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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蜂玻片标本及针插标本制作方法* 
张  辰**  祖国浩***  李二峰***  薛  昊 

（天津农学院园艺园林学院，天津 300384） 

摘  要  【目的】 小蜂类昆虫作为农林害虫的寄生性天敌，被广泛应用于生物防治中，具有重要的经济

价值。由于其个体微小，大多只能通过玻片标本的制作来观察其形态特征，而玻片标本的制作过程难度较

大，标本制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小蜂种类的鉴定及后续的研究。本文基于课题组多年的探索积累，总结了小

蜂标本的制作方法，以期为小蜂的准确鉴定提供清晰且易于观察的材料。【方法】 采用阿拉伯胶封片法、

中性树胶（加拿大树胶）封片法和针插法制作小蜂标本，更新了阿拉伯胶的配置方法，且详细记述了阿拉

伯胶封片法、中性树胶（加拿大树胶）封片法和针插标本的制作方法，并优化了制片过程中标本清洗、解

剖、透明及压片等步骤。【结果】 通过对比 3 种方法的优缺点，阿拉伯胶制备简单，可免去复杂的脱水步

骤，且后期能随时对玻片进行调整，但长期保存后玻片易干裂；中性树胶（加拿大树胶）制片可永久保存，

但脱水过程中标本易皱缩变形，干燥慢并具刺激性气味，且后期极难二次调整；针插标本能直观展现小蜂

体色、刻纹、凹槽等特征，但细节特征不易观察，且易被虫蛀。【结论】 根据小蜂的体型大小、标本用途

和体壁骨化程度等不同情况选用不同的标本制作方法：（1）体长小于 2 mm 的小蜂标本须制成玻片标本观

察鉴定，阿拉伯胶封片法简单且容错率高，适合练习及普通的制片需要。中性树胶（加拿大树胶）封片法

可永久保存，兼具防腐、透明度高等优点，适合保存新种的模式标本；（2）体长大于 2 mm 的小蜂标本适

合制作针插标本，以便观察其体色和刻纹等特征。 

关键词  小蜂；玻片制作；阿拉伯胶；中性树胶；针插标本 

Relative advantages of slide-mounted vs pinned, chalcid specimens 

ZHANG Chen**  ZU Guo-Hao***  LI Er-Feng***  XUE Hao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Parasitic chalcid wasps are widely used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s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nd 

consequently have significant economic value. Because of their small size, most of thei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an 

only be observed on slide-mounted specimens. Preparing such specimens is, however, relatively difficult, and the quality of 

prepar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value of specimens for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nd research.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different 

methods of preparing chalcid specimens in order to provide clear diagnostic features for identifying the species of this taxon. 

[Methods]  Chalcid specimens were prepared using an updated Arabic balsam sealing method, neutral balsam (Canada 

balsam) sealing method and the pinning (needle-insertion) method. All three method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cluding how to 

optimize the steps of cleaning, dissection, transparency and tableting,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Results]  The preparation of 

Arabic balsam was relatively simple, complex dehydration steps could be avoided and slides could be adjusted at a later stage. 

However, slides cracked easily during long-term storage. Neutral balsam (Canada balsam) glass slides were more permanent, 

but specimens were prone to shrinkage and deformation during the dehydration process. Furthermore, neutral balsam dries 

slowly, has a pungent odor, and slides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adjust. Pinned specimens retain accurate body color, grooves 

and other gros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but many morphological details are hard to observe. Furthermore, specimens are ea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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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d by insects during storage. [Conclusion]  Different preparation methods should be chosen based on the size of 

specimen, its intended use and the degree of ossification of the integument. (1) Specimens with body length < 2 mm should be 

made into glass slides for observ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Arabic balsam method is relatively convenient and has a high 

error tolerance rate, which makes it suitable for practice and the preparation of ordinary specimens. The neutral (Canada) 

balsam sealing method allows specimens to be more permanently preserved, prevents corrosion and is highly transparent, and 

is therefore more suitable for preserving type specimens of new species. (2) Specimens with a body length > 2 mm are suitable 

for pinning, which allows body color and other gros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o be readily observed. 

Key words  chalcid; specimen preparation; arabic balsam; neutral balsam; pinned specimen 

小蜂通常指的是小蜂总科 Chalcidoidea 的昆

虫，隶属于昆虫纲 Insecta 膜翅目 Hymenoptera，

主 要 包 括 跳 小 蜂 科 Encyrtidae 、 蚜 小 蜂 科

Aphelinidae、金小蜂科 Pteromalidae、缨小蜂科

Mymaridae、姬小蜂科 Eulophidae 和赤眼蜂科

Trichogrammatidae 等，它们体型普遍较小，体长

1-8 mm 左右，最小的仅 0.2 mm（Gauld and Bolton, 

1988）。该类昆虫作为农林害虫的寄生性天敌，

寄生性能良好，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Greathead，

1986；陈学新等，2017），在害虫的生物防治实

践中，绝大多数的成功案例中都有小蜂的身影，

由此可见其在生物防治上的重要性（Clausen，

1978；杨忠岐等，2018）。 

长期以来，小蜂的分类鉴定较为困难，它们

个体微小，绝大多数体长都小于 2 mm，导致其

形态特征难以辨认，只能通过玻片标本的制作来

进行观察研究（Mound and Pitkin，1972）。

Novitzky（1956）概述了收集和保存小蜂的一些

方法；Doutt 和 Viggiani（1968）指出将标本置

于 10% KOH 溶液中进行透明处理；Prinsloo

（1980）描述了一种基于加拿大树胶的制片方

法，但不适用于体长小于 1 mm 的小型昆虫；

Noyes（1982）较为详细的整理了关于小蜂的采

集、保存及标本的制作方法；Heraty 等（2006）

对针插标本的制作进行了规范，同时对标签的标

注内容进行了强调。我国学者对封片剂的制备方

法及封片流程进行了改良（林荫珍，1992；黄建，

1994），以中性树胶封片法和加拿大树胶封片法

为主要制片方法，透明液为 5%-10% KOH 或二

甲苯，经乙醇、丁香油逐级脱水或木榴油处理后

封片（徐志宏和黄建，2004；张宏瑞等，2006）。

近年来，大部分国内学者采用阿拉伯胶封片法制

作小蜂标本（金香香，2015；祖国浩，2016；陈

业，2017；刘思竹，2019）。吴琼等（2017）介

绍了膜翅目针插标本的制作过程，对标本的储

存、清洁、整姿、胶水使用、粘贴方式及标签等

进行了探讨。 

由于小蜂标本的制作难度较大，不合格的玻

片标本不仅难以观察小蜂的形态特征，更是对标

本资源的浪费。因此，经过课题组多年的探索积

累，总结出了一套简单快捷的小蜂标本制作方

法，以便为后续研究提供清晰且易于观察的鉴定

特征。这些方法同样可供其它小型昆虫的标本制

作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万用电炉（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

MACKLIN 阿拉伯树脂（医药级），三氯乙醛，

冰醋酸，DGF 迪吉福葡萄糖浆，无水乙醇，蒸

馏水，5% NaOH 溶液，丁香油，中性树胶，虫

胶（或白乳胶），体式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

（8 mm），手术镊，烧杯，玻璃棒，胶质滤纸，

布氏漏斗，石棉网，胶头滴管，昆虫针。 

1.2  标本采集和保存 

小蜂标本的采集方法包括马来氏网、黄盘、

网扫和寄主饲养等。马来氏网为最广泛使用的采

集方法，可将小蜂直接采集到装有无水乙醇的收

集瓶中；黄盘采集的标本先用清水对其进行清

洗，再装入酒精瓶中保存；网扫和寄主饲养所采

集到的标本一般直接装入无水乙醇中保存，或者

放入毒瓶中杀死后干燥保存。若后续还要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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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子研究，需浸泡于无水乙醇中并存放在 

﹣20 ℃冰箱中保存。 

1.3  供试标本 

阿拉伯胶封片法：玻片标本 269 张，其中跳

小蜂科 165 张，蚜小蜂科 39 张，缨小蜂科 28 张，

赤眼蜂科 19 张，金小蜂科 12 张，姬小蜂科 6 张。 

中性树胶（加拿大树胶）封片法：玻片标本

44 张，其中跳小蜂科 24 张，榕小蜂科 8 张，蚜

小蜂科 6 张，赤眼蜂科 3 张，缨小蜂科 2 张，金

小蜂科 1 张。 

针插标本 17 只，其中跳小蜂科 6 只，金小

蜂科 3 只，小蜂科 3 只，大腿小蜂科 2 只，长尾

小蜂科 2 只，广肩小蜂科 1 只。 

1.4  阿拉伯胶封片法 

1.4.1  阿拉伯胶制备  称取 48 g 阿拉伯树脂加

入装有 120 mL 蒸馏水的烧杯中，用玻璃棒搅拌

约 10 min，使其混合均匀，无块状结构。待搅拌

均匀后，依次缓慢加入 80 mL 三氯乙醛、20 mL

冰醋酸和 20 mL 葡萄糖浆，边加边搅拌，使其混

合均匀（可根据需求量等比例增加或减少材料 

数量）。 

将上述混合物置于石棉网上，用万用电炉加

热，温度大约控制在 70-80 ℃，边加热边搅拌，

使混合物完全溶解，观察溶液透亮后即可停止加

热。待上述液体冷却后，至于避光处，用垫有玻

璃棉或胶质滤纸的布氏漏斗过滤至玻璃瓶中，过

滤期间中用玻璃罩罩住，以减少水分蒸发，该过

程大约需要持续一周左右。取上层清澈部分备

用，如杂质较多可重复过滤一次。 

1.4.2  标本准备  在标本采集后，正确的标签尤

为重要。玻片姿态问题后期通常可以调整，但是

标签上缺少的数据后期不仅无法补充，并且极大

的减少了研究价值。载玻片左侧为采集标签，必

要信息包括采集时间、采集地点、采集方法和采

集人。有条件的还可记录海拔高度、经纬度及周

边生境植被等信息，有寄主的需标明寄主信息。

载玻片右侧为鉴定标签，包括拉丁学名、鉴定人

和封片剂规格等信息。正模标本采用红色标签

纸，副模标本采用黄色标签纸。 

标本解剖前，应先测量待解剖小蜂的体长，

记录虫体各部位颜色及其它重要特征，例如体壁

上特殊的刚毛、肛下板深达的位置及产卵器伸出

长度等。有条件的可使用微距摄影拍摄虫体背面

观、侧面观和腹面观照片。 

1.4.3  解剖和透明  用显微镊将小蜂移入盛有

无水乙醇的解剖盘中，若小蜂为干制标本，应提

前 1 d 浸泡在 75%酒精中，使其软化并沉于酒精

底部。解剖时左手持显微镊固定虫体，右手持解

剖针进行解剖，手腕不要悬空，在体式显微镜下

用解剖针轻轻挑拨虫体各部位连接处，使其头

部、触角、胸部、前后翅、前中后足及腹部分离。

在鉴定过程中需要观察肛下板和上颚等部位细

节特征的，可将其单独解剖下来。解剖过程中应

减少周边气流流动，并确保虫体全程浸泡在酒 

精中。 

对于金小蜂及姬小蜂等类群，体色非常深，

较难观察内部特征结构，可将产卵器等具有重要

鉴定特征的部位单独解剖下来。对于蚜小蜂和赤

眼蜂等类群，体壁较为柔软，解剖时各部位不易

断开，此时用力不宜过大，最好选用尖端具斜面

的解剖针，稍借力即可将小蜂身体各部位分离。 

将除前后翅外的所有部位放入 5% NaOH 溶

液中透明 12-24 h，使虫体完全浸没于液体中，

不能漂浮在液面上。具体透明时间视虫体大小、

体色及骨化程度而定，解剖镜下观察虫体内部无

絮状组织即可，透明过程中用载玻片或培养皿盖

上，防止水分蒸发及虫体丢失。 

1.4.4  清洗和制片  前翅和后翅用蒸馏水清洗

后，可直接压片；其余部位透明完成后用蒸馏水

清洗至少 3 次，每次清洗浸泡至少 15 min，最后

一次清洗浸泡 20 min，如未清洗干净，会导致压

片后出现较多的气泡。有 2 种清洗方式，可根据

个人习惯和操作熟练程度选择；一是用显微镊将

虫体各部位夹起，放至另一个装有干净蒸馏水的

解剖盘中清洗浸泡，夹取过程需小心虫体掉落丢

失。二是用胶头滴管或针管将 NaOH 溶液吸出，

注意不要将虫体吸出；若虫体颜色较为透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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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式显微镜下操作，底部可留有少部分液体，

然后加入蒸馏水清洗浸泡。 

清洗完后，取少许阿拉伯胶滴在载玻片相应

位置（图 1），依次将清洗好的触角、头、胸、

腹和足等完全浸入胶中，用显微镊调整姿态（头

部正面观朝上，胸腹背面观朝上，触角和足伸展

开），使各部位位于阿拉伯胶底部，然后缓慢盖

上盖玻片，向下压片时需将盖玻片调整为和载玻

片平行，均匀向下用力，减少气泡生成和虫体姿

态的变化。 
 

 
 

图 1  虫体各部位在显微玻片上的排列 

Fig. 1  The arrangement of each part of the  
chalcid body on the microscopic slide 

 

在显微镜下检查各部位是否存在影响观察

的气泡或不利于观察的姿态特征，出现以上情况

应及时轻移盖玻片调整，气泡过多或虫体姿态严

重倾斜需掀开重新压片。若玻片已完全干燥，可

在盖玻片周围滴一圈蒸馏水，待阿拉伯胶溶解变

软后即可打开玻片重新整姿。一周后用中性树胶

或加拿大树胶封住盖玻片四周，防止玻片长时间

存放导致水分蒸发后干裂。 

1.5  中性树胶（加拿大树胶）封片法 

中性树胶（加拿大树胶）封片法操作步骤大

体与阿拉伯胶封片法相同。解剖后前翅和后翅放

入丁香油中脱水 4 h 以上即可压片，虫体其余部

分透明清洗后放入丁香油中脱水 8 h 后压片。若

虫体体壁较软，需经 50%、75%、95%和 100%

酒精逐级脱水各 5-10 min，然后置于丁香油中浸

泡 3 h，以减少在脱水过程中皱缩变形（此过程

极易丢失虫体，对操作的熟练度要求较高）。显

微镜检查合格后将玻片置于 40-50 ℃烘箱中 2 d

或自然风干 2 个星期左右。 

若虫体在脱水过程中皱缩，应及时停止后续

脱水步骤，将变形的虫体夹入蒸馏水中，30 ℃

微烘，并用显微镊轻轻挤压以让其恢复原状。 

1.6  针插标本制作方法 

1.6.1  还软和整姿  选择姿态较好、身体较为平

整和虫体完整的个体。干制标本需还软后再进行

整姿，通常放在醋酸气氛中 12-24 h 进行还软，

这种方法对于用乙酸乙酯杀死的标本较为适用，

其它用杀虫剂杀死的标本，也可以使用此方法，

还软后用 75%乙醇进行清洗，然后进行整姿。

新鲜标本可直接于体式显微镜下进行整姿，使

其触角、前后翅和足伸展开，露出可供观察的

鉴定特征。 

1.6.2  干燥和粘贴  整姿完成后用临界点干燥

法（Critical point drying，CPD）对小蜂干燥定型

（Gordh and Hall，1979），避免身体结构发生

变形。 

纸卡通常有矩形和三角形 2 种形状（图 2），

厚度 1 mm 左右，纸片大小依据虫体大小而定，

具体方法如下：在三角纸卡尖端涂上少许虫胶或

白乳胶，虫体与三角纸卡尖端垂直，粘贴小蜂中

胸侧板或中胸腹板，使头部和腹部向前后伸出，

前后翅向外伸出；矩形纸卡粘贴时虫体与纸卡右

边缘呈 45°倾斜，胸部一侧与纸卡表面呈 45°夹

角侧躺粘贴，使头部正面观和胸部背面露出，前

后翅不能粘到胶。待干燥后于纸卡基部中央用合

适型号的昆虫针固定；于昆虫针下方固定采集标

签和鉴定标签（图 3）。 
 

 
 

图 2  小蜂在三角纸卡（左）和矩形纸卡 

（右）上的粘贴位置 

Fig. 2  The sticking position of chalcid on the  
triangular paper card (left) and rectangular  

paper card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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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针插标本与标签相对位置 

Fig. 3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pinned  
specimen and the label 

2  结果与分析 

2.1  阿拉伯胶 

阿拉伯胶为水溶性胶，无臭无味，是一种天 

然的增稠剂。采用上述阿拉伯胶封片可省去繁杂

的脱水步骤，大大缩减制片过程，且干燥后能用

蒸馏水快速融开，二次干燥仍能保持稳定状态，

不凝胶、无沉淀。若制片水平不够成熟，或后期

拍照和鉴定中需要调整虫体姿态，应优先采用本

方法制片（图 4：A）。但是阿拉伯胶封片 2 年后，

玻片易发黄并干裂（图 4：B），若干燥后用中性

树胶封住盖玻片四周，可有效防止干裂。 

 

 
 

图 4  阿拉伯胶封片 1 个月（A）和 

2 年（B）的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one month (A) and two  
years (B) of Arabic balsam sealing method 

2.2  中性树胶和加拿大树胶 

中性树胶封片后不会出现收缩变黄及纹裂

等弊病（图 5：A），但封片后干燥时间较长，室

温下约需两周时间，40-50 ℃烘箱中需 48 h，干

燥期间会散发二甲苯的味道，且一旦干燥极难再

次打开，如需打开需在加热状态下不断滴加二甲

苯，因小蜂各部位极其微小，加热时易丢失。加

拿大树胶封片法及效果同中性树胶（图 5：B）， 

但年久易变黄（图 5：C），且价格远高于中性树

胶。这 2 种方法均适用于模式标本的永久保存。 
 

 
 

图 5  中性树胶封片 1 个月（A）、2 年（B）以及 

加拿大树胶封片 2 年（C）的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1 month (A) , 2 years (B)  
of neutral balsam sealing method and  

2 years (C) of Canada balsam sealing method 
 

2.3  针插标本 

针插标本制作较为简单，能更清晰的观察小

蜂解剖前各部位的颜色、刻纹及凹槽等特征（图

6：A，B），方便标本的检视。但个体较小的小

蜂往往无法观察到更多的细节特征，且保存过程

中需提防虫蛀。 

2.4  优缺点对比 

将阿拉伯胶、中性树胶封片法和针插标本

制作方法进行比较，优缺点如表 1 所示，不同的

小蜂可根据这几种标本制作的优缺点，选择使用

不同的标本制作方法，或将几种制作方法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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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矩形纸卡（A）和三角形纸卡（B）的针插标本 

Fig. 6  Pinned specimens of rectangular  
and triangular paper cards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详细记述了阿拉伯胶、中性树胶封片法

和针插法制作小蜂标本的方法，通过对比并总结

了以上几种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情形： 

（1）针插标本制作方法适用于体长大于    

2 mm 的小蜂标本，例如小蜂科和广肩小蜂科（吴

琼等，2017）等类群，体型较大且体壁凹凸明显，

制作针插标本能更清晰的观察其体色、刻纹及凹

槽等特征。CPD 干燥法可有效避免虫体皱缩变

形，但也会使材料变脆，触角和前后翅在保存过

程中容易损坏断裂，建议使用矩形纸卡制作，在

后期保存中需注意防蛀防霉（赵玉华等，2012）。 

（2）对于体长小于 2 mm 的小蜂标本，由于

很多细节特征无法在解剖镜下观察到（廖肖依和

肖芬，2012），因此需制成玻片标本。阿拉伯胶

封片法能有效节省复杂的脱水步骤（金香香 
 

表 1  标本制作方法优缺点对比 

Table 1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pecimen preparation methods 

封片剂种类 
Types of mounting medium 

优点 
Advantages 

缺点 
Disadvantages 

阿拉伯胶 
Arabic balsam 

水溶性好，对玻片不满意可随时用蒸馏水溶解进行

二次调整 
It has good water solubility. When you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slides, you can dissolve them in 
distilled water for secondary adjustment at any time 

制备方便，毒性低 
The preparation is convenient and the toxicity is low 

干燥快，不易长霉 
Fast drying, not easy to grow mildew 

保存时间长久后会干裂 
It will crack after being stored for a long 
time 
玻片透明度不及中性树胶 
It is not as transparent as a neutral balsam

中性树胶 
Neutral balsam 

透明度高，玻片观察清晰 
It has high transparency and is easy to observe 

不易长霉，可永久保存 
It is not easy to grow mildew and can be stored 
permanently 
不易和其他物质发生反应 
Not easy to react with other substances 

溶剂为二甲苯，有一定毒性 
The solvent is xylene, which has certain 
toxicity 
制片后干燥慢，有刺激性气味 
It dries slowly and has a pungent odor 
干燥后极难二次调整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adjust after 
drying 
脱水过程中容易皱缩变形 
It is easy to shrink and deform during 
dehydration 

加拿大树胶 
Canada balsam 

同中性树胶 
Same as neutral balsam 

同中性树胶，但价格较贵，易发黄 
Same as neutral balsam, but more 
expensive and prone to yellowing 

针插标本 
Pinned specimen 

能更好地观察其体型和体色等整体形态 
It can better observe its overall shape such as body 
shape and body color 
能观察到虫体各骨片的凹凸情况 
The concave and convex conditions of each bone 
piece of the worm body can be observed 

体型易收缩变形 
Body shape shrinks easily 
细节特征不易观察 
Detailed features are difficult to observe.
保存不当容易褪色或被小蠹等害虫蛀蚀
Improper storage is easy to fade or be 
eaten by pests such as bark bee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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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祖国浩，2016），提高制片过程中的容错

率，且阿拉伯胶为水溶性胶，玻片不满意的地方

后期可用水溶解重新调整后再压片适合练习和

快速制片。但 Noyes（1982）认为因水溶性树脂

易干裂，正模不应置于水溶性树脂的玻片中保

存，本研究增加了干燥后用中性树胶封住盖玻片

四周这一步骤，能显著延长保存时间。 

（3）长时间保存还应采用中性树胶（加拿大）

封片法，此法兼具防腐（张敬如等，2011）、透

明度高等优点（Noyes，1982），但实际操作过程

较为复杂，由于小蜂个体较小，复杂的操作步骤

极易导致微小部位的丢失，且玻片干燥后难以再

次打开。对于蚜小蜂科（陈业，2017）及赤眼蜂

科（刘思竹，2019）等体壁较软的类群，放入中

性树胶后易皱缩，对制片者水平要求较高。 

（4）如标本数量较多或者体表颜色鲜艳，可

同时制作玻片标本和针插标本，以获得更多可供

观察的鉴定特征。以上几种方法对小蜂以及其他

小型昆虫的标本制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体

操作因虫而异。 

本研究在室温下进行透明处理，部分小蜂经

透明后头部仍会残留红色或紫色的絮状物组织，

在清洗过程中需用显微镊轻轻挤出，否则脱水和

压片过程中虫体易皱缩和变形，这或许与透明时

间及透明温度有关。透明时间过长会使浅色标本

制成玻片后镜检困难（Noyes，1982），同时郑晓

军等（2017）在研究蓟马和蚜虫等小型昆虫玻片

标本的制作中指出，透明时的温度与透明程度存

在一定的关系，但温度过高会导致昆虫组织松

散。在小蜂玻片标本制作的后续实验中可增加透

明温度对小蜂透明程度影响的研究，或可缩短透

明时间，以提高玻片制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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