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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标本的采集与制作
　　全世界已知动物超过 150万种 ,其中昆虫就有百

万种以上 ,占 3 /4～ 4 /5。昆虫不仅种类繁多 ,生活习性

也各不相同 ,即使同种个体数量也是多得惊人 ,群飞昆

虫个体数量最多的是蝗虫 ,如非洲的沙漠蝗覆盖面积

达 5× 106～ 12× 106 m2 ,个体数约 7～ 20亿个。“昆”是
多的意思 ,故名昆虫。

昆虫在地球上出现的历史至少有 3. 5亿年 ,它们

具有适应陆生的特征 ,由于适应能力强 ,分布广 ,几乎

遍及整个地球。 除辽阔的海洋以外 ,从赤道两极 ,从河

流至沙漠 ,从珠穆朗玛峰到几米深的土壤里 ,以至动植

物的体内外都可找到昆虫 ;在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引

起的灾难之后 ,首先重新定居的总是昆虫 ;在估计不可

能生存的介质里也有昆虫栖息 ,如一种跳虫生活在冰

山上 ,只要有阳光 ,它就能活动 ,若不见阳光 ,则会冻

僵 ;在盐池较浓的盐液中 ,可以找到一种水蝇的幼虫。
总之 ,地球上众多的昆虫无处不有 ,它们一方面与

人类争夺资源 ,一方面也为人类提供资源。 所以 ,昆虫

与人类关系最密切。 因此 ,要研究昆虫与人类的关系 ,

就必须采集昆虫和制作昆虫标本。

采集昆虫的工具及其使用方法

图 1　捕网

1.捕虫网　捕虫网可分为
捕网、扫网和水网 3种。

( 1)捕网。捕网是由网柄、网
圈和网袋 3部分组成 (图 1)。捕
网可以自己制作 ,网柄用长 0. 7

～ 1 m、直径 1. 5～ 2 cm的木棍

图 2　网袋制作

或竹竿制成。网圈的直径大约为
30 cm,由粗铁丝弯成 ,两端折

成直角 ,固定在网柄上。 网袋最
好用绿色或者白色尼龙纱制成 ,

或者用细蚊帐布代替也可。它的
长度应该是网圈直径的 2倍。网
袋底部要稍微圆一些 ,直径应该

不小于 7 cm,这样使采集的昆虫容易从网里取出来。
制作网袋时 ,可以把布料按 (图 2)剪成 4块 ,再进行缝

合而成。
捕网是用来捕捉飞行迅速的昆虫 ,如蝶、蛾、蜻蜓

3　迎头兜捕法 图 4　翻转捕虫

等比较大的昆虫。 使用
的方法有二种: 一种是

挥动捕虫网 ,将网口迎

面对着昆虫一兜 (图 3) ,

当昆虫入网后 ,使网袋

底部往上甩 ,把网底连

同昆虫翻到上面 ;另一

种是当昆虫入网后 ,转

动网柄 ,使网口向下翻

(图 4) ,这样也能把昆虫封闭在网底部。 另外 ,当采集

到大型的蝶、蛾以后 ,可先隔网用手轻捏它的胸部 ,使

它丧失飞翔能力后 ,再从网里取出 ,并及时放进毒瓶里

或者是保存液里杀死 ,以便有利于保存。
( 2)扫网。 扫网也由网柄、网圈和网袋 3部分组成

(图 5) ,与捕网不同的是网柄比捕网的短而粗 ,网袋是

用质地稀疏的白布缝制而成 ,也可用尼龙纱缝制 ,网底

要开口 ,捕虫时用绳扎好。用扫虫网捕虫是在采集途中
的重要采集方法。 可以在大片草地和灌木丛中边走边
扫。扫时要左右摆动 (图 6) ,捕到昆虫后 ,打开网底 ,对

图 5　扫网　　　　　　图 6　扫网用法
准毒瓶 ,把昆虫倒入毒瓶里进行毒杀。

( 3)水网。 水网是用来采集水生昆虫的 ,用细铁纱

或者容易渗水的纱布制成 ,由于水里各种昆虫生活的

水层不同 ,水网的形式也不一样。

图 7　毒瓶

2.毒瓶　一般昆虫捕获后需
要杀死后制成标本。 虫体死得越
快 ,标本就越完整。 毒瓶就是快速
杀死昆虫的最好工具。毒瓶一般用
广口瓶或大型指管做成 (图 7)。正
规的毒瓶底部放氰化钾 ,往上依次

是石膏、药棉和滤纸 ,毒杀效果最

佳。 但要注意氰化钾是剧毒物质 ,

图 8　背式采集袋

用时稍有不慎 ,人就会中毒 ,所以

要务必小心。 为了安全 ,也可用桃

仁代替: 用 1个 500 ml的毒瓶 ,里

面至少放入 30 g桃仁 ,桃仁要用

水浸湿后捣碎 ,放入瓶内 ,在上面

铺一张吸水纸就可以使用了。除此
以外 ,还有很多方法 ,如用新鲜的

山桃叶和山桃嫩茎的树皮 ,把它用

水洗后 ,带水捣碎入瓶。也可用枇木

图 9　围式采集袋

巴仁 ,或者青核桃皮 ,或者月

桂树叶 ,捣碎后使用。还可用
脱脂棉沾敌敌畏制成临时使

用的毒瓶。另外 ,用脱脂棉沾

乙醚或醋酸乙烷 ,放在小玻

璃管里 ,也可代替毒瓶使用。
毒瓶中放入的昆虫不能

太多 ,为了防止瓶里的昆虫

相互碰撞 ,可以在瓶里多放

一些散乱的纸条等。 对于鳞
翅目的昆虫 ,为了防止翅上的鳞片脱落 ,可以把这类昆

虫先放入三角纸包里 ,然后再连同三角纸包一起放入

毒瓶进行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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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集袋　在野外采集昆虫 ,一般要携带许多采

集工具 ,为了方便携带 ,应采用采集袋装载。 采集袋一
般有两种:一种是背式的 (图 8) ,一种是围在腰上的围

式采集袋 (图 9)。背式的能携带多种采集工具 ,围式的

图 10　三角纸包

只能携带指管 ,但它适用于爬山、爬
树。

4.三角纸包　三角纸包一般多用
在采集途中临时存放鳞翅目 (如蛾、
蝶 )和蜻蜓目的昆虫。常采用半透明的
并且吸水性能好的纸张制作。 制作方
法是用一张长宽为 3∶ 2的长方形纸

片按图 10所示的顺序进行折叠 ,纸片的大小应随虫体

而定。

采集昆虫的季节、时间和地点
1.采集季节　根据昆虫的种类和习性不同 ,采集

的季节也不一样 ,一般来说每年晚春到秋末 ,大多数昆

虫都出来活动 ,是采集的最适季节。
2.采集时间　常以晴朗温暖、小风的天气 ,昆虫活

动频繁 ,这是采集的最好时机 ;在阴雨或者大风天气 ,

昆虫多数蛰伏不动 ,此时不容易采集。 如在一昼夜间 ,

白天活动的昆虫 ,大多数是以上午 10点到下午 3点最

为活跃 ,在这段时间内能采到比较多的昆虫 ;夜间活动

的昆虫 ,从日落到日出 ,整个夜间都在活动 ,因此整夜

间都可以采集。
3.采集地点　采集地点也根据昆虫的种类和昆虫

的生活习性不同而不同。如采集蝴蝶和蜜蜂 ,就要到鲜

花丛多的地方 ;蟋蟀生活在潮湿的砖瓦堆里或者是垡

子地里 ;蝉和天牛一般生活在树上 ;各种蚜虫生活在作

物上 ;金龟子和蝉的幼虫 ,生活在泥土里 ;蜻蜓和蚊子

的幼虫生活在水里。 因此 ,要得到某种昆虫 ,就需要到

某种昆虫的栖息地去采集。

采集昆虫的方法
1.观察法　主要通过眼的视觉、耳的听觉 ,来寻找

和发现昆虫。因为有些昆虫具有保护色 ,体色常跟附近

环境相似 ,这就需要用眼的视觉来寻找。对那些能发音
的昆虫如蝉和蟋蟀等 ,可通过耳的听觉寻声去找到它

们栖息地。
2.搜索　主要通过寻找和发现生活在物体内部的

昆虫。如在泥土里、砖石瓦块下 、树洞里、腐烂的动植物
体里 ,甚至生活着的植物果实和茎 、叶里 ,都有可能成

为昆虫隐蔽的场所。 所以要通过搜索寻找和发现昆虫
生活过的地方所留下的痕迹。 如蚜虫生活在皱缩的叶
子上和地面上常有其分泌的蜜露。 从植物叶片缺缘的
痕迹找到害虫 ,如发现树干表面有小洞、菊花枝端有枯
尖即说明有天牛存在。

3.振虫　是对于用观察和搜索都难以发现的昆
虫。特别是对一些具有假死性的昆虫 ,可利用振动树干

等 ,使其从树干和其他植物体上掉下来。 如金龟子、梨
曲步、尺蠖等。

4.网捕　主要捕那些能飞善跳 ,用徒手很难捕获

的昆虫。 可据昆虫习性不同采用不同捕法。
5.诱捕　是为了捕捉某些种类的昆虫 ,主要是采

用昆虫的趋性 ,如动物具有趋食性 、趋化性和趋光性。
可利用这些特性 ,把散飞的昆虫吸引到某一区域进行

捕杀。

昆虫标本的制作
为了以后进行研究 ,对采集到的昆虫 ,需要进行加

工整理制成标本。 昆虫标本有浸制标本、干燥标本、玻
片标本、贴翅标本等 ,其中最常见的是浸制标本和干燥

标本。
1.浸制标本　是把采集到的昆虫直接放进保存液

里杀死 ,固定并长期保存 ,这样制成的标本为浸制标

本。 凡是昆虫的卵、幼虫、蛹 ,以及身体柔软、体形细小
的昆虫 ,都可以放入保存液里 ,制成浸制标本。

( 1)保存液。 常用的保存液有 5%福尔马林液 ;

85%酒精液 ;福尔马林、 80%酒精、冰醋酸混合液 (用 5

∶ 15∶ 1的比例混合而成 )。前两种配制简单 ,成本低 ,

适于固定较大的虫体。 第三种对昆虫体内柔软组织的
固定效果比较好 ,适合固定微小的虫体。

( 2)浸制和保存。 对于较小的昆虫 ,可以直接放入

保存液里 ;对于较大的幼虫或蛹 ,要先在开水里煮 5～
10分钟 ,煮到虫体硬直后 ,再放入保存液里保存。经过
这样处理过的标本 ,不容易变色和收缩。对体形较大的
幼虫 ,体内水分比较多 ,为了防止标本在保存液里腐

烂 ,应该在浸制过程中更换几次保存液。
2.干燥标本　干燥标本的制作多用于体形较大、

翅和外骨骼比较发达的昆虫。 蛹和幼虫经过人工干燥
处理以后 ,也能制成干燥标本。 其制作方法如下:

( 1)软化。 当采集的昆虫虫体 ,在制成干燥标本以

前 ,一般是已经存放了一段时间 ,等到制作 时 ,虫体已

经变干变硬了。因此 ,需要先进行软化处理。软化的方
法 ,一种是玻璃缸内放入少量清水 ,缸底放上一个高于

水平面的支架 ,架上放置待软化的标本 ,将缸盖严。 为
了防止标本发霉 ,可以在水里加几滴福尔马林或者加

些石炭酸。 另一种可在广口瓶里进行 ,用 500 ml的广

口瓶 ,瓶里放些潮湿的沙土 ,沙土上放一张滤纸 ,把要

软化的标本放在滤纸上 ,然后盖好瓶盖。也可直接把三
角纸包的标本 ,放进潮湿的布层里 ,再用玻璃罩或其他

图 11　针插

容器把布层罩上 ,以达到虫体软化

之目的。
( 2)针插。 从毒瓶里取出已毒

死 ,并经过软化处理的昆虫 ,要用昆

虫针或者大头针插起来 ,昆虫针按

粗细可分为 00、 0、 1、 2、 3、 4、 5号共 7

种。 长度一般为 38～ 45 mm , 00号

最细 , 5号最粗 , 3号为中是最常用

的一种。在没有昆虫针时 ,也可用大头针代替。针插的
部位因虫而异 (图 11) ,具有严格的规定 ,如蝗虫、蟋蟀
等直翅目的昆虫 ,应该插在前翅基部的上方偏右侧部

位 ;膜翅目昆虫 (如各种蜂类、蚁 )和双翅目的昆虫 (如

各种蚊、蝇 )等 ,应该针插在中胸的正中偏右一些 ;鞘翅

目的昆虫 (如金龟子、瓢虫、天牛 )等 ,应该针插在右边

翅的左上角处 ,使针正好穿过胸部腹面中足和后足之

间 ;半翅目、同翅目的昆虫 (如椿象和蝉 )等 ,应该针插

在小盾片偏右方的位置上 ,这样就不会损坏虫体腹面

的口器槽。其他像鳞翅目 (如各种蝶、蛾 )和蜻蜓目昆虫

等 ,都应该针插在中胸的正中央部位。以上不同的针插
部位 ,都是根据各类昆虫不同的形态特点决定的 ,只有

这样才能够保持虫体的完整、平稳 、美观和整齐。 在针
插的方法上 ,还应注意下针的方向一定要和虫体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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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此外 ,还应该注意昆虫针插入虫体以后 ,上端必须

图 12　细小昆虫针插

要留出针长的 1 /5左右。
对于细小的昆虫标本 ,可以

把标本用胶粘在长 7. 65 mm、最
宽处 1. 8 mm的白色三角纸的尖

端 ,然后把三角纸和标本签用昆

虫针插好 (图 12)。
标本签对于标本来说是十分

重要的。没有标本签的标本 ,无论

做工多么精细 ,制作得怎样 ,也算

不上好的标本 ,因为它没有参考和保存价值 ;只有完整

的和具有详细记录的标本 ,才是有价值和有用的标本。
标本签通常用 12 mm× 8 mm的白色纸片制成。它上
面的项目一般包括采集日期、采集地点、寄主动植物、
采集人等 ,用铅笔或者炭素墨水书写而成。

图 13　三级板

( 3)展翅。对于鞘翅目、半翅目、
双翅目、膜翅目等昆虫标本 ,不需要

展翅。在针插以后 ,只需把足和触角

整理好 ,制作就完成了。但对于鳞翅
目、蜻蜓目等翅比较大的昆虫 ,为了

便于今后的观察和研究 ,在用三级

图 14　展翅板

板 (图 13)调整标本高度以前 ,

必须要先进行展翅。
展翅在展翅板上 (图 14)进

行。 展翅时用昆虫针穿好标本 ,

插在展翅板的沟槽里 ,并摆正虫

体。 虫体要和沟面平 ,使翅正好

放在展翅板上。 接着用光滑透明的纸条压在左右两翅
的上面 ,纸条两端用大头针固定 ,再用昆虫针轻轻拨前

翅的翅脉 ,使前翅的后缘和身体相垂直 ,成一条直线 ,

使左右四翅对称 ,再用昆虫针将翅固定 ,以免移动 ,最

后把足和触角稍加整理 ,使虫体的体态自然美观。
展翅完毕后 ,要把带标本的展翅板放在通风处 ,使

其自然风干 (不能晒干 ) ,经过四五天 ,即可把标本轻轻

取下 ,再用三级板调节标本高度 ,然后插上标签 ,标本

图 15　标本盒

就算制作成功。
( 4)保存。 经过以上处理的针

插干燥标本 ,必须放在标本盒内保

存。标本盒通常是木质的加玻璃盖
(全用玻璃制作也可 )。 盒长为
50 cm,高 7. 5 cm ,宽 40 cm。盒底
垫一层厚 2～ 5 cm的软木或者硬质泡沫塑料 ,便于用

来插放标本 (图 15)。为了防止虫蛀 ,标本整装后 ,盒内

应放置樟脑等防腐剂。整装插放要排列整齐、匀称。标
本的下方要贴上标签。标签上要写明采集地点、采集时
间和采集人的姓名。为了美观 ,可用白色卡片纸或者白

色、杏黄色、浅蓝色的电光或蜡光纸 ,制成有衬垫物的

贴翅标签。贴翅标签除应用在鳞翅目外 ,还可以用于蜻

蜓目、螳螂目、蜉虫目、直翅目、膜翅目和双翅目等昆
虫。 贴翅标本既能保留和展示翅的特征 ,又便于保存 ,

不容易损坏 ,是制作鳞翅目标本的好方法之一。

湖北襄阳黄集二中 ( 441123)　董爱国
青海省平安县中学 ( 810600)　王小英

实验改进

植物光合作用吸收 CO2

实验的改进
江苏徐州铁路一中 ( 221003)　王学东

图 1

通过多年实践 ,我们对初中植

物学“光合作用需要 CO2”演示实

验的装置和方法作了改进 ,方法如

右图所示:

将原装置中用玻璃槽 (或培养

皿 )盛放 NaOH和水 (图 1) ,改为

2000 ml的大烧杯直接盛放 ,然后

将盛有清水和实验用天竺葵枝条

的小烧杯放入大烧杯中 ,最后选用透明度较好的塑料

图 2

薄膜 1～ 2层严密封口。
较之原实验装置 (图 2)用

玻璃罩履盖在玻璃板上用凡士

林密封 ,用玻璃槽 (或培养皿 )

盛放 NaOH溶液 ,改进后的实

验简便、安全便于移动 ,我们多

年来使用此方法 ,取得了很好

的实验效果。  

欢　迎　订　阅
《新编高中生物会考章节训练及模拟套题》
《新编高中生物会考章节训练及模拟套题》是以高

中《生物》教材和教学大纲为依据 ,以会考大纲为准则 ,

以贴近会考的试题形式和难易度为原则 ,力求覆盖教

材中的所有知识点 ,注重考查学生灵活运用课本知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题型、题量、知识考察、

能力测试等方面都尽力顺应会考的导向 ,为学生创设

逼真的会考氛围。 遵照层层递进、强化训练的原则 ,
·
以

·
课
·
时
·
为
·
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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