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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9)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东、韩立、陈佩佩、谢家仪、杨勇骥、殷伯华、孙全梅、褚卫国、初明璋、金麟、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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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颗粒生物形貌效应的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方法通则

  警告:本标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在应用本标准之前,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

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纳米颗粒与生物样品相互作用的技术和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应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的低真空和环境真空模式,进行纳米颗粒生物效应研究中生物

样品形貌的分析(颗粒的范围可扩展至亚微米级和微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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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619—2004 纳米材料术语

GB/T21636—2008 微术分析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EPMA) 术语

GB/T23414—2009 微术分析 扫描电子显微术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environmentalscanningelectronmicroscope;ESEM
在其工作时,其样品室气压可在1Pa~5000Pa之间变化。因此,不能直接探测到发射的二次电

子,图像是通过探测气体放大的电子、环境扫描电子探测器、探测离子、光电效应或者探测其他信号(如
背散射电子或者吸收电流)来获得。

3.2
生物形貌效应 biologicaleffectontopography
与纳米颗粒作用后,生物样品形貌的改变。

3.3
低真空模式 lowvacuummode
镜筒在高真空,而样品室的压力在10Pa~130Pa时,对样品表面进行检测。

3.4
环境真空模式 environmentalvacuummode
镜筒在高真空,而样品室的压力在10Pa~4000Pa范围内,对样品表面进行检测。

3.5
含水生物样品 hydrousbiologicalsample
表面无多余水分存在、内部含水、不易变形的新鲜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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