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实验报告 

生物实验报告（精选 9 篇） 

在人们素养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使用报告的情况越来越多，报

告中提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么你真正懂得怎么写好报

告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生物实验报告，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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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目的 

初步掌握鉴定生物组织中还原糖、脂肪、蛋白质的基本方法。 

二、实验原理 

1、还原糖的鉴定原理生物组织中普遍存在的还原糖种类较多，常

见的有葡萄糖、果糖、麦芽糖。它们的分子内都含有还原性基团（游

离醛基或游离酮基），因此叫做还原糖。蔗糖的分子内没有游离的半

缩醛羟基，因此叫做非还原性糖，不具有还原性。本实验中，用斐林

试剂只能检验生物组织中还原糖存在与否，而不能鉴定非还原性糖。 

斐林试剂由质量浓度为 0.1g/mL 的氢氧化钠溶液和质量浓度为

0.05g/mL 的硫酸铜溶液配制而成，二者混合后，立即生成淡蓝色的

Cu （OH ）2 沉淀。Cu （OH ）2 与加入的葡萄糖在加热的条件下，能

够生成砖红色的 Cu2O 沉淀，而葡萄糖本身则氧化成葡萄糖酸。其反

应式如下： 

CH2OH — （ CHOH ） 4—CHO+2Cu （ OH ） 2→CH2OH—

（CHOH ）4—COOH+Cu2O↓+2H2O 用斐林试剂鉴定还原糖时，溶

液的颜色变化过程为：浅蓝色棕色砖红色（沉淀）。 

2、蛋白质的鉴定原理鉴定生物组织中是否含有蛋白质时，常用双

缩脲法，使用的是双缩脲试剂。双缩脲试剂的成分是质量浓度为

0.1g/mL 的氢氧化钠溶液（A）和质量浓度为 0.01g/mL （B）的硫酸

铜溶液。在碱性溶液（NaOH ）中，双缩脲（H2NOC —NH —

CONH2 ）能与 Cu2+ 作用，形成紫色或紫红色的络合物，这个反应叫

做双缩脲反应。由于蛋白质分子中含有很多与双缩脲结构相似的肽键，

因此，蛋白质可与双缩脲试剂发生颜色反应。 



3、脂肪的鉴定原理脂肪可以被苏丹Ⅲ染成橘黄色，被苏丹Ⅳ染成

红色 

三、实验过程（见书 P18 ） 

四、实验用品（见书 P18 ） 

五、注意 

1、关于鉴定还原糖的实验，在加热试管中的溶液时，应该用试管

夹夹住试管上部，并放入盛开水的大烧杯中加热。注意试管底部不要

接触烧杯底部，同时试管口不要朝向实验者，以免试管内溶液沸腾时

冲出试管，造成烫伤。如果试管内溶液过于沸腾，可以上提试管夹，

使试管底部离开大烧杯中的开水。 

2、斐林试剂的甲液和乙液混合均匀后方可使用，切勿将甲液和乙

液分别加入组织样液中。 

3、蛋白质的鉴定中先加双缩脲 A，再加双缩脲 B 

六、讨论 

鉴定生物组织中还原糖、脂肪、蛋白质的根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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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生物新课程倡导面向全体学生、提高生

物科学素养和探究性学习的课程理念。其中探究学习是让学生在主动

参与的过程中进行学习，让学生在探究问题的活动中获取知识，了解

科学家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学会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技能，领

悟科学观念，培养科学精神。这种学习的方式的中心是针对问题的探

究活动，当学生面临各种让他们困惑的问题时，他就要想法寻找答案。 

在解决问题时，要对问题进行推理、分析，找出问题解决的方向，

然后通过观察、实验来收集事实，通过对获得的资料进行归纳、比较、

统计分析，形成对问题的解释。最后通过讨论和交流进一步澄清事实，

发现新的问题，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此背景理念依据下，在教学中教学模式也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生物课将更多地开展学生的试验、讨论、交流等活动。引导学习教学

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构建的。具体的模式结构：问题——阅读、实

验——分析、推理、归纳、讨论——结论。  



在运用这种模式的过程中我有下面几点感触： 

1、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带者问题去阅读、分析、讨论资料，达

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比如：在学习〈空中飞行的动物〉时，教师可这

样引导学生；想一想，我们人要想在天空自由自在的飞翔必须先解决

什么问题？ 

学生思考后说；一是，解决了动力问题。二是，解决了地心引力

问题。教师随后提出问题：鸟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引导学生思考，

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书、阅读、讨论、交流、的出结论。这样既可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学习方式，又符合新课程的要求。 

2、合理开发的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是实现课程目

标，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关键条件。知识、技能、经验、活动方式方

法等都是课程资源。在学习〈水中生活的动物〉时，对于生活在我这

些地方的学生来说，对水中的动物了解不多，而且上课时还不能做试

验，学生缺少感性的认识，这时教师就要引导学生开发自己已有的课

程资源。如：学习鱼鳍的作用时引导学生想想：独桨船和双桨船他们

的桨各起什么作用？在学习鱼儿离开水为什么会死？教师可引导学生

回忆：头发在水中水什么样的？从水中出来时又是什么样的？这样就

很容易理解知识，解决了问题。 

3、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新课程注重现代

信息技术与生物新课程的整合。这样可有效地应用数字化的优势达到

学习目标。教师用编制成的演示文稿、多媒体课件来引导学生学习或

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资源。 

在课程学习中，利用诸多的文字处理、图形图像处理、信息集成

等工具，让学生对课程学习内容进行重组、创作，不仅使学生获得知

识，而且能够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但是，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

把每个知识点、每个环节设计的过于完美，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很简

单的就可掌握知识，完成教学任务。但也存在着弊端，这就是学生的

自主学习不到位，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缺少自主探究的过程。这个问

题就是我发现的问题和努力改进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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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目的 

1.初步学会观察植物细胞质壁分离和复原的方法。 

2.理解植物细胞发生渗透作用的原理。 

二、实验原理 

当细胞液的浓度小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细胞液中的水分就透过

原生质层进入外界溶液中，使细胞壁和原生质层都出现一定的收缩。

由于原生质层比细胞壁的收缩性大，当细胞不断失水时，原生质层就

会与细胞壁逐渐分离开，也就是分升了质壁分离当细胞液的浓度大于

外界溶液的浓度时，外界溶液中的水分就透过原生质层进入细胞液中，

整个原生质层就会慢慢地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使植物细胞逐渐发生质

壁分离复原。 

三、材料用具 

紫色洋葱鳞片叶、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滴管、镊子、刀片、

吸水纸、清水、0.3g/ml 蔗糖溶液 

四、实验过程(见书 P60)  

物理实验报告——化学实验报告——生物实验报告——实验报告

格式——实验报告模板 

五、讨论 

1.如果将洋葱表皮细胞浸润在与细胞液浓度相同的蔗糖溶液中，

这些表皮细胞会出现什么现象? 

2.当红细胞细胞膜两侧的溶液具有浓度差时，红细胞会不会发生

质壁分离现象?为什么? 

3.画一个细胞在正常状态下到经过 0.3g/ml 蔗糖溶液处理，再经

过清水处理的细胞变化的一系列模式图。 

生物实验报告 篇 4 

一、实验目的 

1.初步学会探索酶催化特定化学反应的方法。 

2.探索淀粉酶是否只能催化特定的化学反应。 

二、实验原理 

淀粉和蔗糖都是非还原糖，它们在酶的催化作用下都能水解成还



原糖，还原糖能够与 

斐林试剂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砖红色的氧化亚铜沉淀。 

用淀粉酶分别催化淀粉溶液和蔗糖溶液，再用斐林试剂鉴定溶液

中有无还原糖，就可 

以看出淀粉酶是否能催化这两种化学反应。 

三、材料用具 

滴管、试管、火柴、试管架、温度计、三脚架、石棉网、酒精灯、

烧杯、质量分数为 2% 的 

新鲜淀粉酶溶液、质量分数为 3% 的可溶性淀粉溶液、质量分数为

3% 的蔗糖溶液、斐林试剂 

四、实验过程（见书Ｐ47） 

五、讨论 

1．制备的可溶性淀粉溶液，必须完全冷却后才能使用。为什么？ 

２．两支试管保温时，为什么要控制在 60℃左右(低于 50℃或高

于 75℃)? 

3．如果 2 号试管也产生了砖红色沉淀，可能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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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规则 

1．实验前应认真预习实验指导，明确实验目的和要求，写出预实

验报告。 

2．进入实验室必须穿白大衣。严格遵守实验课纪律，不得无故迟

到或早退。不得高声说话。严禁拿实验器具开玩笑。实验室内禁止吸

烟、用餐。 

3．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中自己不能解决或决定的

问题，切勿盲目处理，应及时请教指导老师。 

4．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仪器，凡不熟悉操作方法的仪器不得随意

动用，对贵重的精密仪器必须先熟知使用方法，才能开始使用；仪器

发生故障，应立即关闭电源并报告老师，不得擅自拆修。 

5．取用试剂时必须“随开随盖”，“盖随瓶走”，即用毕立即盖

好放回原处，切忌“张冠李戴”，避免污染。 



6．爱护公物，节约水、电、试剂，遵守损坏仪器报告、登记、赔

偿制度。 

7．注意水、电、试剂的使用安全。使用易燃易爆物品时应远离火

源。用试管加热时，管口不准对人。严防强酸强碱及有毒物质吸入口

内或溅到别人身上。任何时候不得将强酸、强碱、高温、有毒物质抛

洒在实验台上。 

8．废纸及其它固体废物严禁倒入水槽，应倒到垃圾桶内。废弃液

体如为强酸强碱，必须事先用水稀释，方可倒入水槽内，并放水冲走。 

9．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记录实验结果，仔细分析，做出客

观结论。实验失败，须认真查找原因，而不能任意涂改实验结果。实

验完毕，认真书写实验报告，按时上交。 

10．实验完毕，个人应将试剂、仪器器材摆放整齐，用过的玻璃

器皿应刷洗干净归置好，方可离开实验室。值日生则要认真负责整个

实验室的清洁和整理，保持实验整洁卫生。离开实验室前检查电源、

水源和门窗的安全等，并严格执行值日生登记制度。 

二、实验报告的基本要求 

实验报告通过分析总结实验的结果和问题，加深对有关理论和技

术的理解与掌握，提高分析、综合、概括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是学习

撰写研究论文的过程。 

1．实验报告应该在专用的生化实验报告本上、按上述格式要求书

写。 

2．实验报告的前三部分 

①实验原理 

②实验材料（包括实验样品、主要试剂、主要仪器与器材） 

③实验步骤（包括实验流程与操作步骤）要求在实验课前预习后

撰写，作为实验预习报告的内容。预习时也要考虑并设计好相应实验

记录的表格。 

3．每项内容的基本要求 

（1）实验原理：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验的原理，涉及化学反应时用

化学反应方程式表示。 



（2）实验材料：应包括各种来源的生物样品及试剂和主要仪器。

说明化学试剂时要避免使用未被普遍接受的商品名和俗名。试剂要标

清所用的浓度。 

（3）实验步骤：描述要简洁，不能照抄实验讲义，可以采用工艺

流程图的方式或自行设计的表格来表示，但对实验条件和操作的关键

环节应写清楚，以便他人重复。 

（4）实验记录：包括主要实验条件、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及实验

中的原始数据。 

（5）结果（定量实验包括计算）：应把所得的实验结果（如观察

现象）和数据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对比，尽量用图表的形式概括

实验的结果，如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结果的比较表等(有时对实验结果

还可附以必要的说明)。 

（6）讨论：不应是实验结果的重述，而是以结果为基础的逻辑推

论。如对定性实验，在分析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应有中肯的结论。还可

以包括关于实验方法、操作技术和有关实验的一些问题，对实验异常

结果的分析和评论，对于实验设计的认识、体会和建议，对实验课的

改进意见等。 

（7）结论：一般实验要有结论，结论要简单扼要，说明本次实验

所获得的结果。 

三、实验报告的评分标准（百分制） 

1．实验预习报告内容（30 分） 

学生进入实验室前应预习实验，并书写预习报告。实验预习报告

应包括以下三部分： 

①实验原理（10 分）：要求以自己的语言归纳要点； 

②实验材料（5 分）：包括样品、试剂及仪器。只列出主要仪器、

试剂（常规材料不列）； 

③实验方法（15 分）：包括流程或路线、操作步骤，要以流程图、

表格式给出要点，简明扼要。依据各部分内容是否完整、清楚、简明

等，分以下三个等级给分。 

优秀：项目完整，能反映实验者的加工、整理、提炼。 



合格：较完整，有一定整理，但不够精炼。 

不合格：不完整、缺项，大段文字，完全照抄教材，记流水账。 

实验预习报告不合格者，不允许进行实验。该实验应重新预约，

待实验室安排时间后方可进行实验。 

2．实验记录内容（20 分） 

实验记录是实验教学、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之一，必须培养严谨

的科学作风。 

实验记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①主要实验条件（如材料的来源、质量；试剂的规格、用量、浓

度；实验时间、操作要点中的技巧、失误等，以便总结实验时进行核

对和作为查找成败原因的参考依据）； 

②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如加入试剂后溶液颜色的变化）； 

③原始实验数据：设计实验数据表格（注意三线表格式），准确

记录实验中测得的原始数据。记录测量值时，要根据仪器的精确度准

确记录有效数字（如吸光值为 0.050，不应写成 0.05），注意有效数

字的位数。 

实验记录应在实验过程中书写；应该用钢笔或者圆珠笔记录，不

能用铅笔。记录不可擦抹和涂改，写错时可以准确划去重记。记录数

据时请教师审核并签名。 

实验记录分以下三个等级给分。 

优秀：如实详细地记录了实验条件、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结果

及实验中的原始数据（如三次测定的吸光度值）等；实验记录用钢笔

或者圆珠笔记录，没有抹擦和涂改迹象。书写准确，表格规范（三线

表）。有教师的签字审核。 

合格：记录了主要实验条件，但不详细、凌乱；实验中观察到的

现象不细致；原始数据无涂改迹象，但不规范。有教师的签字审核。 

不合格：记录不完整，有遗漏；原始数据有抹擦和涂改迹象、捏

造数据（以 0 分计）；图、表格形式错误；用铅笔记录原始数据；无

教师的签字审核。若记录的结果有怀疑、遗漏、丢失，必须重做实验，

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 



3．结果与讨论（45 分） 

（1）数据处理（5 分） 

对实验中所测得的一系列数值，要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进行整理

和分析。数据处理时，要根据计算公式正确书写中间计算过程或推导

过程及结果，得出最终实验结果。要注意有效数字的位数、单位（国

际单位制）。经过统计处理的数据要以 X〒SD 表示。可分成以下三个

等级给分。 

优秀：处理方法合理，中间过程清楚，数据格式单位规范。 

合格：处理方法较合理，有中间计算过程；数据格式单位较规范。 

不合格：处理方法不当；无中间过程；有效数字的位数、单位不

规范。 

（2）结果（20 分） 

实验结果部分应把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处理的最终数据进行归纳、

分析、比对，以列表法或作图法来表示。同时对结果还可附以必要的

说明。 

要注意图表的规范：表格要有编号、标题；表格中数据要有单位

（通常列在每一列顶端的第一行或每一行左端的第一列）。图也要有

编号、标题，标注在图的下方；直角坐标图的纵轴和横轴要标出方向、

名称、单位和长度单位；电泳图谱和层析图谱等要标明正、负极方向

及分离出的区带、色带或色斑的组分或成分。电泳结果还要标记泳道，

并在图题下给出泳道的注释；要标出分子量标准的各条带的大小。并

且注意需要结合图表对结果进行较详细的解释说明。 

可分成以下三个等级给分。 

优秀：实验结果有归纳、解释说明，结果准确，格式规范。 

合格：堆砌实验现象、数据，解释说明少。 

不合格：最终实验结果错误且无解释说明，图表、数字不规范。 

（3）讨论（20 分） 

讨论应围绕实验结果进行，不是实验结果的重述，而是以实验结

果为基础的逻辑推论，基本内容包括：①用已有的专业知识理论对实

验结果进行讨论，从理论上对实验结果的各种资料、数据、现象等进



行综合分析、解释，说明实验结果，重点阐述实验中出现的一般规律

与特殊性规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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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练习使用显微镜 

目的要求: 

1.练习使用显微镜，学会规范的操作方法。 

2.能够独立操作显微镜。 

3.能够将标本移动到视野中央，并看到清晰的图象。 

材料用具:显微镜，写有“上”字的玻片，动、植物玻片标本，擦

镜纸，纱布。 

方法步骤 

1.右手握住镜臂，左手托住镜座。 

2．把显微镜放在实验台距边缘 7 厘米左右处，略偏左。安装好目

镜和物镜。 

3．动转换器，使低倍物镜对准通光孔。 

4．把一个较大的光圈对准通光孔。一只眼注视目镜内，另一只眼

睁开。转动反光镜，使光线通过通光孔反射到镜筒内。通过目镜可以

看到白亮的圆形视野。 

5.把所要观察的玻片标本放在载物台上，用压片夹压住，标本要

正对通光孔的中心。 

6．转动粗准焦螺旋，使镜筒缓缓下降，直到物镜接近玻片标本为

止此时眼睛一定要看着物镜）。 

7．一只眼向目镜内看，同时逆时针方向转动粗准焦螺旋，使镜筒

缓缓上升直到看清物象为止。再略微转动细准焦螺旋，使看到的物象

更加清晰。 

8．练习将所观察的标本移到视野中央，先移动一下标本，物象朝

相反的方向移动。说明了在目镜中看到的像是真实的像的倒像。 

注意事项 

实验完毕，把显微镜的外表擦拭干净。如需擦拭目镜和物镜，请

用擦镜纸。转动转换器，把两个物镜偏到两旁，并将镜筒缓缓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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