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ica DMI3000 B



多种透射光观察功能

Leica DMI3000 B 为倒置型研究用显微镜提供了独特的技术、

功能和用户方便性。Leica DMI3000 B 具有所有透射光观察功

能和超长工作距离的聚光镜，是所有透射光观察的理想选

择。DMI3000  可以选择不同工作距离的聚光镜，实现明场、

相衬、暗场、浮雕相衬、偏光或微分干涉  (DIC)  观察技术。

徕卡独家外置调浮雕相衬 (霍夫曼) 和相衬解决方案不需要特

殊物镜，同时提高了荧光通量。

高灵敏荧光

Leica DMI3000 B 可以用于所有荧光观察技术，荧光转盘为五

个位，可以选择标准型或定制型荧光激发滤块。单标或多色

标记荧光、GFP 应用或及免疫荧光都能通过 Leica DMI3000 B 

迅速轻松地实现。通过徕卡荧光照明强度管理系统能够调节

荧光照明强度。孔径光阑和视场光阑同样可以调节，从而实

现图像优化。荧光滤块具有光阱，可以减少背光，从而形成

完美的黑色背景。

完美的手动研究型

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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徕卡倒置显微镜，由 Christophe Apothéloz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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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操作

人性化观察筒

Leica DMI3000 B 配有观察角度可调的人性化观察

筒。可以连续调节的观察镜筒确保所有用户都能

得到最好的视角，而镜筒的“目视通道”则可随

时提供无碍的直接标本视野，用户可以从显微镜

观察切换到目测，而不必改变身体位置，大大提

高了操作舒适性。

操作简单方便是人性化设计的表现之一。Leica DMI3000 B 人
性化设计意味让使用者真正感受到使用的舒适方便。新型 
Leica  数字化显微镜系列不仅超越了最新的技术标准，而且

在满足人性化操作方面，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多功能 — 创建高清晰图像的艺术

功能丰富的 Leica DMI3000 B 支持所有透射光观察技术 — 甚
至不仅如此。独有的 IMC 浮雕相衬观察法确保了用户在观

察霍夫曼效果的同时得到更明亮的图像。

功能扩展性强，性能独特

每个实验都有其独特性，DMI3000 为每个试验做好了准备。

徕卡员工的辛勤工作，目的是为每位用户提供独特而完美的

系统式显微系统。这确保所有附件都能与  Leica  DMI3000  B 
系统可靠集成。

工作舒适 ...
Leica DMI3000 B 提供人性化观察筒作为标准配置。为了尽量

让用户在使用显微镜工作时感到舒适，显微镜的视角可连续

调节，并配合用户座椅高度和瞳孔间距。稳定性建立在严密

的显微镜机械设计上。坚固的机械结构和精密的金属接口确

保了使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通畅的观察

一览无余的标本视野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优点。徕卡“目视

通道”位于目镜之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方便的观察清晰的标

本。为了方便观察，选装的照片出口位于镜筒侧面。当使用

大型附件，如显微操作时，优点更加明显。

无障碍标本目视

通过镜筒带有的“目视通道”可以直接目视观察

标本，用户不必改变身体姿势，就能随时从显微

观察切换为目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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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方便

• 可以独特配置，可以扩展升级

 显微镜系统

• 人性化观察镜筒

• 目视通道

• 控件使用方便

• 单手操作

5

单手操作

Leica DMI3000 B 的载物台驱动装置和调焦手柄位

置安排恰到好处，既便于单手操作，又没有相互

干扰。

便捷的操作

徕卡的 DigitalMicrosocopes 是与德国 Fraunhofer 研究所的

工程师合作开发的，目的是确保最高标准的人性化设计。

Leica DMI3000 B 所有控制都能轻松实现。这些控件位置醒目

自然，用户无需查看即可找到所需操作按钮。

感觉自然

聚焦手柄是按照人机功能设计的，恰好配合用户的手型。

右侧的扁平聚焦手柄具有两大优点：能够对载物台和聚焦装

置进行单手操作，并能防止载物台驱动装置与调焦手柄相互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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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种标本提供高清对比度和分辨率 —
徕卡新型微分干涉 (DIC)
传统的 DIC 中清晰度和反差效果是一对矛盾：较好的对比度

会导致较低的清晰度，反之亦然。当观测特别厚或特别薄的

标本时，这种效果更为明显。徕卡提供了特殊的 DIC 棱镜组

合，用于观察“正常”厚度、极厚及极薄的标本。

徕卡新型外置浮雕相衬观察技术 (IMC)
徕卡提供了光阑界面，这一奇迹般的改革使得用户可以使用

明场物镜简单方便地实现浮雕相衬 (霍夫曼) 观察方法。作为

用塑料培养皿观察细胞的最佳选择，浮雕相衬观察方法 (霍
夫曼) 不再是一种昂贵的技术。

徕卡新型外置相衬 (IPH)
也就是：使用明场物镜实现相衬观察，不需要使用带相衬圈

的特殊物镜。徕卡将光阑界面应用于相衬观察方法，开创了

用明场物镜进行相衬观察的先例 (IPH)。IPH 首次在外置光栏

位置加入相差环，并使用普通物镜实现相衬观察。这种方法

即能降低系统成本，又能提高荧光性能。

使用于各种观察方法的聚光镜

徕卡聚光镜系列增加了一个使用于显微操作的特殊聚光镜，

该聚光镜具有 40 mm 的自由工作距离。这款特殊的聚光镜适

用于传统相衬，同时也适用于 IPH 和 IMC。徕卡提供了五种

不同的聚光镜供选择，这些聚光镜的工作距离各不相同 (1、

23、28、40 和 70 mm)。

各种选择

对于预算紧张的用户，Leica DMI3000 B 提供 30 W 透射光照

明。30W 或 100W 透射光照明为各种预算提供了解决方案。

6

C. elegans (线虫)，用微分干涉

(Differential Interference Contrast，DIC) 进行记录

图像来源：法国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遗传与

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IGBMC)

经验与创新 —
创建高清图像的艺术

老鼠的睾丸，

外置相衬 (Intermediate Phase Contrast，IPH)

德国布朗费尔斯 (Braunfels) 的鱼塘水样本，

外置浮雕相衬 (Intermediate Modulation Contrast，IMC)

DMI3000 B_cn_Brochure2.indd   6DMI3000 B_cn_Brochure2.indd   6 2008-2-3   9:20:552008-2-3   9:20:55



多种载物台

Leica  DMI3000  B  可以与各种载物台搭配使用。有固定式物

台，3 叠式载物台等。还可以使用电动载物台。此外，还特

意为 Leica DMI3000 B 设计了：超窄式显微操作 3 叠式载物

台及各种附件。

显微操作

对于显微操作 — 转基因操作或蛋白质、探针或药物合成注射 
— 徕卡的机械显微操纵器在精确性和质量方面无可匹敌。机

械式显微操作可与 Leica DMI3000 B 无缝配合。Leica DMI3000 
还可以与电动式和液压式显微操作配合使用。

温度控制

配合各种载物台夹具，我们能够提供稳定的温控单元，与温

度控制器相连，确保您的实验具有正确温度。温度控制范围

可以达到零下到 +60  °C。只要选择最适合研究要求的附件就

行了。

所有参数均能得到控制

可用于 Leica DMI3000 B 的控制设备品种齐全。二氧化碳控

制器用于保持 pH 值的恒定。氧气控制器可调节氧气浓度。

温度调节器可帮助保持所需要的生理温度。

培养环境控制

许多标本在实验中需要确定的、经过精心调节的环境条件。

在这方面，Leica DMI3000 B 考虑周详。徕卡提供各种尺寸的

培养气候室 — 小至仅可容纳一个培养皿，大至可以包围整

个显微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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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显微镜配置

徕卡显微操作

通过悬挂操纵杆进行操作，徕卡的机械显微操作

器使用起来很方便。该操纵杆绝对精确，并且直

接操作移动，没有滞后。

带有内置 30 W 灯室和窄型 S40/0.50 聚光镜的透射

光臂，特别适用于显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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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操作

Narishige 显微操作

• Narishige 的新型显微操作器具有

 小巧、稳定、灵活的设计。

• 新型设计使注射针与吸持针距离

 最短，可最大限度减小振动。

• 显微操作器可统一放置在两侧。

• 悬挂式操纵杆可放松手臂，

 且控制灵敏。

Leica DMI3000 B 倒置式显微镜

• 窄式载物台设计非常有利于显微操作器的轻松调节和

 稳定操作。

•  工作距离为 28 mm 的 S28 聚光镜，适用于所有透射光观察

技术，为显微操作提供了充足的工作距离。如果需要更大

的工作距离，则除 DIC 外，所有透射光观察技术都可使用

具有 40 mm 工作距离的 S40 聚光镜；具有 70 mm 工作距

离的 S70 聚光镜可用于除 IMC/IPH 外的所有透射光观察技

术。

• 有两种透射光臂可供选择：

 － 12 V/100 W，适用于所有的徕卡灯室

 － 12 V/30 W 显微镜内置灯室

显微操作系统必须稳定地安装在显微镜上。下图显示的系

统是一体化解决方案，由   Leica  DMI3000  B  倒置显微镜和 
Narishige 显微操作设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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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DMI3000 B 倒置式显微镜

•  徕卡的 IMC 浮雕相衬模块集成在显微镜内，位于物镜

外，光路焦平面位置上 (光阑界面)。

•  所有透射光观察技术共用一套物镜，不会发生任何荧光

损失；不需要特殊物镜。

•  IMC 模块非常方便操作，帮助用户快速实现理想的对比

调节。

•  当物镜或放大倍率发生变化时，图像的 3D 浮雕感保持

不变 — 不需要另行调节。

•  在光环调节镜系统的帮助下，可将系统调节到最佳色差

校正，并最小化杂散光。

根据用户需求，可以调节以下 IMC 参数：

－ 均匀性

－ 清晰度

－ 对比度

－ 3D 浮雕感

IMC 浮雕相衬是观察塑料皿中不染色，低反差样本的理想选

择。徕卡公司的创新：在光路中内置 IMC 模块，使得浮雕

相衬观察法，及显微操作变得非常灵活简单。这一创新使得

浮雕相衬不需要特殊物镜，而只需要选择丰富的明场或相衬

物镜。浮雕相衬效果能够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方便的模块进

行调节。

9

外置浮雕相衬 (IMC)

尖锐型 IMC 浮雕相衬效果

柔和型 IMC 浮雕相衬效果

照片：C. Mehnert，德国吉森 (Giessen) 体外
受精中心 (D)

蒂奥得螺属，蛋白质腺体。

甲苯胺组织切片的蓝色着色，

已包埋在异丁烯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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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DMI3000 B 倒置式显微镜

•  载物台恒温样夹附件，及相应的二氧化碳保存盖，确保活细胞

的最佳实验条件。

• 密封室内的温度可始终维持在室温以上，但不超过 37 °C。

• 宽敞的通风管保证提供新鲜空气。

• 温度传感器可以布置和安装在气候室中的任何位置。

•  徕卡的 BL 培养箱是唯一能容纳全套 Eppendorf 显微操作器、

电动扫描台或 3 叠式载物台等附件的培养箱。

• 大型操作窗可以方便操作箱体内显微镜和附件。

•  先进的 Leica DFC 显微镜专用数码摄像头具有火线接口，

支持图像的快速传送。

温度及环境控制

培养系统是活细胞图像采集的基

础。下列系统包括 Leica DMI3000 B 
倒置式显微镜、BL 培养箱及恒温单

元。徕卡公司推荐使用 DFC 数码摄

像头，如多功能 Leica DFC480 彩色

摄像头；或专门为荧光应用设计的

单色 Leica DFC350 FX 摄像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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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DMI3000 B 倒置式显微镜

•  手动荧光功能包括荧光滤块转换器、孔径光阑及视场

光阑。

•  5 位荧光滤块转换器为拆卸抽屉式，非常方便更换滤块，

为各种荧光实验提供了宽广的空间。

•  徕卡的荧光照明强度管理系统 (FIM) 可调节荧光激发光

强，以便有效地保护标本，避免样本被荧光漂白损坏。

• 内置荧光光闸能迅速阻断荧光照明。

•  徕卡的零像素移位荧光滤块技术确保多种荧光蛋白质的

图像定位，不必进行软件修正。

Leica DFC340 FX 数码摄像头

• 数码摄像头具有火线端口，可实现图像的快速传输。

•  经过冷却的单色芯片可提供高分辨能力，并降低成像

荧光噪声。

Leica AF6000 E 荧光软件

• 这套荧光应用软件包括摄像头驱动程序模块。

•  软件具有全新的直观图形用户界面，引导用户完成

实验。

•  大量软件模块，包括放大工能、图像测量和报告功能，

完善了软件包。

荧光观察已成为活细胞研究不可缺少的常用方法。下列系统

包括 Leica DMI3000 B 荧光倒置显微镜，Leica DFC340 FX 数码

荧光摄像头和 Leica AF6000 E 荧光软件。这种系统配置是用

于记录、存档和处理荧光图像理想方案。

11

荧光观察

三通荧光激发滤块 (BGR)

5 位手动荧光转换器

Leica AF6000 E 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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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DMI3000 B，
透射光

Leica DMI3000 B，
透射光和荧光

主机 电源 • 30 W 或 100 W，显微镜主机 • 30 W 或 100 W，显微镜主机

光学载体 浮雕相衬及外置相衬 • 选配或不配 IMC
• 选配或不配 IPH

• 选配或不配 IMC
• 选配或不配 IPH

聚焦装置 • 机械式

• 粗调与精调

• 机械式

• 粗调与精调

物镜转换器 • 6 位 M25
• 机械式

• 6 位 M25
• 机械式

载物台 机械式载物台 • 固定载物台

   － 多种尺寸

• 样本导轨

   － 20 个以上不同的样本夹可供使用

   － 加热和冷却样本夹

• 2 种不同的 3 叠式载物台

• 机械式

   － 多种尺寸

• 样本导轨

   － 20 个以上不同的样本夹可供使用

   － 加热和冷却样本夹

• 2 种不同的 3 叠式载物台

透射光轴 照明臂 • 用于 12 V/100 W 卤素灯，带

   － 手动视场光阑

   － 可容纳 2 个滤块的滤块匣，机械式

   － 手动光闸

• 12 V/30 W 卤素灯

   － 包括灯室

   － 可容纳 2 个滤块的滤块匣，机械式

   － 手动光闸

• 用于 12 V/100 W 卤素灯，带

   － 手动视场光阑

   － 可容纳 2 个滤块的滤块匣，机械式

   － 手动光闸

• 12 V/30 W 卤素灯

   － 包括灯室

   － 可容纳 2 个滤块的滤块匣，机械式

   － 手动光闸

聚光镜

S1 油      1.4

S1 干      0.9
S23         0.52
S28         0.55

S40         0.50
S70         0.23

•  手动聚光镜盘，用于光学元件，

如棱镜、DF 定子、PH 环、

IMC 聚光镜件

• 内置式手动孔径光阑

• 独立手动起偏镜 (可选装)
• 手动摆动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 手动摆动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 手动摆动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  手动聚光镜盘，用于光学元件，

如棱镜、DF 定子、PH 环、

IMC 聚光镜件

• 内置式手动孔径光阑

• 独立手动起偏镜 (可选装)
• 手动摆动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 手动摆动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 手动摆动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 固定式聚光镜顶镜

荧光 荧光滤块转换器

荧光光路

• 手动

• 用于最多 5 个滤块

• 荧光照明强度管理系统 (FIM)
• 可调整的孔径光阑和视场光阑

• 1" 集光镜

• 光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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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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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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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mm

26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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