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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简便制作小型鱼类形态标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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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一种简便制作小型鱼类形态标本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制作前准备；2．剥离皮肤； 

3．支撑架制作与放置；4．缝合 ；5．配制填充材料；6．填充；7．装义眼与整理姿态；8．干燥，上色 ，生境制 

作与固定。与其他制作小型鱼类形态标本的方法相比，新方法中先缝合再填充的步骤，难度小，容易控 

制填充物的量，做出的标本形态更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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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imple and convenient method were introduced for making ecological specimens of small fishes．It 

can be achieved by steps as following：1．preparation；2．skinning；3．to make and put carriage；4．seaming； 

5．prepare materials for filling；6．to fil1 the materials；7．to reshape and fit ocular prosthesis；8．to dry， 

color，mak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fix．Compared to other methods，this new method is much easy，and it 

is convenient to control the amount of the filling materials．so that the specimens maken by this method is much 

more like the living status of the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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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形态标本广泛应用于科研 、教学之中， 

并在科学传播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小型鱼类标 

本的保存方法一般为浸制法。浸制法虽然简便 

快捷，但其保存的鱼类标本一般会发生颜色变 

化，与生活时有很大的不同，不能达到生动形象 

展示的目的。而干制标本则具有能生动形象地 

展示鱼类的特点，但传统的小型鱼类形态标本 

制作(肖方 1999)，边填充边缝合的方法操作困 

难，难以表现鱼类的多种形态。在长期标本制 

作过程中，我们通过多次实验与摸索，总结出了 

一 种简单实用的小型鱼类(体长为 15～60 cm) 

标本制作方法，现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1 材料与工具 

1．1 材料 制作对象，选择大小适中、新鲜、鳞 

片及鳍完整，无外伤的鱼。其他材料包括锯末、 

铁丝、樟脑、敌百虫、明矾、水、清漆、食盐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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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尾鳍一般和头尾轴平行即可。 

2．8 干燥 ，上色，生境制作与 固定 整完形后 

的标本悬挂于阴凉、干燥、通风处 ，待标本完全 

干燥后，即可用丙烯颜料上色。上色根据鱼体 

原来的颜色，把制作过程中颜色改变的部分进 

行上色。上色完成后在鱼体表面喷一层无色清 

漆，使标本更具有光泽。然后把制作好的标本 

固定在预先制作好的生境或底座上(图 3)，贴 

上标签。 

3 注意事项 

本文介绍的小型鱼类形态标本制作的方 

法与其他已有的方法相比(肖方 1999，卢猛等 

2011，马金锋等 2011)，具有简单、易操作及制 

作出的标本形态逼真、多样等特点。采用了 

先缝合后填充的步骤，容易控制填充物的使 

用量，制作 出来 的标本形体饱满，且容易整 

形，从而在制作过程中使标本呈现不同姿态， 

更为生动。 

在鱼类标本制作过程中，皮肤剥离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鱼类皮肤相对较薄，因此在剥 

制时容易损坏。在剥制前先将鱼在浸制液中 

浸泡一段时间，可使其皮肤收缩，增加其韧 

性，减少剥制时的损伤。此外 ，浸泡还可以使 

鱼鳞收紧于皮 肤上 ，减少制 作过 程 中鳞 片 的 

脱落现象 ，使制作出标本的鳞片与其 自然状 

态更加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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