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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寄生虫学作为医学教育的一门重要基础桥

梁课程，属于形态学范畴．寄生虫虫卵的形态特征

是该门课程教学的重点、难点．长久以来，昆明医

科大学病原生物学及免疫学实验室沿用传统的临时

涂片镜检法进行实验教学，锻炼了学生的动手操作

能力，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卫生状况的改善，人体寄生虫的感染率日

趋下降，虫卵收集已较为困难，加之在临时涂片

中，冲洗、回收等操作环节会损失部分虫卵，昆明

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及免疫学实验室尚存的虫卵标

本显著减少．鉴于以上原因，笔者改用永久封片标

本开展实验教学，以节约宝贵的教学资源．在不断

改进方法制作标本的过程中，对比了 3种封片方法

的优缺点，认为双层盖方法是较适合制永久教学标
本的方法，现介绍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虫卵

常规收集经鉴定的虫卵，用 10%甲醛液固定
保存备用．

1.2 实验材料

方形盖玻片 （22 mm×22 mm），圆形盖玻片

（直径为 18 mm），盖玻片，金属打孔器（直径为

6、14 mm），中性树胶液态成品（上海标本模型厂

生产），二甲苯，(中性树胶久置后浓度过高，稀释

备用)，蜡纸，石蜡块，竹签，滴管，标签，纱布，

95%酒精.

1.3 方法

1.3.1 载、盖玻片制备

将盖玻片、载玻片用洗衣粉水浸泡 3 d后用软

刷流水冲洗，用纱布擦净后浸入 95%酒精加盖过

夜，次日用清洁干燥纱布擦干，分别放入盖玻片、

载玻片盒内保存备用.

1.3.2 单层盖片法 在载玻片右 2/3处滴一滴制备

好的虫卵液（左侧空白处贴标签），将方形盖玻片

以 45°角与虫卵液接触后放下，用吸水纸吸去盖

玻片四周溢出的液体，用竹签蘸取中性树胶，在盖

玻片四周封边．

1.3.3 双层盖片法 在载玻片右 2/3处滴一滴制备

好的虫卵液，加盖圆形盖玻片， 避免出现气泡，

用吸水纸吸去盖玻片四周溢出的液体，然后在圆形

盖玻片上加一滴中性树胶，再盖上一张方形盖玻

片，并在方形盖玻片四周用竹签添加中性树胶，不

遗留空隙，保证两层盖玻片间无空气残留，封片．

1.3.4 改良蜡圈法 [1] 用金属打孔器将蜡纸制成
内、外径分别为 6、14 mm纸圈备用;将石蜡块置容

器内用酒精灯热熔后，将纸圈放入其中，随后将浸

有石蜡的纸圈置于载玻片右 2/3处，使蜡圈牢固粘

贴于载玻片上，另用一载玻片在蜡圈上方轻压，

保持蜡圈表面平整，待石蜡凝固后在其中滴入一

滴虫卵液，完全占满蜡圈，至液面略高于蜡圈平

面，45°角加盖盖玻片，用吸水纸吸去四周溢出的

液体，在盖玻片四周添加中性树胶[4]，封片．制作

好的虫卵标本均放于晾片夹内，加盖干净纱布室

温下自然晾干，镜检合格后贴标签．

2 结果

用以上方法制作的寄生虫虫卵封片标本 200余

片，其中部分为单种虫卵标本，部分为混合虫卵标

本．镜检视野内均有典型虫卵，经 2 a使用观察，

镜下虫卵清晰可见，形态典型，易于辨认．

单层盖片法制作的标本观察范围较大，观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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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好，经 1 a使用之后，部分标本的中性树胶干

裂，标本密封不好，虫卵变形、发黑．

双层盖片法制作方法制成的标本耐用，不易压

碎．

改良蜡圈法制成的蜡圈能够保存较多的虫卵

液，视野内可供观察的虫卵量增加，观察效果较

好．但学生使用时，经常由于操作不当压坏玻片标

本，虫卵液易干，标本的损害率较高好．

3 讨论

在不断的学习、探索过程中，本实验改用封片

虫卵标本进行实验教学．单种虫卵标本用于平时教

学，混合虫卵用于考前实验复习，与采用混合虫卵

进行教学[3]相比，单种虫卵便于强化知识点，能够

排除不典型虫卵造成的混淆，而在考试前综合复习

时采用混合虫卵，能够综合知识点，利于学生融会

贯通所学内容．

三种制片方法相比，直接盖片法方法最简单，

制作工序较少，但单层盖玻片封片时，中性树胶与

虫卵液接触不完全，易产生空隙、气泡，虫卵液易

流出，封片成功率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较低，且由

于中性树胶易干裂，虫卵液漏出，虫卵易发生变

形、发霉，标本保存时间不长．改良蜡圈法制作方

法较为复杂，制作工序较多．对操作者的熟练程度

要求高，制作较好的蜡圈能够保存较多的虫卵液，

但若蜡纸蘸蜡过多，保存虫卵液量也相对较小，不

利于实验观察．蜡圈及中性树胶的双层封闭利于保

存虫卵液，但实验操作中，由于显微镜使用不当，

单层盖玻片易被压碎，也不利于标本的长期保存．

与上述两种方法相比，双层盖片法制作方法也较简

单，在传统的双层盖片法[4]基础上进行改良，采用

圆形盖玻片盖住虫卵液，利用液体的表面张力，虫

卵固定液不易溢出，但本法采用 45°角加盖方形

盖玻片并从周边添加树胶的方法，两层盖玻片间未

出现空泡，这与采用桃胶片封片制作寄生虫卵玻片

标本[5]、琼脂糖为介质制作虫卵封片标本[6]的方法相

比明显简单．而制作的标本片密封较好，两层盖玻

片间虽有中性树胶，但树胶高干燥后无色透明状，

与盖玻片紧密相接，不出现皱缩、发黄的现象，不

影响观察视野，且增加了双层盖玻片的总体厚度，

在实验教学中，玻片不易损坏，在封片严密的标

本，虫卵清晰可见，易于辨认．虫卵保持原来的颜
色，未发现颜色发黑的情况，虫卵的形态及内部结

构均保持完好，未出现皱缩、破裂，也未出现虫

卵在标本中大量移动的现象．

笔者通过反复尝试、改进，综合考虑制作成

本、工序及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使用效果及节约虫卵

等诸多方面因素认为，双层盖片法是一种较为适合

制作永久教学标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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