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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光学投影显微镜法 根据山羊绒与羊毛纤维的细度及表面鳞片结构特征等，可在光
学投影显微镜下观察羊绒与羊毛纤维的鳞片结构分辨两种纤维。光学投影显微镜由于放大倍数和景深
的限制，图像分辨率较低，受样品颜色影响较大，无法区分鳞片的细微结构，不能测量鳞片的边缘厚
度、边缘高度，特别是对纤维表面进行了化学处理后的鉴别比较困难。因此很难精确分辨，误差较大
。 4.扫描电子显微镜法 扫描电子显微镜能够清晰观察和再现纤维的宏观和微观结构，其使用的成像信
息是二次电子并用高亮度调节方法获得的扫描图像，图像具有分辨率高、景深大、立体感强的特点，
放大倍数从几千到几十万倍。能够清晰准确地观察到纤维的鳞片形态、覆盖密度、鳞片张角等。但此
法只能测得一些比较容易的直观数据，对于需要处理之后才能获得的数据（面积、周长）等就无能为
力，对所得数据不能统计计算，更不能自动识别。 5.计算机图形分析法计算机图形分析法是利用扫描
电子显微镜对山羊绒和羊毛纤维实时成像，通过图像采集卡将山羊绒和羊毛纤维的图像传送到计算机
系统，由计算机系统对图像进行灰度变换、滤波等图像处理，然后通过求最大类间方差得到最佳阈值
，对图像分割，根据两种纤维的形态特点提取特征并加以分类识别。此检测方法客观、准确，减少了
对检测人员水平、经验的依赖性，但缺点是效率低、速度慢、成本高。 6.生物芯片法不同有机物对不
同的物质具有敏感性，若能记录下这些有机物产生的反应，并转化成一定的信息，就可以达到探测目
的。生物芯片法就是根据这一原理设计的。这种生物芯片采用微凝胶技术，在一块大小如显微镜载玻
片的玻璃表面上设计了多达一万个作用如同微型测试管的微机构。在测试时每个微凝胶结构中的化学
物质与被测生物对象发生反应，便可以测出DNA的序列、基因变异、蛋白质相互作用和免疫反应等。 
目前国外生物芯片技术的开发应用已取得了新进展。山羊绒和羊毛纤维在DNA链段上有着不同的结构
特征，因此可以利用DNA特性来开发设计DNA探头和DNA芯片。1992年，美国专家首次制作了具有羊
毛特性的DNA探头，可区别出从羊绒、羊毛分离的DNA，但目前尚未实现广泛应用。 日本纺织监察
协会（JSIF）目前采用的动物纤维鉴别方法是显微镜观察法和DNA分析法。DNA定性分析法可用于对
羊毛、羊绒、牦牛毛、兔毛、羊驼毛等动物纤维和皮革的鉴别；DNA定量分析法主要用于羊毛、羊绒
混纺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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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绒山羊安全生产技术指南》在内容上力求切合我国绒山羊当前生产实际，突出介绍一些生产上的新
技术，既有实用性又有先进性。

Page 4



《绒山羊安全生产技术指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