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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室日常工作 

1.1 微萍继代（无菌操作）：从未添加任何激素的微萍中取出 4-5 个健

康生长的微萍（使用无菌 1000 微升枪头吸取，操作不熟练时可用灼

烧过的剪刀剪下较小的尖部吸取），放入新瓶中（瓶中添加适量 MS 培

养基）每两周继代一次。 

 

 

插枪头：如图 

 

 

 

1.2 实验计数：用于实验的微萍统计分枝速率，绘制表格每天计数，

记在记录本上，种下的那一天是第 0 天，计数 14 天+（根据实验需要）

一般新分支长到与原分支相近大小或与之完全脱离时记为 2 个。 

注意： 

计数时须将培养皿水平拿出，防止微萍黏在培养皿盖上影响生长 

培养箱内反光较为严重，如发现疑似裂口、开花个体需在体式镜下进

一步观察确认。 

实验设计中需设置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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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培养基配制（以配制 1000ml 为例） 

准备——称量——溶解——调 pH——定容 

  

·准备：1000ml 量筒.800ml 大烧杯.环形玻璃搅拌棒.MS 药品.蔗糖药品.称量纸. 
 

 

 

 

 

 

 

 

 

 

 

 

 

·称量：2.37gMS 粉末.10g 蔗糖.一齐倒入大烧杯中 
 

·溶解 

要控制好加水的量！先溶解、调 PH，最后定容！ 

加水在 800ml 刻度线处打住（不必再多加，后期定容时可再加），加少了难溶解，

加多了万一超过 1000ml 就很完蛋（要节约试剂） 

搅拌至杯底蔗糖完全溶解 

 

·调 pH 

pH 计探头常年浸泡在 3m/L 的 KCL 溶液里，使用时： 

1 不要磕碰到探头（很贵） 

2 让探头时刻保持湿润，且不能离开 KCL 太久，会降低灵敏度 

 

 

1 用水冲洗净探头上的 KCL，冲

洗液用废弃培养皿接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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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容 

将调好 pH 的溶液倒入量筒中，加水至 1000ml，分装至两个大三角瓶（用最大的

三角瓶 液体量不宜超过三角瓶容积的 1/2 否则灭菌时会溢出）里，封口后写好

日期、试剂名称、实验人，送往灭菌。 

 

 

 

 

 

 

 

 

 

2 将探头浸泡在水中（注意不

要磕碰到探头里的那个最值

钱的小玻璃珠）（注意浸没的

分寸），示数稳定后以此作为

基准 

3 将探头浸泡在配制好的溶

液中，示数稳定后，如过酸添

加适量 NaOH，过碱添加适量

HCL（一定要用 100 微升的枪

少量多次添加，边添加边搅

拌，）直到示数与基准值相近 

4 重复步骤 1，将残液冲

洗干净，将探头浸泡在原

来的 KCL 溶液中，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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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激素配制 

常用激素有 EDTA（分子量 292.24 溶在水里） 

           SA（分子量 139.12 溶在酒精里） 

           GA3（分子量 346.37 溶在酒精里） 

以 EDTA 为例，一般取 0.29gEDTA 溶在 10ml 无菌水里，即成为 10-1 溶液，作为母

液，再依次稀释（如取 10μL 10-1  加到 10ml 无菌水里 成为 10-4） 

注意：激素不可以高压蒸汽灭菌（会分解）为保证无菌，SA 与 GA3 用酒精配置

即可，EDTA 需用无菌水配置或过细菌滤膜（该步骤需使用注射器 注意安全） 

0 

 

 

激素要现用现配，（但是 EDTA 可以在冰箱里保留一段时间），配置时往往不需要

无菌，在试管盒（如下图）中取干净的试管，洗洗用就好（节约昂贵无 RNA 酶管

子），激素不可以送去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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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无菌操作： 

 紫外线消毒 15min：所有除活体外所用器材（千万不要给微萍等生物照

紫外线） 

 戴手套，喷酒精（75%医用） 

 开通风（低档风） 

 点酒精灯 

 开瓶时过火焰 

 暂时不用立即盖盖 

 完成后擦桌：75%酒精 

注意：严格的无菌操作是实验成功的关键一步！需要严格小心手以及未经过高压

蒸汽灭菌（紫外灯照过不算灭菌）的任何物品接触到无菌材料。具体包括： 

尽量在酒精灯火焰附近操作、手不要晃过或者触摸敞开的瓶口（各种瓶口也尽量

不要敞开 用完立刻封好口）、枪不要接触瓶口和液体（尽量用枪头接触）、超净

台内使用镊子、剪刀等时需要频繁灼烧 

使用酒精灯注意安全 

 

1.6 实验记录 

（1）严谨详实的实验记录非常重要，需要及时落实在记录本上以随时查看。具

体需要包括，实验日期、人员、条件、试剂种类信息、具体数据等，辅助以必

要的照片、图片等记录。 

（2）当实验现象与预期不符时，需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改变、排除

所有实验条件，再进行重复。例如经激素诱导的微萍没有重复此前的开花现

象，应仔细排除培养基、激素、培养箱、微萍状态等对其的影响，再分析其它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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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流培养体系使用 

2.1 微流及其培养体系仪器介绍 

2.1.1 培养体系 

 

从右向左依次由微流泵（使培养皿内部液体流动）、培养箱（控制培养条件）以及

显示屏组成，显示屏连接电脑，可利用相关软件实时追踪拍摄。 

  

2.1.2 微流泵 

蠕动泵(1－2)：可控制流体的输送由泵头及软管组成，根据马达的转动方向调节流

体的传输方向 

液晶显示屏（3）：用于实时监控设备各参数，按 set键设置 run键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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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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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泵与培养皿的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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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培养箱 

 
 

通过触屏面板主要控制箱内温度、光照时间等 

操作前，长按右上角的图标以开启控制模式 

 

2.1.4 微流平台（chip）及培养皿 

调整温度 

调整光照 

出厂设置 

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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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依次为弧形微流平台（上下分别适用于圆形和方形培养皿）、直道微流平

台、两种培养皿（盖子需打直径 2.2mm 的空以便通过连接管子的插头） 

 

 

 

 

 

 

 

 

2.1.5 拍摄软件 

（1）拍摄前，将有关电脑通过 USB 口与培养箱-显示屏相连。 

（2）打开软件 HAYEAR（绿色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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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相机列表中找到“我的设备”，并点击，可看到与显示屏形同的画面 

 

 

 

 

（4）点击“捕获”即可快速拍照并选择保存路径，点击录像即可录制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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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延时摄影：点击菜单栏中“捕获”选项，找到“开始定时捕获”选项

（图标是小时钟），设置拍照时间间隔、帧数、保存路径等即可。 

该捕获结果为一系列图像，需用软件将其剪辑连缀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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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流程（注意无菌操作） 

（1） 清洗干净微流平台： 

尤其注意清洗沟槽内部 否则灭菌后会有污迹 

 

（2）将微流平台+管子（两长一短、以白色连接头连接）+管子与平

皿的接口，分别放置在清洗干净的烧杯中，用两层封口膜、两层皮

筋封口。 

两长+一短塑料管 用白色连接头接好后放入烧杯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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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头指示塑料管与培养皿连接头以及塑料管 

 

灭菌前标注好灭菌物品、日期、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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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微流平台上种微萍（以下全部操作均在超净台中完成！） 

1) 准备齐材料、照紫外（只能杀死表面微生物，不可代替对培养基、微流平

台等的高压蒸汽灭菌） 

 培养基 

 培养皿 

 量筒 

 酒精灯 

 镊子 

 微流平台、管子、接头等 

 酒精棉球和酒精 

 移液枪（不同浓度） 

 激素 

没有微萍！没有微萍！没有微萍！ 

 

 

2)用酒精棉球擦拭打好孔的培养皿盖，在超净台的过滤风里确保全部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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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入培养基（个人经验 30ml 为宜）和激素 

 

4）用反复灼烧过的镊子夹入并尽量固定一个灭菌后的微流平台 

注意：放入尽量快 减少灭菌不彻底的镊子与无菌材料的接触；若微流平台漂

浮，则用枪头将其尽量向下按，否则微萍易漂出；若还无法按住，可能是培养

基过多，建议吸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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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沟槽中注入一些液体（使微萍更容易漂起来）并用枪头吸取一个带分支

的微萍轻轻放入沟槽中，检查其是否接触槽内液体 

 

 

6）完成后适当清理（用枪吸走）一下沟槽外的水珠，避免影响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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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培养箱相关连接管等与培养皿进行组装 

 
1)组装打孔、酒精消毒、挥发后的平皿盖和灭菌后的连接头 

 
2)组装连接头和塑料管子的两头（此步及以上步骤均需在超净台完成 忽略拍

摄原因）封好口 并将连接好的管子和培养皿小心移至培养箱-蠕动泵系统旁边

（防止水流晃动将沟槽中微萍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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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培养皿放入培养箱内，将塑料管与蠕动泵连接好（使用螺丝刀卸下蠕动

泵前的一部分 这步请在老师指导下操作）其间不需要拆开连接好的整条塑

料管 

 

（5）拍摄 

设置好培养箱相关参数，连接好拍摄软件连续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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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事项 

1. 做以上任何实验，请佩戴手套 

2. 使用灭菌锅前务必检查两个水位，注意安全 

3. 使用灭菌锅时，尽量一次性多灭菌些材料，记得每次要灭量筒，记得有些材

料不可以灭菌（培养皿和塑料管子会熔化/变形，激素会分解） 

4. 移动过程中务必小心微萍漂出，观察、记录实验材料的数据越频繁越好，一

定会有收获 

5. 需要进行无菌操作的步骤务必保证无微生物污染，使用酒精灯千万不要乱碰

灯芯，学会使用超净台旁边的灭火毯 

6. 做好实验记录，否则会有血的教训（bushi 

 

 

祝：巧手实验数据有 妙笔文章拒稿无 

一切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