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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今年暑假一系列自造者(Maker)的主題展熱鬧登場，我們參與國立科學教育館的自造者

主題活動後，對於「從想到做的自造者計畫」感到非常有趣。正巧暑假期間，我們飼育的鍬

形蟲陸續過了生命週期。因此，想到自創好用的標本烘箱來製作鍬形蟲標本，讓鍬形蟲可以

變成美麗的標本繼續陪伴我們，更加延續鍬形蟲的生命價值。 

 

在通風環境下，鍬形蟲標本的風乾至少需要一個月的時間，而在這段風乾的期間，可能

會因為溼度高而發霉、或受蟲害。有了自創鍬形蟲標本烘箱的好點子後，我們希望能更有效

率的乾燥標本。然而該如何進行製作？就是我們動腦的時候了。希望透過這個研究探討製作

鍬形蟲標本烘箱的方法，實際創作一個控溫的標本烘箱，並進行烘箱測試，看看烘箱是否能

協助我們更有效率的乾燥鍬形蟲標本。    

 

二、研究目的 

 

(一) 學會製作鍬形蟲標本永留蟲姿。 

 

(二) 自製可控溫的鍬形蟲標本烘箱，提高標本保存效率。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與實驗法，探究自製控溫鍬形蟲標本烘箱的效益。 

 

本研究分成兩部分：第一為製作鍬形蟲標本。其次，為設計製作烘箱，主要步驟分別是

「設計」、「材料選取」、「組裝」、及「測試」等四大流程，目的在創作可以容納十隻鍬形蟲

標本大小的標本烘箱。並從製作烘箱的過程，訓練自己的想法、行動能力與目標完成的能力！ 

 

 

                          圖 1 研究架構圖 

控溫烘箱

標本製作

•畫構想圖

•選用材料

•組裝材料

•測試烘箱

•軟化蟲體

•固定展足

•調整顎鬚

•調整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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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Great maker—標本烘箱的創思 

 

    「標本烘箱製作」的設計，從它的用途與功能出發。廖智安(2015)指出正式乾燥標

本的方式是使用烘箱，溫度設定在攝氏五十度到六十度之間。一般的昆蟲大約烘一兩天，體

型較大的要稍微久一點。裝燈泡的檯燈，也可以用來乾燥標本，只要將標本放在距離燈泡約

十公分的地方，藉由燈泡的溫度來乾燥標本。因此，我們設計標本烘箱，將運用燈泡加熱的

原理，並以增溫至攝氏五十度到六十度之間為設計的重點。 

 

為了達到這個任務，我們腦力激盪畫了一張「自製標本烘箱」的概念圖。 

 
                圖 2 自製標本烘箱構想圖 

 

這設計圖幫助我們設定了製作烘箱的目標，分別為「乾燥」及「保存」標本等兩個目的。

為了達到乾燥的目的，我們選擇使用插電的方式，並加裝可以增溫燈泡的技術來試試看可不

可以達到乾燥的目的。另外，設計的烘箱為了能夠達成容易保存的目的，我們選擇「容易收

藏」及「美觀」做為設計的理念，大小大約可以容納 10隻鍬形蟲的空間，並在烘箱製作完

成之後，加上圖形設計，以達美觀的效果。就這樣，我們即將展開 Great Maker 之旅。 

 

二、鍬形蟲標本製作 

(一)展足標本的製作方式 

詹美鈴(1999)在「昆蟲標本蒐藏管理」一文指出，製作標本的步驟需要非常明確，並且

按步就班進行，才能讓昆蟲屍體化腐朽為永恒。由於我們想製作鍬形蟲的展足標本，因此必

我的創意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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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嚴格要求製作的步驟為(1)軟化蟲體。(2)用昆蟲針固定蟲體，並置於展足板上。(3)調整大

顎、觸鬚及小顎鬚，使達平衡對齊。(4)調整三對足角度，使達平衡對齊，並使用蟲針固定

蟲體，使其完整且無法晃動。 

 

依照上面的步驟，我們陸續完成 10隻鍬形蟲展足標本的製作，並先暫時置放在教室窗

台前的通風處，以等待後續的烘乾實驗。以下為展足標本操作過程的詳細步驟與紀錄。 

 

（二）展足標本的製作步驟： 

1、 將鍬形蟲泡水軟化 10分鐘。 

2、 以昆蟲針插入鍬形蟲鞘翅右上角，作為支撐身體的主要支點。 

3、 再使用兩根珠針以左右平衡的方式，插進鍬形蟲頭胸部間的空隙，牢牢固定蟲體。 

4、 使用小夾子，依序將大顎、觸鬚、小顎鬚、口器以左右平衡對稱的方式展開，並以

珠針插入作為平衡固定的支點。 

5、 再以左右平衡的方式，依序展開鍬形蟲的前足、中足及後足，即完成標本定型製作。 

   
泡水 固定蟲體及左右支點 展開大顎頭部器官 展開六足 

圖 3 製作展足標本的步驟 

（三）展足標本的製作成果：完成的鍬形蟲標本如下面圖 4 所示。 

  

圖 4 展足標本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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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的控溫標本烘箱 

 

詹美鈴(1999)指出，若昆蟲標本置放在一般常溫的環境中，由於空氣中的相對濕度約在

70-80%左右，因此很容易遭遇發霉的問題。另外，標本是有機物質，也可能會被嚙蟲、蟑

螂和螞蟻等蛀食或碎屑，因此，最好能夠將標本置於密閉之箱中。為此，我們開始設計烘箱。 

 

首先，我們要進一步為我們的標本烘箱構思研究問題，到底鍬形蟲標本烘箱要設計多大，

可以同時容納 10隻鍬形蟲進行烘乾？經過測量，大約在 30 乘以 20大小的面積上；如再加

上考量插了針的標本高度，我們決定設計的烘箱大小為長 30×寬 20×高 10，以符合簡便以及

容易收藏的預設功能。 

 

另外，根據中興大學昆蟲系的唐立正教授的建議，標本乾燥通常需要置於 50℃~60℃的

烘箱乾燥 48－72 小時(唐立正，2000)，因此我們就必須找到可以增溫達 50~60度的電燈燈

泡，然而市面上究竟有哪些燈泡可以讓我們設計的烘箱增溫到並維持在55~60度之間?另外，

有哪些設備可以讓我們調控烘箱的溫度？這時，我們想到可以藉由控制電流大小的方式來試

看看，於是我們繼續進行下面的探究。 

 

（一）自製烘箱的設計、組裝 

 

1、方法：製作與實驗 

2、步驟： 

(1)設計並畫烘箱的構想圖。 

(2)到五金行購買製作烘箱的木頭及膠水等材料。 

(3)執行製作烘箱。 

 

鋸木頭 烘箱自製過程-1 烘箱自製過程-2 烘箱完成 

圖 5 自製烘箱過程照片 

 

木盒完成之後，我們繼續嘗試尋找可以增加溫的的材料。到五金金行購買了紅、綠、

淺黃及白色光四顆傳統鎢絲燈泡，回到學校之後，展開了組裝與測試的工作。以下是我們測

試哪個燈泡可以增加較高溫度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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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售燈泡中哪些具有增溫效果？增加溫度的狀況如何？ 

1、方法：製作與實驗 

2、步驟： 

(1)到五金行購買燈座與能增溫的燈泡。 

(2)將燈泡接上燈座，並接上電線。 

(3)測量各顆燈泡得增溫效果，決定最佳的實驗燈源。 

   
 

測試環境溫度 綠燈增加約 4度 黃燈增加約 6度 紅燈增加約 13度 

 圖 6 燈泡增溫效果測試照片 

 

3、研究結果： 

 

經過 3小時的測試，我們發現紅色燈泡從 29度上升到 42度，大約升高了 13度效果最

好。因此決定使用紅色燈泡做為我們之後製作標本烘箱的加熱燈源。 

 

表一、燈泡增溫效果統計表（單位：℃） 

燈泡 

時間 

1 

（黃燈） 

2 

（紅燈） 

3 

（綠燈） 

4 

（白燈） 

10分鐘 31.2 33 30.2 30.1 

20分鐘 32.4 35.3 31.4 30.3 

30分鐘 33.8 37.8 31.9 31.6 

40分鐘 34.5 39.6 32.3 32.1 

50分鐘 35.4 41.2 33.5 33.0 

60分鐘 35.4 42.4 33.5 33.1 

2小時 35..6 42.1 33.2 33.5 

3小時 35.2 42.3 33.6 33.2 

 

找到合適的燈源，但溫度還沒能達到提升 60度的程度，因此我們繼續進行下面的實驗，

加裝足夠數量的燈泡，以增加烘箱的溫度。但究竟需要幾顆燈泡才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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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烘箱增溫到 50-60度所需的燈泡數量為何？ 

1、方法：製作與實驗 

2、步驟： 

(1)到五金行購買紅色燈泡與燈座。 

(2)依序 DIY加裝鎢絲燈泡與燈座。 

(3)實驗紀錄燈泡數量與溫度的關係，直到烘箱溫度可以被控制在 60度左右。 

   

  

  
圖 7 燈泡數量測試過程照片 

 

3、研究結果： 

研究發現隨著燈泡數量增加，增溫效果也會提高。當燈泡數量增加到 4 顆時，可以在

60分鐘時，將烘箱的溫度從 29度增加到 60.1度，增加了大約 31度，且後續的溫度維持在

60度上下，這樣的效果符合我們的預期目標。 

 

表二、燈泡數量增溫效果統計表（單位：℃） 

燈數

時間 

1 顆燈泡 2 顆燈泡 3 顆燈泡 4 顆燈泡 

10分鐘 33.7 35.4 38.2 40.6 

20分鐘 35.3 38.8 42.9 44.7 

30分鐘 37.8 41.2 46.7 49.3 

40分鐘 39.6 43.1 48.2 54.8 

50分鐘 41.2 45.0 50.4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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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分鐘 42.4 45.1 52.8 60.1 

2小時 42.1 45.0 51.2 61.0 

3小時 42.3 45.2 52.6 59.8 

 

（四）自製烘箱的標本烘乾測試 

1、方法：實驗法 

2、步驟： 

(1)先將十隻扁鍬形蟲標本秤重。 

(2)將十隻標本放進烘箱中，並打開電源。 

(3)每 12小時統計一次標本重量，直到標本重量不再降低為止。 

(4)紀錄烘乾後標本重量，並統計總花費的時間。 

   

4.81 公克 5.02 公克 3.57 公克 2.01 公克 

前測重量(因為我們的磅秤比較小，因此十隻標本分開來測量重量。) 

總重量為：4.81+5.02+3.57+2.01＝15.41 公克。 

    

加裝可用 

肉眼觀察的溫度計 

27.6度 

環境溼度 67% 

48小時後 

不再增溫 

60.1度 

環境溼度 10% 

  

3.55 公克 2.56 公克 2.53 公克 

後測重量：後測時，十隻標本的總重量為 3.55+2.56+2.53=8.64(公克) 

圖 8 標本烘乾測試過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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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結果： 

我們發現十隻鍬形蟲經過自製烘箱 48小時的烘烤之後，重量從 15.41 公克下降到 8.64

公克。我們推論減少的重量為水分被蒸發所致，重量減少的比例為 44%；同時，環境溼度

也從 67%下降到 10%，研究結果符合我們預期的目標。 

 

 

圖 9 標本烘乾測試結果分析圖 

 

參●結論 

 

一、自製烘箱經濟效果評估 

 

經過約兩個月的研究過程，我們終於完成了自製烘箱，經過實際的烘烤十隻臺灣扁鍬

形蟲之實驗驗證，的確也能達到預期的增溫到 50~60度，經由 48 小時的烘烤前後比較，十

隻扁鍬形蟲的重量也可以由 15.41 公克下降到 8.64 公克，約佔原體重 44%之降幅。已達預

期的成效。 

 

為了進一步評估我們自製烘箱的經濟效益，我們進行了價格評析，經統計，我們自製

烘箱所需要的材料費大約在 517元左右(電費無法估算)，比起市面上販售的大型烘箱，單價

需要五萬元之價位，實在經濟實惠許多，由此評估，應該有繼續改良推動的效益存在。 

 

表三、自製烘箱的經濟效益分析表 

 木盒 燈泡 燈座 電流調控電線組 其它(電線、膠水等) 電價 

單價 30 14 19 135 100 ※ 

數量 5(根) 4 4 1 1 ※ 

單項統計 150 56 76 135 100 ※ 

總價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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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Maker--自製控溫鍬形蟲標本烘箱初體驗 

9 

二、外觀加工設計提高烘箱質感 

 

為了提高烘箱的效益，我們決定把烘箱外觀設計的美美的，完成作品時實在很高興。 

 

    
自製烘箱外盒美觀設計過程 

   
自製烘箱外盒美觀設計過程及完成後成品 

圖 10 控溫標本烘箱外觀設計 

 

三、未來研究建議 

 

總體來說，這次自製控溫烘箱效果不錯，但為了可以提高效能，達成自造者技術分享

的精神目標。這個自製烘箱可以繼續朝三個方向進行改良： 

（一）改良烘箱材質，讓烘箱更輕、更便利，甚至可活動式拆解，方便攜帶收納。 

（二）改良熱源，可嘗試改良烘箱形狀及內裝設計，讓熱源能提高，同時減低耗電率。 

（三）改良外觀，除美觀之外讓溫度與濕度可顯示在烘箱外面，直接可以判讀烘乾的

程度與數據，了解標本烘乾的程度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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