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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光学显微镜的
 油镜使用及细菌形态（三型标本片）的观察



实验室纪律

一、 学生进入实验室前，须预习实验内容；实验结束后须完成
实验报告；

二、学生进入实验室后不得打闹、大声喧哗；不得抽烟；不得
携带食物进入实验室；

三、按操作规程使用仪器设备，并按仪器设备管理要求登记；
不得擅自操作教师未要求学生使用的设备，如有违反操
作规程或擅自操作造成设备损坏的，照价赔偿；

四、废物、废水不得随意弃置、倾倒，按教师指定方式处理；

五、严禁刻划实验台面，违反者照价赔偿（市场价约1500元/
米）；严禁踩踏、污损实验室墙面，违反者视情节轻重
给予罚款处理；

六、除教师批准外，严禁将实验室消耗品带出实验室；除中心
办公室批准外，严禁将实验室仪器设备带出实验室；如
有违反，交学校保卫部门处理；

七、实验结束后，学生应自行清理实验台面，由学生班长按教
师要求指派值日生，打扫实验室。



一、实验目的

1.了解显微镜的构造和各部分的操作。

2.学习并掌握油镜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3.认识细菌的三种基本形态。



   细菌形态



u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基本结构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构造可分为两部分：一为机械装置，

二为光学系统 。

机械装置由镜座、镜筒、物镜转换器、载物台、推动器、

粗动螺旋和微动螺旋等部件组成。

光学系统由目镜、物镜、聚光器、光源、滤光片、虹彩

光圈等组成。

二、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及油镜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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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镜的工作原理
普通光学显微镜通常配置的几种物镜中，油镜的放大倍
数最大（100×），对微生物学研究最为重要。与其他
物镜相比，油镜的使用方法比较特殊，需要在载玻片和
镜头之间加滴镜油。



u滴加镜油的作用
 
  （1） 增加照明亮度

    油镜放大倍数大，而焦距很短，直径很小，需要的光照
强度大，在镜头和玻片加折射率n=1.52镜油(通常用香柏
油)，与玻璃的折射率n=1.55

  



（2） 增加显微镜的分辨率 

分辨率：是指显微镜能辨别两点之间最小距离的能力。

NA= n·sinθ

最小可分辨距离= λ/2NA

式中λ=光波波长 ； NA=物镜的数值孔径值        

θ为物镜镜口角的半数，它取决于物镜的直径和工作距离，一般最大只能达
到120°。
n为介质折射率，香柏油的折射率（1.52）比空气和水的折射率（分别为1.0
和1.33）要高。
油镜NA：1.2~1.4； 低倍镜、高倍镜：<1.0



三、实验器材

•  显微镜、擦镜纸、载玻片、 盖玻片、香柏油、二

甲苯等。

 细菌三型片（球菌、杆菌、螺旋菌）



四、操作步骤 

（一）观察前的准备

1.取镜和安放 

       置显微镜于平稳的实验台上，镜座距实验台边沿

约为3~4cm。镜检者姿势要端正。

      （取、放显微镜时应一手握住镜臂，一手托住底

座，使显微镜保持直立、平稳。切忌用单手拎提；且不

论使用单筒显微镜或双筒显微镜均应双眼同时睁开观察，

以减少眼睛疲劳，也便于边观察边绘图或纪录。）



2.光源调节

   打开光圈。将聚光器上升到最高位置，安装在镜座

内的光源灯可通过调节电流或电压来获得适当的照明

亮度，使视野内的光线均匀，亮度适宜。

3.根据使用者个人情况，调节双目显微镜的目镜

  双目显微镜的目镜间距可以适当调节，使其与观察
者两个眼睛瞳孔的距离相符。

4.聚光器数值孔径值的调节

  调节聚光器虹彩光圈值与物镜的数值孔径值相符或

略低。在聚光器的数值孔径值确定后，若需改变光照

度，可通过升降聚光器或改变光源的亮度来实现，原

则上不应对虹彩光圈进行调节。



 1.低倍镜的操作

将标本片放在载物台上，用标本夹夹住，调节标本移

动螺旋，使观察的目的物处于物镜的正下方。

调节粗调螺旋，使物镜（10×）与标本靠近，眼睛在

测向注视物镜，防止物镜和载玻片相碰。

张开双眼向物镜里观察，如果见到目的物，但不十分

清楚，可用细准焦螺旋，至目的物清晰为止。

通过玻片夹推进器慢慢移动玻片，认真观察标本各部

分，找到合适的目的物，仔细观察并记录所观察到的

结果。

（二）显微观察



 2.高倍镜的操作

使用高倍镜前，必须先用低倍镜观察，发现目的物

后将它移至视野正中处。

旋动转换器换高倍镜。如果高倍镜触及载玻片立即

停止旋动，这说明原来低倍镜并没有调准，目的物并

没有真正找到，必须用低倍镜重新调节。如果高倍镜

下观察目的物有点模糊，调节细准焦螺旋，直到视野

清晰。调节细准焦螺旋时要注意旋转方向与载物台上

升或下降的关系，防止镜头与载玻片强力接触，损坏

镜头或载玻片。



3.油镜的操作
如果用高倍镜目的物未能看清，可用油镜。先用低倍
镜和高倍镜检查标本片，将目的物移到视野正中。用
粗调螺旋下降载物台。

在载玻片上滴一滴香柏油，将油镜移至正中，缓慢调
节粗调螺旋使浸没在油镜头油中，刚好贴近载玻片。
然后再用细准焦螺旋微微向上调（切忌不用粗准焦螺
旋）即可。（油镜头与载玻片的距离约0.７ｍｍ左右）

油镜观察完毕，用油镜纸将镜头上的油揩净，另用擦
镜纸蘸少许二甲苯揩拭镜头，再用擦镜纸揩干。

（应特别注意不要因在下降镜头时用力过猛，或者调焦
时误将粗调节螺旋向反方向转动而损坏镜头及载玻片）



 4.换片

    观察完一个标本后，如果想要再观察另一标本时，需

先将高倍物镜（或油镜）转回到低倍物镜，取出标本，

按放片的方法换上新片，即可观察。千万不可在高倍物

镜（或油镜）下换片，以防损坏镜头。

注意：切不可将高倍镜转动经过加有镜油的区域。



（三）显微镜使用后的整理

 1、调节光源到最小再关掉电源开关。调节粗调螺

旋，使载物台下降到最低，取下载玻片。

 2、用擦镜纸拭去镜头的镜油，然后用擦镜纸蘸少

量二甲苯擦去镜头上残留的油迹，最后再用干净

的擦镜纸擦去残留的二甲苯。

 3、将各部分还原，将物镜转成“八”字形，擦干

净镜体，罩上防尘罩，然后放回原处。



操作步骤流程:

取镜和安放       
光源调节调

节        
调节目镜距

离      

调节聚光器    放标本片    显微观察          

显微镜使用
后的整理



八、实验报告及思考题
 实验报告

    结果部分要求绘出你在油镜下观察到的细菌的
形态。

 思考题与练习

1、显微镜的构造分哪几部分？各部分有什么作用？ 

2、用油镜观察时应注意那些问题？在载玻片和镜头
之间加滴什么油？起什么作用？ 

3、什么是物镜的同焦现象？它在显微镜观察中有什
么意义？  

4、影响显微镜分辨率的因素有那些？



实验（数据及处理）结果

分别绘制出你所观察到的球菌、杆菌和螺旋菌的形态。

球菌：___________
观察物镜_________
放大倍数_________

杆菌：___________
观察物镜_________
放大倍数_________

螺旋菌：___________
观察物镜_________
放大倍数_________



实验报告格式

一、实验项目名称

二、实验目的

三、实验基本原理

四、主要仪器设备及耗材

五、实验步骤

六、实验（数据及处理）结果

七、思考讨论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