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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昆虫标本的制作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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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昆虫标本是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的重要成果，其制作和保存必须按照正确的方法和规范的要求进行，本文总
结了一些昆虫标本制作与保存的方法，并对其发展做了一定展望，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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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是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极
为重要的一环，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的开展可以摸清

本土及外来林业有害生物种类、分布、发生规律及危

害程度等情况，为以后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

检疫御灾、防灾减灾和应急救灾等各项工作提供全

面、准确、客观的基础信息。

林业有害生物标本为林业有害生物种类的对照

识别和种类鉴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而林

业有害生物标本的制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且在自然

状态下不易保存。其中昆虫标本的制作与保存难度

较植物标本更大，因此昆虫标本的规范制作与妥善

保存便成了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成果应用的基础。

１　昆虫标本的制作方法

１．１　昆虫捕捉后的几种处死方法比较
目前较为常用的处死昆虫方法主要有：毒瓶法

（主要毒剂为：氰化物、桃仁毒、乙醚等）、家用杀虫

剂喷雾法、酒精或甲醛溶液致死法，但每种方法都有

一定的缺陷性。

用毒瓶法处死昆虫时，所用的部分毒剂具有极

大危险性，如微量氰化物的接触和吸入就可造成人

体中毒死亡，且难以购买此类剧毒化学药品。因此

在野外调查时也不推荐随身携带昆虫处死药剂，以

防出现人员中毒等安全事故。但若换用桃仁毒，又

难以杀死个体较大的昆虫。乙醚又具有较强的挥发

性，且部分昆虫经处理后可能会复苏挣扎。家用杀

虫剂对个体较大的昆虫也显得杀伤力不足［１］。酒

精或甲醛溶液亦有不便随身携带的问题。

１．２　不同昆虫标本的制作方法
１．２．１　昆虫干制标本的制作方法

（１）针插法：适用于制作体型较大、体表较为坚
硬的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等种类昆虫的成虫标本。根据不同大小



的昆虫选择不同型号的昆虫针将昆虫以六足平伏的

状态固定在软木板或泡沫板上整姿。昆虫针的插入

位置具体要求为：①鞘翅目昆虫在右鞘翅基部距翅
缝不远的地方插针，②半翅目昆虫在中胸小盾片中
央略微偏右的地方插针，③直翅目昆虫是从前胸背
板的后部背中线偏右的地方插针，④双翅目、膜翅目
昆虫是从中胸中央偏右地方插针。后使用镊子和昆

虫针将昆虫整理至前足向前、中足向左右、后足向后

的自然姿态，并用昆虫针交叉固定各足，待其彻底干

燥后姿态固定。

（２）展翅法：主要适用于鳞翅目蝶、蛾类成虫标
本的制作。将鳞翅目成虫处死后，根据虫体的干燥

程度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虫体还软。选择合适型号的

昆虫针，从中胸正中垂直插入将昆虫固定在展翅板

上。将昆虫的两个前翅后缘整理至同一水平线上，

后翅紧接前翅，后翅前缘压在前翅后缘下方，并用展

翅板上的蜡纸条压住虫翅，使用昆虫针固定蜡纸条，

使整理好的虫翅保持姿态并干燥定型。

（３）三角纸点胶法：该方法适用于体型较小不
适合针插法的昆虫，如：寄生蜂、飞虱、小型象甲等。

选用硬质白纸卡剪裁成适当大小的三角形，在三角

纸尖端点一点胶，粘贴在昆虫中足中间，然后用昆虫

针插入三角纸底边，使三角纸尖端向左，虫体前端向

前［２］。

（４）吹胀烘干法：适用于制作鳞翅目幼虫干制
标本。鳞翅目幼虫处死后，将虫体内粪便、内脏从肛

门处挤出，用镊子去掉挤出物，剩下虫皮。再使用胶

头滴管的玻璃管和洗耳球制作的吹胀工具对虫皮由

肛门处向内打气至幼虫恢复自然爆满状态，随后烘

干定型［３］。

１．２．２　昆虫浸渍标本的制作方法
鳞翅目幼虫除可制成吹胀干制标本外，还可以

制成浸渍标本，此外该方法同样适用于虫体细小或

柔软的成虫、卵、蛹等昆虫［４］。

通常可用于保存虫体的防腐浸渍液有：酒精浸

渍液、福尔马林浸渍液、酒精甲醛保存液、醋酸白糖

保存液、醋酸福尔马林酒精混合保存液［５］等。通过

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实践操作发现，使用７０％ ～７５％
的酒精作为浸渍液保存昆虫标本相对简单可行，同

时在其中加入１％的甘油有助于软化虫体，防止虫
体变硬。但其缺点是容易造成标本退色，并易使白

色幼虫变黑。因此，在制作颜色鲜艳的昆虫浸渍标

本时，推荐使用醋酸白糖保存液，其对虫体颜色的保

存有一定帮助［４］。

在选择好浸渍液后，将虫体和浸渍液装入指形

管中保存，并密封管口。指形管的密封可采用指形

管塞封口后再包覆一层封口蜡的方式进行密封，也

可以使用喷灯烧化指形管口后直接密封。

１．２．３　昆虫玻片标本的制作方法
对于一些蓟马、蚜虫等体型微小的昆虫制作标

本时，需要将其制作成为玻片标本，以便观察和保

存。但玻片标本的制作流程相对较复杂。

首先将虫体浸泡于７５％的酒精溶液中进行预
处理，随后将虫体转移至新配置的７５％酒精溶液中
进行７０℃恒温水浴１０ｍｉｎ，以便固定虫体结构。待
虫体结构固定后，转移至１０％ＮａＯＨ溶液中再次进
行７０℃恒温水浴 １０ｍｉｎ，使虫体内废弃物自然排
出。再将虫体转移至水合三氯乙醛酚溶液中进行

７０℃恒温水浴１０ｍｉｎ，使虫体淡化透明。随后使用
无水乙醇溶液浸泡虫体５ｍｉｎ，再用吸水纸使虫体快
速脱水。最后将虫体转移至载玻片上，并完成整姿，

随后用中性树脂胶覆于虫体四肢跗节处使之固定，

待其干燥后，再取１～２滴中性树脂胶覆于虫体表
面，然后将载玻片从一侧至另一侧轻轻放下覆盖虫

体，待其彻底干燥后，即可归档保存［６］。

１．２．４　其他种类的昆虫标本
除上述几种昆虫标本外，部分昆虫还可以制作

成有机玻璃标本和塑封标本等形式。

有机玻璃标本是利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包埋昆

虫虫体的一种昆虫标本制作方法。其包含灌模、包

埋、聚合、脱模、加工等多个步骤，制作过程较为复

杂。但用该方法制作的昆虫标本不易损坏，且具有

防潮、防霉、防虫的优点，并且有较高的艺术欣赏和

收藏价值［７］。

塑封标本适用于制作鳞翅目昆虫翅脉标本，具

体步骤为：将右翅去掉鳞片后染色、脱水，左翅保持

自然状态，干燥后用塑封膜压制封片。该方法可实

现鳞翅目昆虫翅脉标本的永久保存，且相较于鳞翅

目成虫针插标本不易损坏，对于教学有极高的价

值［８］。

但以上两种标本制作方法相对较复杂，且成本

较高，对于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昆虫标本的制作可酌

情考虑使用。

２　昆虫标本的保存

昆虫标本是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的重要成果之

一，更是教学实践和基础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

料。但许多昆虫标本由于管理保存措施不到位等原

因，受到较严重的损坏，致使其失去了原有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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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研究价值，使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的成果遭受

损失。

２．１　昆虫标本受损的主要因素
昆虫标本受损的主要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外在

因素和人为因素３种。
（１）内在因素：由于昆虫标本含有丰富有机物，

是霉菌繁殖良好的基础，更是部分标本害虫的取食

对象，因此如果昆虫标本干燥或熏蒸处理不彻底，就

很容易造成发霉或虫蛀，进而导致标本损坏。（２）
外在因素：温度、湿度的变化，光照强度的变化，空气

中酸、碱、盐物质含量的比例都是标本受损的外在原

因。（３）人为因素：由于昆虫标本非常脆弱，人为的
搬运、移动，或保存不当都可能导致标本受损［９］。

虽然我们将标本受损的主要因素划分为３种，
但在实践中，标本受损常常是３种因素综合作用所
导致的。

２．２　昆虫标本受损的主要类型
昆虫标本受损的主要类型有：受潮及发霉、虫

蛀、物理损坏等。

２．２．１　受潮及发霉
昆虫标本通常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中长时间保

存，标本本身的温度也较低，当将标本转移至常温条

件下时，空气中的水汽就会大量凝结在标本上，造成

标本受潮，受潮后的标本极易发霉，最终造成标本损

坏。

２．２．２　虫蛀
危害昆虫标本的害虫主要有皮蠹科 Ｄｅｒｍｅｓｔｉｄ

ａｅ、锯谷盗科Ｓｉｌｖａｎｉｄａｅ、书虱科 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ｄａｅ、衣鱼科
Ｌｅｐｉｓｍａｔｉｄａｅ等，有２０余种。其中皮蠹科是危害昆
虫标本的优势类群［１０］。这些害虫主要是将昆虫标

本作为取食对象进行取食，造成标本损坏。

２．２．３　物理损坏
在昆虫标本的搬运、移动和使用过程中，难免或

出现磕碰、震动等问题，由于昆虫标本极其脆弱，轻

微的磕碰和较大的震动都容易导致昆虫标本破损。

２．３　昆虫标本的保存方法
２．３．１　低温除湿处理

昆虫标本在经过采集和制作后要统一放入标本

盒保存，并存放至专用标本室进行低温干燥保存。

在进行低温除湿处理时，标本室门窗要关闭，避免外

界的潮湿空气对处理效果产生影响。

２．３．２　防虫除虫处理
标本室每年需进行熏蒸防虫除虫处理，熏蒸时

间最好选在每年４—５月标本害虫活动前进行［４］。

熏蒸药物需根据标本室的不同特点选择，通常可选

用硫酰氟ＳＯ２Ｆ２、溴甲烷ＣＨ３Ｂｒ等药物，但需注意药
物毒性对相关工作人员和室外环境的影响。此外较

高级的标本室也有使用密封后充氮气做法进行窒息

除虫，该方法无毒残留，但是对标本室结构要求较

高，成本也较高。

除对标本室需要进行熏蒸处理外，对于标本本

身也需要进行防虫除虫处理，除在标本盒内需放入

樟脑外，也可使用磷化铝 ＡｌＰ、敌敌畏、二甲苯等药
物对昆虫标本进行处理，已达到防虫除虫的目的。

此外，对于部分受害虫危害的标本，还可使用冷

冻法对标本害虫进行杀灭，该方法对于治理皮蠹幼

虫危害效果较好［１１］。

２．３．３　浸渍液的检查和更换
在浸渍标本保存的过程中，要按时检查浸渍液

有无挥发、漏液等情况出现。尤其是使用指形管塞

加封口蜡密封的浸渍标本，其封口处存在时间久后

开裂的风险。对缺少浸渍液的标本要及时补充浸渍

液，并重新封口保存。

２．３．４　昆虫电子标本的拍摄与保存
昆虫标本的保存有较大的难度，并且在保存和

使用过程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不便。因此，昆虫电

子标本的拍摄与保存就成为了另一种昆虫标本永久

保存的方法。

在昆虫标本制作完成后，可以对昆虫标本进行

影像资料的拍摄，将昆虫标本电子化。在实践中，通

常使用数码相机微距镜头对昆虫的背面、腹面和识

别特征进行拍摄。拍摄过程中可使用尺子作为参照

物表示昆虫标本的大小。将拍摄好的清晰的昆虫标

本照片分类命名并对应昆虫生态照进行保存，就形

成了完整的昆虫电子标本。

２．４　昆虫标本的清洗与修复
昆虫标本由于长时间保存，容易粘黏灰尘，或出

现一定程度的损坏，因此还需要对昆虫标本进行清

洗与修复工作。

２．４．１　昆虫标本的清洗
通常选用苯Ｃ６Ｈ６、丙酮ＣＨ３ＣＯＣＨ３、氯仿ＣＨＣｌ３

对昆虫标本进行清洗。首先将昆虫标本放入苯或丙

酮种进行漂洗３０ｍｉｎ，随后使用氯仿或丙酮冲洗标
本表面至虫体干净。最后将洗净的昆虫标本整姿、

干燥后，即可再次入库保存［１２］。

２．４．２　昆虫标本的修复
对于部分脱落、断足、掉翅的昆虫标本，还可以

根据其受损情况进行修复。使用拨针沾适量粘接剂

将昆虫脱落或断掉的部分照其原样粘好。粘接过程

中，可以使用昆虫针对粘接部位进行支撑固定，待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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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部分彻底干燥后，即可将修复的昆虫标本重新入

库保存。

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根据不同的修复类型选择不

同的粘接剂。例如，昆虫标本粘接处外露时，需尽量

选择透明粘接剂，以减少粘接剂凝固后对标本外观

造成的影响。

３　实践与展望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总结和林业有害生物普

查的实践，总结了如下一些昆虫标本制作与保存的

基本方法和要点，并对其发展做了一定展望。

（１）在进行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外业调查时，不
推荐随身携带昆虫处死用的毒剂或酒精，而应使用

采集管和三角纸袋对采集到的昆虫活体进行暂时保

存。完成当天调查任务后，在安全的室内统一使用

酒精溶液对采集到的昆虫进行注射或浸泡处死处

理，以便昆虫标本的后期制作。这样既能保证调查

人员外出的人身安全，又能及时对采集到的昆虫进

行适当处理。

（２）野外调查结束后，统一将处理好的昆虫按
制作标本的要求划分成不同类别，并根昆虫标本制

作规范制作成干制标本、浸渍标本、玻片标本等形

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发现，浸渍标本若使用

封口蜡进行密封，则存在着封口蜡自然开裂、漏液的

风险。因此推荐使用喷灯融化指形管直接密封，其

密封形式更稳定，密封处无自然开裂风险，更适于长

时间保存。

（３）昆虫标本制作完成后必须装入专用标本盒
保存，标本盒中需放入樟脑进行防虫处理。同时，对

于不易捕捉、制作或较为珍贵昆虫标本，可使用二甲

苯等药品对昆虫标本本身进行防虫处理。

昆虫标本入盒保存后，标本盒应统一放入专用

标本室内进行低温除湿保存。标本室不宜选在潮湿

的底楼，而应选择相对干燥且背光的房间作为标本

室。通常在实践中使用空调长期对标本室进行

１６℃除湿处理，气温较低时可直接使用除湿设备对
标本室除湿。同时每年还需要定期对标本室进行熏

蒸除虫。

在移动和使用昆虫标本时，尽量也应该避免震

动、磕碰对标本的物理损坏。原则上应安排专人对

标本和标本室进行单独管理，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延

长标本的保存和使用时间，最大化的发挥标本价值。

（４）当发现标本有粘黏灰尘或损坏导致标本失
去正常的展示和使用功能时，应对标本进行清洗和

修复。清洗和修复应选用专用药剂，其原则为尽可

能的将昆虫标本清洗和修复成原本状态。

（５）昆虫标本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破
损，规范的制作和保存也只能最大化的延长昆虫标

本的保存和使用时间，昆虫电子标本的推广应用则

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在昆

虫电子标本方向做了较好的探索和尝试，并且制作

了大量昆虫电子标本。

昆虫电子标本就是昆虫实物标本的影像资料和

昆虫生态照的结合，它既可以反映昆虫的自然生存

状态，也可以展示昆虫的重要识别特征。因此在昆

虫标本制作完成后，应由专业人员使用微距镜头和

数码相机对昆虫标本进行拍照，通过筛选照片形成

一套完整的昆虫电子标本（标本背面照 ＋标本腹面
照＋标本重要识别特征特写＋昆虫生态照）。

在正常条件下，昆虫电子标本理论上可以永久

保存，且无需更多的投入后期维护成本。昆虫电子

标本不仅能大部分代替昆虫实物标本的用途，其应

用还可以极大的提升昆虫标本在实际使用中的便利

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昆虫实物标本。因此昆

虫电子标本应该是未来昆虫标本制作与保存中极为

重要的一环，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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