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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新型显微技术成功用于生物成像

成像深度和速度提高10倍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张行勇 发布时间：2013-02-19 【字号： 小  中  大 】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瞬态光学与光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姚保利研究组，将基于数字微镜器件和LED照明的显微技

术成功用于生物医学研究，从而为深层生物样品大面积快速三维成像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相关成果日前发表

在《自然》子刊《科学报告》杂志上。 

大到宇宙，小到分子，看得更远、更细、更清楚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为突破光的衍射极限，近年来出现了

不少光学超分辨方法，如光激活定位法、随机光学重构法、受激发射损耗法等。但这几种超分辨成像技术速度较

慢，而且需要一些特殊染料标记样品。另外一种方式是使用结构光照明的显微技术（SIM）。它使用特殊调制的光场

照明样品，通过空间频谱处理的方式获得超分辨图像。目前，只有美、德、英、日等几个国家掌握该技术，我国在

这方面相对滞后。 

据了解，姚保利研究组首次提出并实现了基于数字微镜器件和LED照明的SIM技术。与激光干涉照明SIM技术相

比，该技术能够获得更高的空间分辨率、更快的成像速度和更好的图像质量，而且大大降低了装置的复杂性和成

本。经测定，系统的横向分辨率达90纳米，是目前国际上同类技术的最好水平。 

此次研究组与第四军医大学和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合作，利用该系统成功获得了牛肺动脉内皮细胞线粒体和小鼠

脑神经元细胞的超分辨图像，并且实现了小鼠脑神经元细胞和植物花粉的三维光切片成像，其成像深度和成像速度

比当前同类切片显微技术均提高了约10倍。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02-19 第4版 综合)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3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