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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的操作 

  放大鏡或立體解剖顯微鏡（stereo microscope）的放大倍率由數倍至 100 倍，能將像果蠅

大小的物體之細部形態清晰呈現。而細菌、原生生物及一般細胞的平均大小約 5～15µm，就

必須使用複式顯微鏡來觀察，複式顯微鏡可放大至 1000 倍，觀察的標本需切成可透光的薄

片，並給予適當的染色。 

●一般複式光學顯微鏡 

一、複式光學顯微鏡的構造 

  複式光學顯微鏡包含機械系統和光學系統兩部分（圖 1）。 

1. 機械部分：鏡筒、鏡臂、鏡柱、鏡座、載物臺、旋轉盤、玻片夾、機械臺轉輪、 粗調節

輪、細調節輪等。 

2. 光學部分：目鏡、物鏡、光圈、照明器（光源）等。 

 

圖 1 複式光學顯微鏡（註：本機種為載物臺升降型） 

二、低倍物鏡的使用方法 

1. 拿取與置放 

(1)拿取顯微鏡時，一手握住鏡臂，一手托住鏡座。 

註：若顯微鏡有電源線，應連同電線握住，並托在鏡座。 

(2)置放顯微鏡於實驗桌上時，動作要輕、穩，不要用力過猛。 

(3)顯微鏡應置於實驗桌邊緣約 5 公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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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置放玻片 

(1)永久玻片標本須先擦拭乾淨，水埋玻片標本須先以吸水紙將玻片上多餘的水分拭去。

註：載玻片下表面、蓋玻片上表面及周圍不可殘留水分。 

(2)置放玻片標本時，標本須正對通光孔中心。 

(3)以玻片夾夾住玻片標本，注意不可太用力掀玻片夾，以免變形。 

(4)載物臺上要保持乾淨。 

註：使用水埋玻片標本時，不可使用傾斜關節（有些顯微鏡具有此種構造），以免水液

流出，汙損顯微鏡。 

3. 調節光線 

(1)選用最大光圈，對準通光孔。 

(2)轉動旋轉盤，使低倍物鏡對準通光孔。 

註：轉換物鏡時，要使用旋轉盤，不可直接扳動物鏡。 

(3)若為單目鏡顯微鏡，兩眼需同時張開，以任一眼注視目鏡；若為雙目鏡顯微鏡，則以兩

眼同時觀察。調整燈泡亮度旋鈕，直到視野亮度適中為止。 

(4)調節光圈大小，以達最佳的強弱對比。 

註：若標本未染色或染色太淺，可將光圈縮小，否則光圈大小應維持在 80%～90%。 

4. 對 焦 

(1)眼睛注視物鏡，旋轉粗調節輪使載物臺緩緩上升至最高點。 

註：因為低倍鏡不會碰到標本。 

(2)眼睛注視目鏡，旋轉粗調節輪使載物臺徐徐下降，直到影像出現。 

(3)旋轉細調節輪，直到最清晰的影像出現。 

5. 觀察標本 

(1)以細調節輪進行微調，觀察標本。 

(2)欲得到清晰的影像，需要調節光源強弱和光圈，以得到適當的光度和對比。若經過這些

步驟還看不清楚，就應向老師求助。 

(3)鏡頭若有汙損，應在老師指導下，以拭鏡紙做正確擦拭，不可使用其他物品擦拭。 

6. 移動玻片 

(1)顯微鏡的鏡臺裝有機械臺（圖 2），只要稍微轉動機械臺的 X 軸轉輪和 Y 軸轉輪，即能

將欲觀察的目標物移至視野中央。 

註：不要用手指直接移動玻片或扳動玻片夾。 

(2)顯微鏡下的影像是上下顛倒、左右相反的虛像，例如：玻片上的「P」字，在目鏡中的

影像為「 」。所以，玻片移動的方向正好與視野中物體影像移動的方向相反。 

圖 2 機械臺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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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復原歸位 

(1)旋轉粗調節輪，將載物臺降至最低。 

(2)取下玻片標本，將玻片清洗後擦拭乾淨，放回原處。 

(3)將顯微鏡機械部分整理乾淨，同時物鏡應回復至最低倍，以方便下一位使用者操作。 

(4)將光源亮度調到最低並關掉電源開關、拔下電源線。 

 

三、高倍物鏡的使用方法 

  以顯微鏡的高倍物鏡觀察玻片標本時，由於高倍物鏡的視野範圍較小，且焦距範圍也較

短，不易找到目標物，所以不宜直接用高倍物鏡找尋所欲觀察的目標物。高倍物鏡的操作大

致有以下五個步驟： 

1. 選擇目標物 

(1)在低倍物鏡下，選好欲觀察的目標物。 

(2)移動玻片標本，將此目標物移至視野中央。 

2. 換至高倍物鏡 

(1)若為等焦距顯微鏡，直接轉動旋轉盤，將高倍物鏡對準通光孔。 

註：轉換物鏡時，要使用旋轉盤，不可直接扳動物鏡。 

(2)若為非等焦距顯微鏡，先提升鏡筒 2～3mm，再轉動旋轉盤，將高倍物鏡對準通光孔，

以免物鏡碰觸玻片標本。 

3. 對 焦 

(1)使用細調節輪重新對焦，不可用粗調節輪，以免物鏡碰觸玻片標本，壓碎玻片、損傷鏡頭。 

(2)對焦時，使用細調節輪正、負旋轉 90。即可，動作要慢、要穩。 

4. 調整視野 

(1)由於視野範圍變小，目標物常會移到新視野範圍外，所以需要重新調整視野。 

(2)旋轉機械臺轉輪，將欲觀察的目標物移至視野中央。 

5. 調整光圈 

(1)由低倍物鏡轉換成高倍物鏡時，視野的亮度通常會降低，故需重新調整。 

(2)調整光圈或反光鏡，選取適宜的光線。 

註：若旋轉盤上裝有 100 倍物鏡，為油鏡，使用時必須在玻片標本和物鏡間加一滴油鏡

用油才能清楚觀察標本。除非經過老師指示或允許，否則不要使用 100 倍油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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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玻片標本的製作 

  實驗時，玻片標本通常可分為永久玻片標本和臨時玻片標本兩種。永久玻片標本可直接

以顯微鏡觀察，而臨時玻片標本則需經過簡單的製作步驟才能觀察。製作水埋臨時玻片標本

的過程大致如下： 

1. 擦拭：用面紙或衛生紙將蓋玻片與載玻片擦拭乾淨。 

2. 滴液：以滴管吸取清水或生理食鹽水等，滴一滴於載玻片上。 

3. 取材：選取適當的材料，有的需切成薄片才能觀察。 

註：遵守「標本要小」、「標本要少」、「標本要薄」三項原則。 

4. 裝片：將材料置於載玻片上。有的材料為液狀，需塗抹均勻，如血液（圖 3）；有的材料為

薄膜狀，則需展平、不重疊，如洋蔥鱗葉的表皮細胞。 

5. 蓋片：加蓋蓋玻片。 

(1)將蓋玻片的一邊放於載玻片上的水滴旁邊，另一邊以鑷子或解剖針輕輕托住，使蓋玻片

和載玻片間約呈 45。角（圖 4）。 

(2)再將蓋玻片緩緩放下，製成水埋的臨時玻片標本。 

(3)如果有氣泡出現，可用筆尖輕壓蓋玻片，將氣泡壓出。 

6. 染色：為進一步觀察細胞的各部分構造，可進行染色（圖 5）。 

(1)用滴管吸取染料，滴加在載玻片上靠近蓋玻片的一側。 

(2)以吸水紙在蓋玻片的另一側吸取水液，使染料能浸染到標本而將標本染色。 

 

圖 3 血液抹片的製作方法 

 

圖 4 蓋片 

 

圖 5 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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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技巧 

1.繪圖需使用尖細的鉛筆，以 HB 或 H 的鉛筆最適合。 

2.繪圖時應以點和線來描繪，不可塗抹。 

3.圖線需明確清晰，線條流暢，點的大小需一致，無塗抹、無汙跡。 

4.圖中不可加影線，若需要表現明暗，可用鉛筆點的疏密來表示。 

5.圖中各部分需合乎標本的比例。 

6.不可用尺或圓規繪畫圖線，除非繪製構造的標示線，或所繪的標本真有如此直或圓的結構。 

7.圖畫好後要標註各部分結構的名稱，標註應儘量註明於圖的右側，若標註不下，可按左→

上→下的順序繼續標示。 

8.圖中各部分加記標註時，需留意以下各點： 

(1)需用尺來畫標示線，各標示要互相平行，字要上下對齊。 

(2)標示線末端不可加箭號。 

(3)標示線不可相互交錯。 

(4)標註不可疊在圖上。 

(5)需用正楷字體書寫標註。 

9.需依據實驗所觀察的標本來描繪，不可抄襲書本。 

10.每個圖需有圖號與標題，並置於圖的下方。 

11.圖 6 與圖 7 顯示正確與不佳的繪圖之差別。 

 

圖 6 正確的繪圖 
 

圖 7 不佳的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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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 生物細胞的觀察 

繪圖紀錄： 

植物細胞的觀察 

1. 洋蔥表皮細胞【放大倍率：    倍】【使用的染劑為        】 

(1) 畫出洋蔥表皮細胞數個，並標示出細胞的構造。 

                請比較染色前後的細胞構造差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水蘊草葉片細胞【放大倍率：    倍】 

畫出水蘊草葉片細胞數個，並將觀察到的構造名稱標示出來。 

 

 

 

 

 

 

3. 梨或芭樂的薄壁細胞及厚壁細胞【放大倍率：    倍】 

請比較薄壁與厚壁細胞的差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動物細胞的觀察 

1. 口腔上皮細胞【放大倍率：    倍】【使用的染劑為        】 

畫出口腔上皮細胞數個，並將觀察到的構造名稱標示出來。 

  請簡單描述製作此玻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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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蛙的皮膚細胞【放大倍率：    倍】 

畫出蛙的皮膚細胞數個，並將觀察到的構造名稱標示出來。 

  請簡單描述製作此玻片流程： 

                

 

 

 

 

 

 

3. 蛙的紅血球【放大倍率：    倍】 

畫出蛙的紅血球數個，並將觀察到的構造名稱標示出來。 

  請簡單描述製作此玻片流程： 

                

 

 

 

 

 

 

4.蛙的精子【放大倍率：    倍】 

畫出蛙的精子數個，並將觀察到的構造名稱標示出來。 

  請簡單描述製作此玻片流程： 

                

 

 

 

 

 

 

 

5. 觀察人類的血液塗片中的血球細胞【放大倍率：    倍】 

請畫出顯微鏡下的各種血球細胞，並註明放大倍率。 

               請描述各種血球細胞的型態與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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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觀察神經組織玻片中的神經元【放大倍率：    倍】 

請畫出顯微鏡下的神經元，並註明放大倍率。 

                  請描述觀察到的神經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觀察肌肉組織玻片中的肌肉細胞【放大倍率：    倍】 

請畫出顯微鏡下的神經元，並註明放大倍率。 

                  請描述觀察到的肌肉細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觀察雞胸軟骨的軟骨細胞【放大倍率：    倍】【使用的染劑為        】 

請畫出顯微鏡下的神經元，並註明放大倍率。 

   請簡單描述製作此玻片流程： 

                

 

 

 

 

 

 

9. 觀察硬骨玻片中的硬骨細胞【放大倍率：    倍】 

請畫出顯微鏡下的神經元，並註明放大倍率。 

                  請描述觀察到的神經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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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 花構造與花粉形態及萌發的觀察 

1.花的外形觀察 

 

●1 由其組成構造的排列方式來判斷花的對稱性─

─輻射對稱(多條對稱軸)或兩側對稱(一條對稱軸)。 

  

 

●2 分辨其組成構造，即萼片、花瓣、雄

蕊及雌蕊 

2.花的組成構造解剖 

 
●1 以鑷子將一朵花的組成構造由外而內（萼片→

花瓣）依序從其著生處（花托）摘取下來。 

（註：請留意萼片、花瓣、雄蕊及雌蕊的相對

著生位置） 

 
●2 小心地一一取下萼片 

 

●3 若花瓣癒合，將癒合處縱向劃開，並從基部切

離，以便將花瓣攤平 

 

●4 接著將雄蕊取下排開，最後剩雌蕊留在

花托上，並在紙上將各個組成一一排開 

 

●5 仔細觀察每一種花，記錄其組成構造的名稱及

數目；根據花的組成構造數目，試著將所觀察

的不同種花區分為單子葉或雙子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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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入探討：花的排列（花序）－以向日葵為例 

  仔細觀察向日葵的「花」，其實是由許多小花聚集而成。若將它整個拆解開來，可分出

兩種不同外形的小花：外圍有大型的「舌狀花」，中央則有花瓣癒合成小型管狀的「管狀花」；

整體來看，狀似一朵輻射對稱的「花」（如圖(a)）。 

 
向日葵的花序。(a)向日葵正面觀；(b)向日葵的管狀花與舌狀花示意圖；(c)向日葵縱切示意圖。 

 

紀錄：  

1. 花的外形及組成構造 

觀察各種植物的花後，請將觀察到的外形及組成構造記錄在下表中。 

植物名稱 種類判斷 對稱軸數目 對稱性 萼 片 花 瓣 雄 蕊 雌 蕊 

例如：百合  單/雙子葉植物 3 輻射 3 3 6 1 

        

        

        

        

        

        

 

2. 請分別繪製一朵單子葉與雙子葉的花，說明與比較其差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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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ヽ目的：探討花粉管萌發的最佳濃度(最佳萌發條件) 

二、技能：顯微鏡的使用、玻片標本的製作、生物繪圖、體積莫耳濃度稀釋 

三、實驗流程 

     1.花粉粒的觀察 

      (1)以解剖針輕輕刺破花藥後，以毛筆沾取花粉  

      (2)將花粉粒刷落於載玻片上，加 90%酒精將花粉固著並製成玻片標本 

      (3)置於顯微鏡下觀察，注意觀察萌發孔或萌發溝的構造 

     2.花粉粒的萌發 

      (1)將花粉刷落於蓋玻片上的蔗糖液內 

      (2)以凡士林塗抹後，將蓋玻片滴上不同濃度的糖液，並覆蓋於懸滴玻片的凹槽處。 

      (3)置於顯微鏡下，每 20 分鐘觀察花粉粒的萌發情形。 

      (4)比較花粉粒在不同濃度蔗糖液內的萌發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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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記錄 

A. 花粉的基本觀察 

1ヽ觀察植物名稱：________________ヽ________________ヽ________________ 

2ヽ請畫出三種花的花粉粒型態與萌發情形？並標記萌發孔與萌發溝的狀態？ 

  【並附註說明植物的種類與放大倍率】 

範例:     南瓜花粉 

 

 

  

【觀察的植物為        】 

 

 

 

 

 

 

 

 

 

 

 

 

 

【放大倍率：    倍】 

【觀察的植物為        】 

 

 

 

 

 

 

 

 

 

 

 

 

 

【放大倍率：    倍】 

【觀察的植物為        】 

 

 

 

 

 

 

 

 

 

 

 

 

 

【放大倍率：    倍】 

萌發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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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ヽ實驗記錄表格 【萌發好的定義 : (1) 花粉萌發率ヽ(2)花粉管的萌發長度 】 

    (1) 觀察花粉管萌發的植物名稱：________________ 

(2)使用的蔗糖液濃度：       % 

    (3)實驗時的氣溫：       ℃ 

 

蔗糖濃度  

(M 或%) 

20 分鐘 40 分鐘 60 分鐘 

  

 

 

  

  

 

 

  

  

 

 

  

  

 

 

  

  

 

 

  

 

六ヽ延伸討論 :  

1.在不同濃度的蔗糖液，花粉粒萌發速度有差別嗎？那一種蔗糖液最適合萌發？ 
 

 

 

2.除了蔗糖液濃度之外，還有那些因素會影響花粉粒的萌發呢？ 

 

 

 

3. 其他可能影響花粉管萌發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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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3 生殖腺與染色體的觀察 

3-1 觀察小鼠之生殖腺及生殖細胞的構造 

1.觀察雌鼠的生殖細胞 

 

●1 將雌鼠的卵巢切片標本放在顯微鏡下觀察 
 

●2 繪圖記錄濾泡的外形 

2.觀察雄鼠的生殖細胞 

 
●1 將雄鼠的細精管切片標本放在顯微鏡下觀察 

 
●2 繪圖記錄細精管內精子發育 

的情形 

ru4 

1 .請畫出顯微鏡下雌鼠卵巢內的濾泡構造【放大倍率：    倍】 

請描述觀察到的濾泡構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畫出顯微鏡下雄鼠細精管內精子發育的情形【放大倍率：    倍】 

請描述觀察到的濾泡構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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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雌鼠的濾泡有哪些主要的構造？ 

 

 

 

 

 

 

 

2. 細精管間還包含了哪些細胞或構造？它們具有哪些功能？ 

 

 

 

 

 

 

 

3. 以低倍顯微鏡觀察鼠或兔卵巢的切片標本時，常會觀察到同時有多顆成熟濾泡的構造。在

人類的卵巢中會看到相同的情形嗎？其原因為何？ 

 

 

 

 

 

 

 

 

 

 

 

 

 

 

 

 

 

 

 



106-2 生物探究與實作課程 學習記錄 6-16 

曙光女中自然科團隊彙編 

 

3-2 觀察細胞有絲分裂的過程，了解細胞內染色體的變化情形 

步 驟 

1.將洋蔥根尖玻片標本置於載物臺上。  

2.先以低倍物鏡觀察，移動玻片仔細觀察整個標本。  

3.找出玻片標本中進行有絲分裂的部位（如右圖圈處）。  

4.轉換成高倍物鏡，觀察各分裂時期的細胞。  

5.繪出各分裂時期的細胞，並標註觀察到的各種構造的名稱。 

有絲分裂的觀察部位 

紀錄：  

▲請參考課本 P.22-23，畫出玻片標本中各分裂時期的細胞，並將觀察到的構造名稱標示出來。 

(1) 時期一-間期【放大倍率：    倍】 

 

 

 

 

 

 

 

 

(4) 時期四-後期【放大倍率：    倍】 

 

 

 

 

 

 

 

 

(2) 時期二-前期【放大倍率：    倍】 

 

 

 

 

 

 

(5) 時期五-末期【放大倍率：    倍】 

 

 

 

 

 

 

 

 

(3) 時期三-中期【放大倍率：    倍】 

 

 

 

 

 

 

 

問題： 

1. 本活動為何以洋蔥根尖為觀察材料？ 

 

 

 

2. 在視野內，是否所有的細胞都處於相同的

分裂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