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包埋標本製作 

投稿類別：農業類 

 

 

 

 

 

 

篇名： 

 

植物包埋標本製作 

 

 

 

 

 

 

 

作者： 

 

劉皇麟。國立內埔農工。野生動物保育科二年級 

 

楊宜潔。國立內埔農工。野生動物保育科二年級 

 

陶柏維。國立內埔農工。野生動物保育科二年級 

 

 

 

 

 

 

指導老師： 

 

林冠廷 老師 

李仕琴 老師 

 



植物包埋標本製作 

1 

 

壹●前言 

 

在修習野生動物保育科的學程中，有一門特別的植物鑑別實習課程，需要進

行植物的認識與辨別，並採集實體植物來觀察。由於學校的植物具季節性與繁殖

期的影響，所以藉由「包埋標本」，即利用乾燥後的植物標本，用樹脂封存的形

式來維持植物完整的型態，讓植物免於枯萎、腐爛，且可避免過度的破壞植物。 

 

包埋標本製成後可加工成精美的飾品，因此有店家利用此技術來做為商業用

途；教學用途方面，我們野保科也會把它當作教材使用。平常不易取得的種子或

植物，經過乾燥處理製成標本後以樹脂進行包埋，既方便觀察標本中比較細微的

部分，也可避免標本被過度觸摸而損毀，增加使用的次數，並達到教學的目的。 

 

由於在課程上第一次接觸到包埋標本，感覺非常新奇，因此我們產生了很大

的興趣，想透過本論文的研究，來增加我們對包埋標本的相關知識，並且交流彼

此的經驗與做法、翻閱相關書籍、查詢網路資料，並請教有相關經驗的師傅，來

提高成品的成功率。本文也將依序介紹包埋標本的原理、所需材料及製作過程，

且統合出最適合的步驟且親自做出成品，並分享製作的心得。 

 

貳●正文 

 

一、 何謂植物包埋標本？ 

 

(一) 植物包埋標本 

 

所謂植物包埋標本是一種使用高透明有機高分子的樹脂材料，將植物

標本透過完全覆蓋主體的方式，加工製作成的標本產品。【註一】 

 

以下將環氧樹脂稱作為 A 劑，硬化劑稱為 B 劑，包埋標本主要由已

經過處理的標本物和 A 劑調合 B 劑使用，可以封埋植物用於觀賞或教學

教材，製作完成後即可長久保存。【註二】 

 

(二) 包埋製作的原理 

 

古代生物被樹脂包裹後，形成琥珀化石，因樹脂能隔絕空氣及水氣，

所以包裹在其中的生物不易腐敗得以長期保存。包埋標本的製作原理就是

仿造琥珀的生成，將生物乾燥後製成標本，目的是為了不讓生物受潮或發

霉，之後再將標本以環氧樹脂封埋起來，待其乾燥硬化，即可完成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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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植物的選擇與乾燥 

 

(一) 尋找適合的植物 

 

植物各器官製成標本的選擇條件不同，例如：選擇水分少且花瓣厚實並

容易乾燥的花；莖葉方面選擇新鮮且形狀完整、無枯黃的莖葉，葉脈骨架必

須保持完整，才方便觀察；種子則需選擇外殼堅硬、色澤明亮，表面無任何

異狀的種子，且包埋時必須完全乾燥，避免變質；若包埋的標本為果實時，

就必須選擇水分少、無腐爛且易乾燥的果實如蒴果。 

 

(二) 植物的乾燥法 

 

為了能長期保存植物，包埋前先將植物進行脫水處理，避免標本灌入樹

脂後變質。植物乾燥方法可分為二種： 

 

1. 自然乾燥法： 

 

圖一、將花束倒吊 

(自行拍攝) 

 

選擇漂亮健康的花朵，將不美觀、不

健康的莖、葉去除，留下完整的花朵。接

著將花束「倒吊」如圖一所示，置於通風

的陰涼處大約 1 到 2 個月即可完成乾燥。

乾燥過程中可放置於冷氣出風口，增加乾

燥速度並可保留較多的色素；避免陽光直

射、雨季、潮濕等，防止發霉或褪色。自然

乾燥法常用於玫瑰、滿天星、千日紅等。【

註三】 

 

2. 烘箱乾燥法： 

 

將植物連同定形物如保麗龍板、木板或報紙等放入專用烘乾箱

中，以 35-40℃烘烤數天，溫度不宜太高，避免標本烤焦或變色。烘乾

時間依植物水份多寡決定。 

 

(三) 乾燥劑乾燥法： 

 

想要製作色彩鮮明的乾燥植物，就用專用乾燥劑進行乾燥，可保持原有

顏色，保存時間也較長。乾燥劑乾燥法可分為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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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燥劑密風乾燥法： 

 

圖二、乾燥劑乾燥法  (註四) 

 

如圖二所示，利用矽膠乾燥劑將

植物完全包覆後，密封於保鮮盒或玻

璃罐內，經一週左右完全脫水即可。

【註三】 

 

2. 快速微波乾燥法： 

 

將食鹽沿花瓣倒入花內，莖葉以食鹽完全覆蓋，置於可微波的容器

中，以解凍模式進行微波處理。花朵的微波時間約 1~4 分鐘；莖葉因水

分較少，微波時間約 1~2 兩分鐘。進行微波時需分段操作，先以 1 分鐘

為基準，取出視察。若有潮濕現象，則繼續微波至完全乾燥即可。【註三】 

圖三、快速微波乾燥法(自行拍攝)  圖四、快速微波乾燥法(自行拍攝) 

 

三、 包埋標本器具介紹 

 

(一) 基本材料：如下表所示。 

材料 說明 

環氧樹脂 分為 A 劑(主劑)，B 劑(硬化劑)，配製比例為重量比 2：1。

燒杯 調配樹脂用。 

玻璃棒 攪拌用。 

鍋子 
放入 50 度的水保溫，用來將裝有樹脂的燒杯放入同時攪拌，

使氣泡釋出。 

滴管 吸取多餘的氣泡。 

電子秤 測量藥劑重量。 

鑷子 調整植物的位置。 

模型 模型的形狀與大小，可依個人喜好自己挑選。 

其它 報紙、衛生紙、抹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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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裝飾材料 

 

教學用的植物標本可在樹脂硬化前放上以透明膠片印製的標籤，方便學

生進行辨認，亦可放入亮片、碎石、細沙、棉花等裝飾增加美觀(圖五)。另

外也可將彩色粉筆磨成粉於 A、B 劑進行調合前，加入 A 劑中進行調色。 

圖四、包埋標本器具  (自行拍攝)  圖五、裝置材料器具  (自行拍攝) 

 

四、 製作方式 

 

製作時需在通風處進行操作，於桌面鋪上報紙及戴上手套，避免樹脂沾手及

污染桌面。以我們實際製作的過程為例，步驟如下： 

 

(一) 以 A 劑 70g、B 劑 35g，依重量比 2：1 的方式分別倒入燒杯中，如圖六、

圖七所示。 

圖六、A 劑 (自行拍攝) 圖七、B 劑  (自行拍攝) 

 

(二) 將 A 劑和 B 劑混合，以 8 字形方式攪拌均勻後，如圖八、圖九所示。 

 

圖八、AB 劑混合  (自行拍攝) 圖九、8 字形方式攪拌(自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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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調合後的環氧樹脂沿著玻璃棒緩緩倒入模具後靜置一天。模具以水平

的方式擺放切勿傾斜，以免硬化後不平整，並將模具以保鮮膜或塑膠布

覆蓋，防止灰塵入侵以減少雜質對作品的影響，如圖十、圖十一所示。 

  

圖十、製作第一層環氧樹脂 

(自行拍攝) 

圖十一、覆蓋模具  (自行拍攝) 

 

(四) 將植物放入烘箱，以 40°C 乾燥一天備用，如圖十二、圖十三所示。 

 

圖十二、乾燥植物 

(自行拍攝) 

圖十三、烘箱設定溫度為 40°C 

(自行拍攝) 

 

(五) 將乾燥後的植物放在已凝固的第一層環氧樹脂上，接著以步驟(一)至(三)

的方式包埋植物標本，如圖十四、圖十五、圖十六所示。若植物飄浮至

上方而有露出的情況時，可用鑷子將植物下壓，使其固定，同時以塑膠

滴管吸取氣泡，才不會影響成品的美觀。 

 

(六) 待第二層環氧樹脂凝固後，必須再鋪上一層樹脂，避免成品表面出現不

平整的現象，如圖十七、圖十八所示。 

 

(七) 最後將模具和已完成的包埋標本分離，如圖十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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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固定植物，倒入第二層 

(自行拍攝) 

 

圖十五、固定植物，倒入第二層樹脂

(自行拍攝) 

 

   

圖十六、吸取冒出的氣泡(自行拍攝) 

 

圖十七、倒入第三層樹脂  (自行拍攝)

 

 
 

圖十八、倒入第三層樹脂  (自行拍攝) 圖十九、脫模  (自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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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品的介紹與觀賞，如圖二十、圖二十一、圖二十二所示。 

  

圖二十、成品  (自行拍攝) 圖二十一、小金英包埋成品  (自行

拍攝) 

 

圖二十二、兩組楓香、酢醬草、稻穗、碗蓮

蓮蓬包埋成品  (自行拍攝) 

 

 

六、 注意事項 

 

(一) 調製樹脂時，攪拌時間不宜過久，否則混合劑開始反應後會發熱，導致

加速硬化或產生小氣泡的情形。 

 

(二) 樹脂須沿著玻璃棒緩緩倒入，盡量避免產生氣泡，以免影響透明度。 

 

(三) 樹脂沾到手時須盡快以衛生紙擦拭再用肥皂清洗。 

 

(四) B 劑具有揮發性，對人體有害，需在通風良好處調製。 

 

(五) 塑膠模型應選擇表面光滑的容器，製作出來的成品才有光滑亮麗的表

面，可選用矽膠膜，脫模方便且可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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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標本等待硬化時，須用報紙覆蓋模型其上方以阻擋灰塵。 

 

(七) 對於珍貴或有紀念性的乾燥標本而言，長時間放置可能因受潮被黴菌入

侵而損害、會被蟲吃或受藥水腐蝕，做成封埋標本就不會有這些問題。【註

五】 

 

參●結論 

 

本研究中我們製作了各種型態的植物，其中有楓香、酢漿草、稻穗、還有蓮

藕，發現楓香及酢漿草的葉片以壓花的方式，再利用烘箱乾燥法來乾燥較合適。

若採取其他方式如微波乾燥法會使其破碎，不易維持型態完整；而稻穗雖然各種

乾燥方法都適用，但建議用自然乾燥法，就不需要多此一舉了；另外蓮藕比較難

製作，因為孔隙較多容易浮起，因此封埋前，需先以樹脂將孔隙填滿，以利後續

包埋。 

 

製作植物包埋標本是一件很有意義和樂趣的事，製作時需要採集植物、乾

燥、包埋以及等待硬化，透過這些步驟可以讓我們增加對這些植物的認識，包括

名稱、型態、特性等，並可以實際運用課堂上之所學。在製作的過程中，最讓人

津津樂道的就是包埋的步驟了，包埋時講求＂穩＂字，因此必須心無旁鶩，一但

稍有差池，便會產生無數的氣泡，在吸取氣泡時可能就須多費點心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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