplast) 

切取紅辣椒表皮薄片(或胡蘿蔔皮層及番茄果肉)，置顯微鏡
下觀察。細胞中有黃紅色小顆粒，即為雜色體。

實驗步驟 (植物細胞)

出自: 高醫大生物系實驗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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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單晶＆晶簇(Druse) 

將秋海棠葉柄橫切一薄片，置顯微鏡下
觀察。細胞中可看到八面體、柱狀或簇
狀結晶，即為單晶＆晶簇。此為草酸鈣
結晶。

 5.針狀結晶(Raphide) 

將鴨跖草莖橫切一薄片，置顯微鏡下觀
察。可看到許多針狀結晶位於細胞中或
散置細胞外。此亦為草酸鈣結晶。

 6.鐘乳體(Cystolith)

撕一片較老熟的印度橡膠或榕樹葉，以
垂直於中央葉脈的方向橫切一薄片，置
顯微鏡下觀察。在上表皮的一些細胞中
可看到葡萄穗狀的碳酸鈣結晶，即為鐘
乳體。

出自: 高醫大生物系實驗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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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血球(Blood cell) 

將蛙用針刺法破壞它的中樞神經，然後剪開
心臟，用吸管吸取一小滴蛙的血液，放在載
玻片的一側，再用另一張載玻片作薄片(Thin 
film)塗抹，等自然乾後，加上瑞特氏染料，
染 1-2分鐘後，用水輕輕洗去染料，然後將
載玻片置濾紙內以吸去水滴，待乾後置顯微
鏡下觀察蛙的紅血球與白血球，並注意細胞
核的形狀。

 2.蛙的精子細胞(The sperm of frog) 

自雄蛙腹腔內取出睪丸，放入盛有林格氏液
(生理食鹽水)燒杯內，用解剖刀將蛙的睪丸
切碎，二分鐘後，自燒杯內吸取一小滴液體，
滴在載玻片的中央，覆上蓋玻片，然後置顯
微鏡下觀察細胞的形態及是否能夠運動。

實驗步驟 (動物細胞)

出自: 高醫大生物系實驗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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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肝細胞(Liver cell) 

將一小片猪肝置於滴有生理鹽水的載玻
片上；塗抹後，加一滴亞甲基藍液，覆
以蓋玻片，分別在低、高倍鏡下觀察。
注意其細胞核的數目。

 4.色素細胞(Chromatophore) 

取魚鱗片(勿除去鱗片表面之皮膚)一枚，
置載玻片上，加一滴水，覆上蓋玻片，
置於低倍鏡下，觀察細胞內色素顏色言。

 5.脂肪細胞(Fat cell) 

刮取肥肉少許在載玻片上塗成薄層，加
蘇旦三號染色，覆上蓋玻片，分別置低
倍鏡與高倍鏡下觀察，細胞內染成紅色
部分者即為油滴。

出自: 高醫大生物系實驗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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