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装置故障的排除

  1、粗调部分故障的排除 

  粗调的主要故障是自动下滑或升降时松紧不一。所谓自动下滑是指镜筒、镜

臂或载物台静止在某一位置时，不经调节，在它本身重量的作用下，自动地慢慢

落下来的现象。其原因是镜筒、镜臂、载物台本身的重力大于静摩擦力引起的。

解决的办法是增大静摩擦力，使之大于镜筒或镜臂本身的重力。 

  对于斜筒及大部分双目显微镜的粗调机构来说，当镜臂自动下滑时，可用两

手分别握往粗调手轮内侧的止滑轮，双手均按顺时针方向用力拧紧，即可制止下

滑。如不凑效，则应找专业人员进行修理。 

  镜筒自动下滑，往往给人以错觉，误认为是齿轮与齿条配合的太松引起的。

于是就在齿条下加垫片。这样，镜筒的下滑虽然能暂时止住，但却使齿轮和齿条

处于不正常的咬合状态。运动的结果，使得齿轮和齿条都变形。尤其是垫得不平

时，齿条的变形更厉害，结果是一部分咬得紧，一部分咬得松。因此，这种方法

不宜采用。 

  此外，由于粗调机构长久失修，润滑油干枯，升降时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甚至可以听到机件的摩擦声。这时，可将机械装置拆下清洗，上油脂后重新装配。 

  2、微调部分故障的排除 

  微调部分最常见的故障是卡死与失效。微调部分安装在仪器内部，其机械零

件细小、紧凑，是显微镜中最精细复杂的部分。微调部分的故障应由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修理。没有足够的把握，不要随便乱拆。 

  3、物镜转换器故障的排除 

  物镜转换器的主要故障是定位装置失灵。一般是定位弹簧片损坏（变形、断

裂、失去弹性、弹簧片的固定螺钉松动等）所致,更换新弹簧片时，暂不要把固

定螺钉旋紧，先作光轴校正。等合轴以后，再旋紧螺丝。若是内定位式的转换器，

则应旋下转动盘中央的大头螺钉，取下转动盘，才能更换定位弹簧片，光轴校正

的方法与前面相同。 

  4、聚光器升降机构故障的排除 

  这部分的主要故障也是自动下滑。排除方法如下： 

  （１）直筒显微镜聚光器的升降机构如图 10-3-2 所示：1. 5.赛璐珞垫圈 2.



大头螺钉 3.偏心式齿杆套 4.齿杆 6.升降手轮 7.双眼螺母 

  调整时,一只手用双眼螺母扳手插入手轮端面上的双眼螺母内，另一只手用

螺丝刀插入另一端的大头螺钉槽口内，用力旋紧即可制止下滑。 

  （２）斜筒显微镜聚光器的升降机构如图 10-3-3 所示：  

  调整时，首先用螺丝刀把双眼螺母中间的驻螺 2退出 1～2圈，轴承垫圈 3

是与驻螺 2压紧配合的，因此，也会跟着它一起退出，并脱离齿杆 10 的端面。

然后，用双眼螺母扳手把双眼螺母 1向调节座 5旋进。同时，用另一只手转动手

轮，进行试验，直到升降机构松紧合适，又能停留在任意位置上时，才停止双眼

螺母的旋进。最后，再把驻螺旋入，使轴承垫圈接触齿杆 10 就行了。 

  这样调整之所以能够排除故障，是因为调节座 5的内孔是锥形的。锥形轴套

4在轴向有槽口，如图 10-3-4 所示。当双眼螺母 1向里旋进时，将锥形套向里

顶，使锥形套在前进时，槽口变小，内孔收缩，将齿杆 10 夹得更紧，加大了齿

轮转动的摩擦阻力，从而制止自动下降。  

生物显微镜常见故障的排除

  一、 常见故障的排除  

  1.镜筒的自行下滑:这是生物显微镜经常发生的故障之一。对于轴套式结构

的显微镜解决的办法可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用双手分别握住两个粗调手轮,相对用力旋紧。看能否解决问题,若

还不能解决问题,则要用专用的双柱板手把一个粗调手轮旋下,加一片摩擦片,手

轮拧紧后,如果转动很费劲,则加的摩擦片太厚了,可调换一片薄的。以手轮转动

不费力,镜筒上下移动轻松,而又不自行下滑为准。摩擦片可用废照相底片和小于

1毫米厚的软塑料片用打孔器冲制。  

  第二步:检查粗调手轮轴上的齿轮与镜筒身上的齿条啮合状态。镜筒的上下

移动是由齿轮带动齿条来完成的。齿轮与齿条的最佳啮合状态在理论上讲是齿条

的分度线与齿轮的分度圆相切。在这种状态下,齿轮转动轻松,并且对齿条的磨损

最些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在齿条后加垫片,使齿条紧紧地压住齿轮来

阻止镜筒的下滑。这时齿条的分度线与齿轮的分度圆相交,齿轮和齿条的齿尖都

紧紧地顶住对方的齿根。当齿轮转动时,相互间会产生严重的磨削。由于齿条是

铜质材料的,齿轮是钢质材料的。所以相互间的磨削,会把齿条上的牙齿磨损坏,



齿轮和齿条上会产生许多铜屑。最后齿条会严重磨损而无法使用。因此千万不能

用垫高齿条来阻止镜筒下滑。解决镜筒自行下滑的问题,只能用加大粗调手轮和

偏心轴套间的摩擦力来实现。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齿条的分度线与齿轮的

分度圆相离。这时转动粗调手轮时,同样会产生空转打滑的现象,影响镜筒的上下

移动。如果这通过调整粗调手轮的偏心轴套,无法调整齿轮与齿条的啮合距离。

则只能在齿条后加垫适当的薄片来解决。加垫片调整好齿轮与齿条啮合距离的标

准是:转动粗调手轮不费劲,但也不空转。 

  调整好距离后,在齿轮与齿条间加一些中性润滑脂。让镜筒上下移动几下即

可以了。最后还须把偏心轴套上的两只压紧螺丝旋紧。不然的话,转动粗调手轮

时,偏心轴套可能会跟着转动,而把齿条卡死,使镜简无法上下移动。这时如果转

动粗调手轮力量过大的话,可能会损坏齿条和偏心轴套。在旋紧压紧螺丝后,如果

发现偏心轴套还是跟着转的话。这是由于压紧螺丝的螺丝孔螺纹没有改好所造成

的。因为厂家改螺纹是用机器改丝的,往往会有一到二牙螺纹没改到位。这时即

使压紧螺丝也旋不到位,偏心轴套也就压不紧了。发现这种故障,只要用Ｍ３的丝

攻把螺丝孔的螺纹攻穿就能解决问题。我用此方法彻底解决了我校 30 台生物显

微镜偏心轴套跟转的问题。 

  把以上这些步骤都一一做好后,镜筒自行下滑问题基本上是彻底解决了。  

  2.遮光器定位失灵:这可能是遮光器固定螺丝太松,定位弹珠逃出定位孔造

成。只要把弹珠放回定位孔内,旋紧固定螺丝就行了。如果旋紧后,遮光器转动困

难,则需在遮光板与载物台间加一个垫圈。垫圈的厚薄以螺丝旋紧后,遮光器转动

轻松,定位弹珠不外逃,遮光器定位正确为佳。  

  3、物镜转换器转动困难或定位失灵:转换器转动困难可能是固定螺丝太紧。

使转动困难,并会损坏零件。太松,里面的轴承弹珠就会脱离轨道,挤在一起,同样

使转动困难；另外弹珠很可能跑到外面来,弹珠的直径仅有一毫米,很容易遗失。

固定螺丝的松紧程度以转换器在转动时轻松自如,垂直方向没有松动的间隙为

准。调整好固定螺丝后,应随即把锁定螺丝锁紧。不然的话,转换器转动后,又会

发生问题。 

  转换器定位失灵有时可能是定位簧片断裂或弹性变形而造成。一般只要更换

簧片就行了。  



  4.目镜、物镜的镜片被污染或霉变:大部分显微镜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产生

镜片的外面被沾污或发生霉变。尤其是高倍物镜 40X ,在做《观察植物细胞的

质壁分离与复原》实验时,极容易被糖液污染。如镜头被污染不及时清洗干净就

会发生霉变。处理的办法是先用干净柔软的绸布蘸温水清洗掉糖液等污染物,后

用干绸布擦干,再用长纤维脱脂棉蘸些镜头清洗液清洗,最后用吹风球吹干。要注

意的是清洗液千万不能渗入到物镜镜片内部。因为为了达到所需要的放大倍数,

高倍物镜的镜片,需要紧紧地胶接在一起。胶是透明的,且非常暴　一旦这层胶被

酒精、乙醚等溶剂溶解后,光线通过这两片镜片时,光路就会发生变化。观察效果

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在清洗时不要让酒精、乙醚等溶剂渗入到物镜镜片的内部。

　 

  5.镜架、镜臀倾斜时固定不住:这是镜架和底座的连接螺丝松动所致。可用

专用的双头板手或用尖咀钳卡住双眼螺母的两个孔眼用力旋紧即可。如旋紧后不

解决问题,则需在螺母里加垫适当的垫片来解决。  　　 

  若是目镜、物镜镜头内部的镜片被污染或霉变,就必须拆开清洗。目镜可直

接拧开拆下后进行清洗。但物镜的结构较复杂,镜片的叠放,各镜片间的距离都有

非常严格的要求,精度也很高。生产厂家在装配时是经过精确校正而定位的。所

以拆开清洗干净后,必须严格按原样装配好。  

  生物显微镜的镜片都是用精密加工过的光学玻璃片制成的,为了增加透光率,

都需在光学玻璃片的两面涂上一层很薄的透光膜。这样透光率就可以达到 97％

— 98％。这一层透光膜表面很平整光滑,且很暴　一旦透光膜表面被擦伤留有痕

迹,它的透光率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观察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在擦拭镜片时,

一定要用干净柔软的绸布或干净毛笔轻轻擦拭,若用擦镜纸擦拭则更要轻轻擦拭,

以免损伤透光膜。 

使用方法 

一.低倍镜的使用方法  

  （1）取镜和放置：显微镜平时存放在柜或箱中，用时从柜中取出，右手紧

握镜臂，左一手托住镜座,将显微镜放在自己左肩前方的实验台上，镜座后端距

桌边 1－2寸为宜，便于坐着操作。  

  （2）对光：用拇指和中指移动旋转器(切忌手持物镜移动)，使低倍镜对准



镜台的通光孔(当转动听到碰叩声时，说明物镜光轴已对准镜筒中心)。打开光圈，

上升集光器，并将反光镜转向光源，以左眼在目镜上观察(右眼睁开),同时调节

反光镜方向，直到视野内的光线均匀明亮为止。  

  （3）放置玻片标本：取一玻片标本放在镜台上，一定使有盖玻片的一面朝

上，切不可放反，用推片器弹簧夹夹住，然后旋转推片器螺旋，将所要观察的部

位调到通光孔的正中。  

  （4）调节焦距：以左手按逆时针方向转动粗调节器，使镜台缓慢地上升至

物镜距标本片约 5毫米处，应注意在上升镜台时，切勿在目镜上观察。一定要从

右侧看着镜台上升，以免上升过多，造成镜头或标本片的损坏。然后，两眼同时

睁开，用左眼在目镜上观察，左手顺时针方向缓慢转动粗调节器，使镜台缓慢下

降，直到视野中出现清晰的物象为止。  

  如果物象不在视野中心，可调节推片器将其调到中心(注意移动玻片的方向

与视野物象移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如果视野内的亮度不合适，可通过升降集光

器的位置或开闭光圈的大小来调节，如果在调节焦距时，镜台下降已超过工作距

离(>5.40mm)而未见到物象，说明此次操作失败，则应重新操作，切不可心急而

盲目地上升镜台。  

二.高倍镜的使用方法  

  （1）选好目标：一定要先在低倍镜下把需进一步观察的部位调到中心，同

时把物象调节到最清晰的程度，才能进行高倍镜的观察。  

  （2）转动转换器，调换上高倍镜头，转换高倍镜时转动速度要慢，并从侧

面进行观察(防止高倍镜头碰撞玻片)，如高倍镜头碰到玻片，说明低倍镜的焦距

没有调好，应重新操作。  

  （3）调节焦距：转换好高倍镜后，用左眼在目镜上观察，此时一般能见到

一个不太清楚的物象，可将细调节器的螺旋逆时针移动约 0.5－1 圈，即可获得

清晰的物象(切勿用粗调节器!)  

  如果视野的亮度不合适，可用集光器和光圈加以调节，如果需要更换玻片标

本时，必须顺时针(切勿转错方向)转动粗调节器使镜台下降，方可取下玻片标本。  

  想让像变大就要使使物镜靠近物体,目镜远离物镜一些，像变小则反之…… 

注意事项 



  1.持镜时必须是右手握臂、左手托座的姿势，不可单手提取，以免零件脱落

或碰撞到其它地方。  

  2.轻拿轻放，不可把显微镜放置在实验台的边缘，以免碰翻落地。  

  3.保持显微镜的清洁，光学和照明部分只能用擦镜纸擦拭，切忌口吹手抹或

用布擦，机械部分用布擦拭。  

  4.水滴、酒精或其它药品切勿接触镜头和镜台，如果沾污应立即擦净。  

  5.放置玻片标本时要对准通光孔中央，且不能反放玻片，防止压坏玻片或碰

坏物镜。  

  6.要养成两眼同时睁开的习惯，以左眼观察视野，右眼用以绘图。  

  7.不要随意取下目镜，以防止尘土落入物镜，也不要任意拆卸各种零件，以

防损坏。  

  8.使用完毕后，必须复原才能放回镜箱内，其步骤是：取下标本片，转动旋

转器使镜头离开通光孔，下降镜台，平放反光镜，下降集光器(但不要接触反光

镜)、关闭光圈，推片器回位，盖上绸布和外罩，放回实验台柜内。最后填写使

用登记表。(注：反光镜通常应垂直放，但有时因集光器没提至应有高度，镜台

下降时会碰坏光圈，所以这里改为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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