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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虫标本制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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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蚊虫是一类重要的媒介昆虫，有关蚊虫的生物学和形态分类学等研究是有效控制它们的前提；完好的卵、幼虫、蛹、
成虫、外生殖器标本是开展蚊虫形态分类等研究的基础。然而以往报道的蚊虫标本制作技术尚不完善，因此有改进的必
要。本文系统地介绍了一套经过多年实践而改进、总结出的较理想的蚊虫标本制作工具；在原有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多年
的蚊虫标本制作经验系统地总结和报道了卵、幼虫（包括幼虫皮）、蛹（包括蛹皮）、成蚊及其外生殖器标本的制作技术，对
以往蚊虫标本制作的技术有许多完善和补充，特别蚊虫各阶段标本的处理技术，旨在为蚊虫研究工作者制作蚊虫标本提
供方法指导。同时本文还首次详细介绍了蚊虫针插标本和玻片标本包装和邮寄方法，为蚊虫分类学研究者之间进行标本
交换提供了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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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虫是节肢动物门（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昆虫纲（Ｉｎｓｅｃ
ｔａ）、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蚊科（Ｃｕｌｉｃｉｄａｅ）昆虫。蚊虫是
最重要的医学昆虫，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从蚊类
分离到的病毒多达２６５种，占登记虫媒病毒总数的
５０％。蚊虫的研究涉及昆虫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及
卫生防疫等领域，是昆虫纲中研究最广和最深的昆虫
类群之一［１４］。

世界蚊虫目前已知有４６属３４９０种［５］，中国蚊虫
已知有１８属３７１种［６］。蚊虫的分类远未弄清楚，世界
范围内蚊虫种类可能是已知蚊虫种类的３～５倍。一
些是因为存在于原始森林中，迄今未采集到；还有一些
是因为复合种的存在，未进行正确的形态分类，例如按
蚊亚科中的蚊虫存在着许多复合种，它们外形非常相
似，如果没有一套优良的卵、幼虫、蛹和成虫标本，很难
开展彻底的形态分类研究和鉴定。

关于蚊虫的标本制作技术，国外Ｇａｆｆｉｇａｎ、Ｋｌｏｗ
ｄｅｎ、Ｌａｎｅ等人［７１０］有较完整的文献报道。而中国蚊
虫研究的文献对此却缺少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介绍和总
结。廖肖依等人［１１］、朱淮民［１２］、常征［１３］和丁勇健［１４］

对针插法及玻片标本制作方法都有报道，但是并不详
细，有改进的必要。王明春［１５］对针插法及玻片标本制
作方法有详细的介绍，但是报道的制作方法比较繁杂，
而且未涉及制作中对蚊虫的处理。此外，国内目前尚
没有蚊虫针插标本和玻片标本包装和邮寄方法的介
绍。

本文在上述原有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蚊虫

标本制作经验系统地总结和报道了蚊虫标本制作所需
的工具以及蚊虫卵、幼虫（包括幼虫皮）、蛹（包括蛹
皮）、成蚊及外生殖器标本的制作技术，对以往蚊虫标
本制作的方法和技术有许多完善和补充（特别是蚊虫
各阶段标本的处理技术），为蚊虫研究工作者提供方法
指导。本文还首次详细介绍了蚊虫针插标本和玻片标
本包装和邮寄方法，以期为蚊虫分类学研究者之间进
行标本交换提供方法指导。

１蚊虫标本制作工具
成蚊需制作成针插标本便于观察及长期保存。蚊

虫整个生活史的标本对形态分类也至关重要。野外采
集到的幼虫和蛹需要饲养至成虫从而获得幼虫皮及蛹
皮标本，这些标本对形态鉴定亦非常重要；而此类标本
需制作成玻片标本以长期保存和观察。本实验室根据
自己的标本制作经验对针插标本和玻片标本制作所需
的工具整理如表１。

２标本制作方法
２．１成蚊整体标本制作

野外采集的成蚊用乙醚毒管杀死，单只保存于
Ｂｅｅｍ小管内并做好标签，然后用加入硅胶的自封密
闭袋干燥保存带回实验室制作标本［１６］。野外采集的
幼虫或蛹在实验室饲养至成蚊，羽化２４ｈ后用乙酸乙
酯毒瓶杀死（图１Ａ）。如杀死的成虫不能及时做成标
本，需用干燥剂干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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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保存的成蚊标本制作时需先回软。回软时在
回软缸中加入适量的５％乙醇，并在其中滴入几滴甲
醛，软化２４ｈ左右即可。昆虫标本在保存时极易受到
腐食性昆虫的蛀食和霉菌的浸染，特别是在湿度较大
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甲醛是高效消毒剂，甲醛水
溶液具有广谱杀菌作用，回软时加入甲醛即能杀死危
害蚊虫标本的各种微生物及腐食性小昆虫。

用剪刀剪出一个边长２ｃｍ，底边长０．３ｃｍ的等
腰三角形小纸片，在３级台上用３号昆虫针穿透纸片
远离纸尖的一端，纸片即固定在昆虫针上。在三级台
上以第三台确定三角纸片在昆虫针上的高度（纸片距
离昆虫针底端２．５ｃｍ）。将标本在一表面平整的平板
边缘放好，调整标本姿势（图１Ｂ），使标本头部向左且
面对标本制作人，标本的足向着针。在三角纸片的顶

端背面沾少许Ａｍｂｒｏｉｄｃｅｍｅｎｔ胶水，将针倒转，用带
胶水的三角纸片顶端去接触标本的中胸盾片侧面（图
１Ｃ）之后检视标本粘贴位置是否正确（图１Ｄ）。随后，
按三级台的第二台高度将采集标签插定在昆虫针上三
角纸片下方（标签距离昆虫针底端１．５ｃｍ，如图１Ｅ所
示），采集标签为１．５ｃｍ×０．７ｃｍ的长方形卡纸，标
签上需注明标本采集地点、日期、采集人、采集编号等
信息。标本制作好后，整齐插入标本盒，然后在标本室
保存。标本鉴定后（图１Ｆ），需将鉴定标签按三级台的
第一台高度插定在昆虫针上（标签距离昆虫针底端
０．５ｃｍ，如图１Ｇ所示），鉴定标签大小同采集标签，标
签需写明蚊虫种名、鉴定人和鉴定日期。插好标签后
（图１Ｈ），将标本按类群再次插入标本盒中，放入樟脑
进行保存。

表１　针插和玻片标本制作工具
Ｔａｂ．１　Ｐｉｎｃｕｓｈｉｏｎ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ｏｏｌｓ

用途 工具名称 供应公司 用途 工具名称 供应公司

针插标本
制作工具

玻片标本
制作工具

３号昆虫针 江苏合兴农林科学器材厂
Ａｍｂｒｏｉｄｃｅｍｅｎｔ胶水 ＢｉｏＱｕｉｐ公司

３级台 西安狄寨农业科研仪器厂
镊子 上海七序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回软罐 上海申立玻璃仪器销售有限公司

ＬｅｉｃａＥＺ４ＨＤ
体视显微镜

北京普瑞赛司
仪器有限公司

载玻片 海德创业（北京）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盖玻片 海德创业（北京）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胶头滴管 深圳市恒茂鑫胶业有限公司
解剖针 杭州磐恒科技有限公司

玻片标本
制作工具

小型培养皿 上海五一玻璃仪器厂
干燥箱 上海智诚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回软罐 上海申立玻璃仪器销售有限公司

ＬｅｉｃａＥＺ４ＨＤ
体视显微镜 北京普瑞赛司仪器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 重庆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乙二醇乙醚 重庆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乙酸乙酯 重庆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氢氧化钠（ＮａＯＨ） 重庆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丁香油（Ｃｌｏｖｅｏｉｌ） 武汉远成共创科
技有限发展公司

优巴拉尔
（Ｅｕｐａｒａｌ） 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图１　成蚊标本制作流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ｄｕｌｔ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２．２雌雄外生殖器标本制作
一些蚊虫需要借助外生殖器才能进行准确的形态

鉴定，所以制作生殖器标
本尤其重要。蚊虫的外
生殖器一般作成玻片标
本以便于保存和观察。
因制作的生殖器玻片已
与原来的标本分开，为防
止混乱和丢失，生殖器玻
片标本的采集标签应与
来源成蚊采集标签的内
容完全一致，玻片标本标
签为边长２．５ｃｍ的正方
形不干胶贴纸，贴于玻片
最左端。

在分离外生殖器标
本前，成蚊标本按前文所
述方法回软。待标本充

分软化后，将标本移至显微镜下，用显微剪在第Ⅶ腹节
处剪下生殖器囊（图２Ａ）。显微剪使用前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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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ＯＨ浸泡。将解剖出的外生殖器置于５％ＮａＯＨ
中（图２Ｂ），并在５０℃干燥箱中静置２ｈ脱脂以清洗生
殖器囊（图２Ｃ）。标本从干燥箱中取出后用吸管吸去
ＮａＯＨ，加无菌水将标本清洗干净。用数滴乙二醇乙
醚覆盖标本，静置１ｈ脱水（图２Ｄ）。吸除多余的乙二
醇乙醚，加数滴丁香油包裹标本，静置１ｈ透明标本
（图２Ｅ）。在一玻片正中滴加几滴优巴拉尔，将此玻片
和一个正中滴有几滴丁香油的玻片并列放置于显微镜
载物台上，将生殖器囊先移入有丁香油的玻片上，用解
剖针从第Ⅷ腹节处解剖，移出生殖器（图２Ｆ），然后将
生殖器移至有优巴拉尔的载玻片上，生殖器突起应向

上固定（图２Ｇ）。将玻片室温放置８ｈ干燥，再加适量
的优巴拉尔，检查无误后加盖１０ｍｍ盖玻片（图２Ｈ），
贴上采集标签（图２Ｉ）。

盖片时用镊子夹住盖玻片的一端，斜向载玻片，使
盖玻片的一端先接触优巴拉尔，迅速松开镊子，盖片自
然贴于优巴拉尔上，以防产生气泡。如仍有气泡，可室
温下静置几小时或在５０℃恒温箱中放置约１０ｍｉｎ，
气泡自然消失，将标本在５０℃干燥箱中干燥４周（图
２Ｊ）。标本鉴定后在玻片最右端贴上相应的鉴定标签
（标签大小同生殖器采集标签，见图２Ｋ和Ｌ）。然后
将标本按类群移入标本盒中保存。

图２　蚊虫外生殖器标本制作流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ａ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２．３幼虫皮和蛹皮标本制作
为防止标本混乱和丢失，将同一个体的幼虫皮和

蛹皮置于同一个玻片中，玻片左右两端分别贴上与配
套成蚊完全相同的采集标签与鉴定标签（标签大小、内
容及粘贴位置同生殖器标本标签）。

将幼虫皮和蛹皮移入装有无水乙醇的玻皿中，浸
泡１０ｍｉｎ脱水（图３Ａ），然后吸去无水乙醇，加入适量
的乙二醇乙醚，浸泡１５ｍｉｎ脱水（图３Ｂ）。幼虫皮和
蛹皮处理完成后，滴少量优巴拉尔于载玻片正中，将清
洗干净的标本置于优巴拉尔中（图３Ｃ），幼虫皮在左，
蛹皮在右。用解剖针将蛹皮头胸部与腹部分开，后胸
板与腹部相连，腹部背面朝上，将头胸部自背裂处左右
展开，使翅指向头部，呼吸管朝上（图３Ｄ和Ｅ）；调整幼
虫皮，使其头朝前，背部向上，将幼虫皮的躯体和刚毛
整理至最佳位置（图３Ｆ和Ｇ）；加盖盖玻片，贴上采集

标签，待标本干燥后鉴定，然后贴上鉴定标签按类群移
入标本盒中保存（图３Ｈ和Ｌ）。
２．４幼虫、蛹、卵标本制作

在６０℃的热水中杀死卵、幼虫和蛹，再放入无水
乙醇中脱水两次，每次脱水１５ｍｉｎ。然后置于乙二醇
乙醚中浸泡３０ｍｉｎ脱水。从乙二醇乙醚中将幼虫样
本取出，置于载玻片的正中，滴少量优巴拉尔于样本
上，调整标本，使标本背部朝上，头、胸、腹处于自然状
态下的位置，用显微剪在标本第Ⅶ腹节处剪开尾部腹
节，将尾部的腹节放在正确的位置，按蚊标本的气门或
库蚊的呼吸管向左。

将一正中滴有几滴丁香油的玻片和一正中滴有几
滴优巴拉尔的玻片并列放置于显微镜载物台上，将蛹
从乙二醇乙醚中取出后移入有丁香油的玻片上，处理
方法同蛹皮处理方法，然后将蛹移至贴有采集标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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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幼虫皮及蛹皮标本制作过程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ｌａｒｖａｌａｎｄｐｕｐａｌｅｘｕｖｉａ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载玻片上，蛹的摆放位置亦同蛹皮。卵可直接进行封
片。加盖盖玻片，贴上采集标签，待标本干燥后鉴定，
然后贴上鉴定标签按类群移入标本盒中保存（标签大
小、内容及粘贴位置同生殖器标本标签）。

３蚊虫标本的邮寄方法
蚊虫分类学的研究者经常会互相交换标本进行学

术交流，邮寄是常用的标本交换方法之一，如果缺乏相
关邮寄经验，邮寄时就会造成标本的损坏，给研究工作
造成损失，所以在邮寄过程中必须注意标本的保护。
蚊虫标本寄去国外时需办理检疫检验手续，如邮寄人
不熟悉邮寄流程，邮寄标本时会遇到诸多问题，浪费大
量时间。为此，本文对标本邮寄过程特别进行详细介
绍，供蚊虫研究者交流标本时参考。
３．１针插标本的包装

用聚乙烯复合气泡垫将装有成蚊针插标本的标本
盒包裹固定，用胶带封紧。将包装后的标本盒装进一
个较大的纸箱中，在标本盒周边填充厚厚的泡沫，防止
标本盒在纸箱中振荡。
３．２玻片标本的包装

将玻片置于玻片标本盒中，在相邻玻片标本两端
加入泡沫块、使玻片标本在标本盒中不能晃动为宜，以
免邮寄过程中因震动损坏标本。用聚乙烯复合气泡垫
将标本盒包裹固定，用胶带封紧。将包装好的标本盒装
进纸箱中，在标本盒周边填充泡沫，防止标本盒振荡。
３．３标本邮寄
３．３．１寄出过程　国内邮寄时，可由邮寄机构直接进
行邮寄。如标本需寄往国外，邮寄人须提前到卫生部
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准出入境证

明，持准出入境证明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办《出入
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检验检疫机构凭《出入
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受理报检，邮寄物经检疫
合格或经检疫处理合格的，检验检疫机构在邮件显著
位置加盖检验检疫章放行，发放《出／入境货物通关
单》。邮寄人持通关单可通过ＤＨＬ、联邦快递等国际
邮寄机构运递。
３．３．２收件须知　当接收国外邮寄的标本时，收件人
须事先按有关规定向国家质检总局或由之授权的进境
口岸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办理特许检疫审批
手续。邮寄物进境后，由检验检疫机构对其进行检疫，
经检疫合格后由邮政工作人员将邮寄物送至目的地。

４结语
本文是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陈斌教授的研

究团队蚊虫标本制作方法的总结，尤其是在伦敦自然
历史博物馆的ＲａｌｐｈＨａｒｂａｃｈ教授和ＬｏｒｎａＣｕｖｅｒ
ｗｅｌｌ博士指导下进行大量的蚊虫标本制作工作的经
验和技术总结。在标本制作的过程中研究者参考他人
方法的同时，结合本实验室的方法，摸索出一套完整的
卵、幼虫（包括幼虫皮）、蛹（包括蛹皮）、成蚊、雌雄成蚊
外生殖器标本的制作技术。

本文较为详尽的介绍了蚊虫从卵、幼虫、蛹到成虫
的标本制作所需要的便于携带的工具及标本制作方
法。同时，本文也对以往的文献中很少提到的蚊虫各
阶段标本的处理技术做了详尽的介绍。在蚊虫研究
中，蚊虫研究者通常会遇到标本交换、邮寄的问题，因
蚊虫标本在邮寄过程中需要办理大量的手续，本文对
标本邮寄过程进行详细介绍，以期为蚊虫研究者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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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时提供方便。同时本文是对以往蚊虫标本制作方
法的总结，也是对蚊虫相关知识的补充和完善，为蚊虫
研究者在标本制作技术、蚊虫标本交流等方面提供方
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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