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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淡水及土壤中生活的小型皮暖较厚的 种 类 

如盾纤目种类，肾形虫类等可省略此步 ，直接由 

下一步开始)． 

2．2 以做吸管将虫体连同与上述蛋白 水 同 量 

的培养液一起滴在蛋白水滴上 ，以解剖针(小心 

地 !)搅匀后吸除多余水分。 

2．3 在生气中干燥(切勿干燥)；接近干涸时可 

甩手在玻片上方扇动以加速干燥并阻止虫体变 

形溃破。 

2．4 加一滴硝酸银覆 盖 于 虫 体 上，在 台 灯 

(45—6Ow 自炽灯泡)下相距约 2—3 Cltl曝照 

15～3O分钟”(如用紫外灯则可近至 1—2cm)， 

视需要可补加一滴硝酸银以防干燥。 

2．5 以蒸馏水冲洗 3—5秒钟，倾去多余水分， 

后滴加～滴显影液，镜检至银线结构清晰显现 

(呈深棕黑色，约 1—3分钟)。 

2．6 在自来水中漂洗数秒钟，后空气中倾斜放 

置(可于温箱中适当加温以利干燥)。 

2．7 直接滴加封片用中性树胶并 复 以 盖玻片 

封片。 

如所涉虫体为海洋种类，在第 3步后以蒸 

馏水冲洗 5一lO秒钟后直接转入下一步即可。 

3 讨论与结语 

在上述的经过改良的制片中，全部过程约 

需 30—45分钟。结果可显示直接与间接 银 线 

系统以及毛基体和相关的纤毛小器官。影响制 

片结果的主要因素有下列几点：1．曝光 时 间， 

在不同种类常有所不同，这尤其在以台灯为光 

源的情形下。2．培养液的剩余数量，通常原则 

是，在与蛋白水相混后 ，尽可能吸除不必要的水 

分，此步骤的另一个意义还在于可惜此维持虫 

体表面的清洁，因残液愈多，非结构性银沉淀也 

越多，假染色也愈严重。3．硝酸银后的水洗时 

间 (第五步)，作者提议以滴管直接造成水流冲 

洗虫体，以求时间尽可能短而又要比较彻底地 

清除卦 表的多余银沉淀。 

本方法对于中小型动基片纲、寡膜纲种类 

(尤其皮膜较厚者)通常具良好的显示能力。如 

裂口科的许多小型种类之左侧纤毛图式通常极 

难显示(蛋 白银染色也很困难)，但应用此法可 

获得太略的结构和纤毛图式。 

综上所述，本方法具有下列特点及优点： 

(1)改用台灯或紫外灯做光源以弥补 日光 

照射受制于天时的缺陷。 

．  (2)利用蛋白水以防止海洋种类水洗时的 

虫体溃破现象以及 Fo~ssner 氏方法中的蛋清 

配制及保存上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囡涂布不 

匀而产生的其它负影响。 

(3)显影后直接在空气中干燥并封片，大 

大缩短了制片周期，简化了操作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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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灯理照时在显影前无明显昀萌色变化， 此点有别 

于以紫外灯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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