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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蚜虫玻片标本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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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蚜虫玻片标本的一种制作方法：采用水合三氯乙醛酚混合液、１０％ＮａＯＨ溶液及无水乙醇等试

剂，对蚜虫虫体进行结构固定、杂质排除、透明、脱水、整姿等操作处理，使制作的蚜虫玻片标本完整、美观且成功率

高，利于蚜虫标本的鉴定观察及长期保存。

关键词：蚜虫；玻片标本；制作

中图分类号：Ｓ７６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４８－０３

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ａｋｉｎｇＧｌａｓｓＳｌｉｄ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ｈｉｄｓ

ＸＵＭｅｎｇｌｉｎ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ｅｉ　ＺＨＯＮＧＪｉｎ　ＤＯＮＧＧａｎｇｍｉｎｇ　ＴＩＡＮ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８１，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ｇｌａｓｓｓｌｉｄ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ｆｏｒａｐｈｉｄｓ．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ｃｈｌｏｒａｌ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ｌ，１０％ＮＡＯＨ，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ｐｈｉｄ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ｈｉｄ，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ｕｒ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ｆａｐｈｉｄ，ｄｅ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ｈｉｄｓ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ａｐｈｉｄｓ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ｈｉｄｇｌａｓｓｓｌｉｄ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ｎｄ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ｂｅ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ｅｓ
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ｈｉ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ｐｈｉｄｓ，Ｇｌａｓｓｓｌｉｄ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蚜虫是一类吸食植物汁液的植食性昆虫，不仅
阻碍植物生长、传布病菌，还能造成花、叶、芽畸形，

是农林生产中的一大害虫［１］，因此需要对其形态特

征进行观察鉴定，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防治。

由于蚜虫体小而软，肉眼很难对其进行辨别，通

常需要制成玻片标本以展现蚜虫的细微特征，这就

对蚜虫标本的制作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蚜虫玻片

标本的制作，前人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及方法，

让我们在制作玻片标本过程中避免了走不必要的弯

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结合自身的实践，对其

中的一些方法进行了改进完善，以期获得更为理想

的结果。

１　制作材料

１．１　试剂及器具
１．１．１　试剂

蒸馏水、无水乙醇、苯酚晶体、水合三氯乙醛、氢

氧化钠晶体、中性树胶。

１．１．２　器具
烧杯、玻璃棒、玻璃管、采集管、镊子、刀片、昆虫

针（１号）、载玻片、盖玻片、解剖镜、吸水纸、吸管、烘



箱。

１．２　试剂配制
１．２．１水合三氯乙醛酚混合液

配制该溶液所需试剂为苯酚及水合三氯乙醛，

两者的体积比为１∶１。配制时，将一定量的苯酚晶
体放入烧杯中，６０℃ ～８０℃水浴加热至苯酚溶解为
液体，再向烧杯中徐徐加入等量的水合三氯乙醛，同

时用玻棒轻轻搅拌，混合均匀即可［２］。

１．２．２　１０％ＮａＯＨ溶液
配制该溶液所需试剂为氢氧化钠和蒸馏水，两

者体积比为１∶９。根据需要，称取适量氢氧化钠晶
体放入烧杯中，再向烧杯中加入足量蒸馏水，并用玻

璃棒搅拌到晶体溶解，放凉后备用。

１．２．３　７５％酒精溶液
配制该溶液，所需试剂为无水乙醇和蒸馏水，两

者体积比为３∶１，配置时应先在玻璃瓶中倒入适量
无水乙醇，再根据配置比例向瓶中缓慢加入蒸馏水，

并用玻璃棒搅拌，然后静置备用。

２　标本制作流程

２．１　标本预处理
由于蚜虫喜欢湿润的环境，一旦随寄主植物采

回实验室后，若不能保证其适宜的生存环境，虫体就

会迅速死亡并腐烂，因此在采集到蚜虫标本时需及

时对其进行处理，制成浸泡标本，制作时用刀片将蚜

虫从寄主受害部位轻轻刮下，放于采集管内，然后用

７５％的酒精对其进行浸泡［３］，以保证蚜虫肢体的完

整性。

２．２　固定虫体结构
用尖镊子将蚜虫移入盛有７５％乙醇的玻璃管

内，对于体型较小的蚜虫标本，可将采集管内的浸泡

液缓慢倒出，同时轻轻转动采集管，以使蚜虫贴于管

壁上，待管内浸泡液倒完再注入新配置的７５％酒精
溶液，注入时可将管壁上的蚜虫轻冲入管底，最后将

混有蚜虫体的酒精溶液移到玻璃管内。塞上棉塞，

将玻璃管放入７０℃热水中恒温水浴１０ｍｉｎ，此法使
蚜虫肢体伸展，组织和斑纹固定。由于７５％的酒精
沸点为约为７８℃，若水浴温度过高易造成酒精溶液
沸腾，而蚜虫在沸腾的酒精溶液中翻滚，极易使其肢

体受到损坏，因此在水浴时因注意加热温度。

２．３　排除杂质
待蚜虫肢体固定后，用吸管将玻璃管内的酒精

溶液吸净，再加入适量的１０％ＮａＯＨ溶液适量，随后
将玻璃管置于７０℃水浴中加热１０ｍｉｎ［４］，此时蚜虫
体内的杂质会被排出并形成大量气泡，该方法能使

蚜虫体内的废弃物自然排除，而避免用针刺虫体挤

压出排泄物造成的蚜虫肢体受损。

２．４　虫体透明
待蚜虫在碱液内不再释放气泡时，取出玻璃管

并用吸管将管中的碱液吸净，然后加入适量的水合

三氯乙醛透明液，再将其置于７０℃水浴中加热约１０
ｍｉｎ，此法使蚜虫躯体淡化，以便于后期制成玻片标
本后更好地观察虫体气孔、纹路等生理结构。

对于一些淡色蚜虫及体型较小的深色蚜虫，用

以上方法即可达到制作玻片标本所需要的透明度，

但对于类似于马尾松大蚜、竹茎扁蚜等大型深色蚜

虫，一定时间内增加在碱液及水合三氯乙醛芬溶液

内水浴时间，并不能使虫体透明度增加，因此，为尽

快让蚜虫标本达到所需透明度，则需要再增加一步

透明操作步骤，既将玻璃管中的水合三氯乙醛酚溶

液倒出，并用裹成细条的吸水纸将残余的液体吸净，

再滴入适量的１０％ＮａＯＨ，然后将玻璃管置于７０℃
水浴中加热约１０ｍｉｎ，使残留在蚜虫体内的排泄物
全部释放出来。

２．５　脱水
待蚜虫虫体透明完成后，将玻璃管内的浸泡液

用吸管吸净，再注入无水乙醇浸泡静置５ｍｉｎ，等到
需要做标本时，将蚜虫从酒精液体内取出，放于吸水

纸上，可使蚜虫迅速脱水，该法避免了用针插蚜虫被

腹面对虫体造成的破损，也降低了操作难度。

２．６　整姿
整姿是蚜虫整体玻片标本制作中的关键环节之

一，整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观察效果［２］。取载玻片

一张，将脱完水的蚜虫移到载玻片上，为便于整姿可

在载玻片上滴一滴无水乙醇，使虫体漂浮其中，在解

剖镜下用两根１号昆虫针轻轻拨动，摆正姿势，若酒
精挥发较快应及时补充酒精，以免虫体失水过度贴

于玻片上，影响整姿效果；对于有翅蚜可采用同样方

法将蚜虫移入载玻片上的酒精中，使蚜虫呈漂浮状

态，然后用１号昆虫针轻轻将其两翅展开，最后再摆
正其触角及足的姿势，此法避免了直接将虫体置于

树胶上，造成整姿时胶体黏着使虫体受损。

２．７　封片
待酒精挥发完后，蚜虫肢体因脱水基本固定，并

９４１５期 徐梦琳，等：一种蚜虫玻片标本制作方法 　　



且粘于载玻片上时，用１号昆虫针蘸取少量中性树
胶，将树胶轻轻覆于蚜虫四肢跗节处，使蚜虫虫体固

定，此法避免滴入胶体太多造成的虫体漂移，改变整

姿效果；待覆盖的树胶干后，随即可用滴管滴１至２
滴中性树胶于蚜虫上，然后再将盖玻片从一侧轻轻

放下，此法避免了酒精与中性树胶混合时在虫体周

围产生白色胶状物，从而降低标本的透明度。

２．８　烘干保存
将写好的标签贴于载玻片上，再把玻片放到烘

箱内，调至４５℃恒温保存２ｄ～３ｄ，此法可将制作玻
片标本时造成的少量气泡排除，使玻片内的树胶更

为融和，增加玻片标本的观察效果，待玻片标本烘干

拿出后，即可成为永久性玻片标本。

图１　马尾松大蚜玻片标本

蚜虫玻片标本制作是一个即困难又重要的步

骤，能够清晰完整展现蚜虫特征的标本能够为后期

的研究提供依据。本文所述的方法步骤是在多次试

验操作后总结得出的，具有耗时短，操作难度低，虫

体姿态保存完整等特点，在实际标本制作过程中提

高了工作效率和标本质量。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采用上述方法通过林业有害生物普查项目制作了大

量蚜虫玻片标本，虫体透明度较好，结构及特征清晰

完整，能较好地用于鉴定及保存。

图２　板栗大蚜玻片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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