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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微束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洪健、陈汉民、戎念杭、祝建、杨勇骥、俞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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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扫描电子显微镜是观察分析固态试样表面形貌和超微结构的分析仪器,要求试样干燥和表面导电。
大多数生物试样(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水分含量高、不导电,进行扫描电镜观察分析时极容易在真空环

境中收缩变形,导致真实的形态结构被破坏,且不能获得良好的结构信息。因此,需采用化学或物理的

手段对生物试样进行处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试样的原貌,供扫描电镜观察和分析。随着电子显微镜

技术的发展,在扫描电镜生物试样常规化学处理方法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些新的物理处理技术如冷冻

扫描电镜技术,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良好应用。为了规范扫描电镜生物试样的制备程序,正确指导生物试

样的扫描电镜分析工作,有必要制定生物试样扫描电镜分析方法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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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束分析 扫描电子显微术
生物试样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试样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的技术要求和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扫描电子显微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1636 微束分析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EPMA) 术语

GB/T23414 微束分析 扫描电子显微术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3414和GB/T2163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子枪 electrongun
电子显微镜中的电子光源,由一发射体(加热钨丝、六硼化镧LaB6 灯丝、冷场或热场发射尖端)与

电子加速系统组成。

3.2
电子束 electronbeam
由电子光学系统聚焦到试样表面的一束电子。

3.3 
加速电压 acceleratingvoltage
为加速从电子源发射的电子而加到灯丝和阳极之间的电位差。

3.4
生物试样 biologicalspecimens
供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用的具有或者曾具有生命形式的各种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样品。

3.5
二次电子 secondaryelectron
由于入射电子轰击试样而从试样表面发射的电子。
注:通常把能量小于50eV的电子称为二次电子。

3.6 
背散射电子 backscatteredelectron
通过背散射过程从试样的电子入射表面出射的电子。
注:通常把能量大于50eV的电子称为背散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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