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膜片钳电生理试验干扰的来源与排除  

    在电生理试验中凡影响被观察的生物电信号的其他无关电信号均称为干扰，又名噪声。干扰来自四面八

方，无一定规律，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排除，因此分析并排除干扰是做好膜片钳试验的前提。 

    

1  静电和电磁干扰及其排除 

    1.1  干扰的来源  

    带电荷物体靠近不带电荷的物体，便可使后者产生相反的电荷，干扰引导的信号。电源线太长也可产生

感应电流，对在此附近的记录系统产生电干扰作用。实验室附近的电源高压线、变压器、日光灯均可产生50 

Hz的电磁干扰[1]。 

    1.2  排除方法 

    1.2.1  屏蔽法   膜片钳实验最常见的抗干扰措施可采用屏蔽室、屏蔽网、线路屏蔽以及将屏蔽材料接

地。屏蔽效果取决于以下3个因素：屏蔽导体的选材[屏蔽网一般用18目(18孔/cm2)]、接地是否可靠以及接地

线电阻的大小。屏蔽室内一般不允许设置未经屏蔽的带电物体，如台灯、马达等。 

    1.2.2  远离法   即远离干扰源，使引导线与地线远离带电导线，记录仪的输入部分远离电场或电磁

场。 

    1.2.3  用磁场抗磁场法    据电流方向相反产生反向磁场原理，将进出仪器的导线双股绞合，使流过导

线的各自产生的磁场相互抵消减少干扰。尤其应注意避免输入线路形成回路或一个切面很大的环。 

    1.2.4  改变引起生物电组织的环境条件    室内交流电线、电器设备和人体之间有分布电容，如果人的

接地电阻越大，干扰电压就越大[2]，因此保持引导组织与周围物体的绝缘是减少干扰的方法之一。 

    

2  仪器本身质量和引导技术不当所致干扰及排除 

    仪器本身产生的杂乱无章的电流、电压成分的变化称为“噪声”，一般与放大器内元件的质量有关。特

别是第一级放大管子要求质量高、噪声低。放大器对生物电信号和噪音干扰信号放大的比率称为信噪比

(ratio of signal and noise)，可反映仪器的辩差率，当辩差率高达30 000以上时，它足以抵抗各种外来

的干扰，甚至不需屏蔽，通常仪器的辩差率应在10 000以上[3]。提高仪器的辨差率取决于放大器的电子管的

静态和动态工作特性是否配对，使用中也要选择适当的补偿调试。 

    排除仪器本身质量和引导技术不当所致干扰应尽量避免仪器安装元件间的连接处接触不良、锈蚀、脱

焊，保持存放仪器环境的干燥。另外，应在屏蔽网内对照显示屏逐一检查各分部件的接地状况。发现接地不良

应逐一引线接地，直到干扰至最小。 

    

回结果列表  《第一军医大学学报》2002年7期 

 



3  地线本身的接地不良所致干扰及排除 

    3.1  地线接地不良的原因 

    地线本身电阻大；地线中有漏电，在电阻上产生电压降，使地线与大地间并非等电位；大地线在行走中

盘圈，易接受电场与磁场的干扰；各仪器不是一点接地，而是多点接地形成大地环路；引导线越长则越易形成

大地环路。误用电源插座中的中性线为大地线。 

    3.2  排除方法 

    接地线专一，要短而粗，不能与电源线平行，不打圈。检查每一仪器是否漏电，决不能让地线中有漏电

的电流经过并设法排除。自制地线备一直径10 mm的铜管，埋入地下，应尽可能深一点，上端焊接粗导线引至

屏蔽室，用混有食盐、木炭的湿土掩埋，天气干燥时可适当添灌一些食盐水。消除大地环路要求所有接地线均

经前置放大器的中性点，一点与大地相接，以避免多点接地带来的干扰。 

    

4  人为因素及其排除 

    试验者本身为带电体，他所产生的电磁场会影响记录，移动时更为明显[4]。所以记录时试验者应将一只

手放于接地的另一导体上，尽量将干扰减至最小。 

    另外，插电极时会在电极底座产生碎屑。特别是每次插电极时电极液溢出，也会日积月累在电极底座内

形成结晶。当电解质结晶溶解时，会形成巨大的电势差，影响记录，甚至使封接失败[5]。所以电极底座应定

期用无水酒精清洗，以保证试验的顺利进行。 

    致谢：本文经本校生理教研室高天明教授审校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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