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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留蟲姿-製作鍬形蟲標本探析 

摘要 

      近兩年來獨自摸索研究做了十幾隻鍬形蟲標本，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尤其是展翅標

本製作失敗率較高。這項研究結合了經驗及尋找資料不斷在實作中找出成功率高的標本製作

法，找出消毒軟化蟲體時的最佳方法，製作時最好的方法及步驟，還有烘乾法的比較及標本

箱製作的優缺點探析。 

 

壹、引起動機 

我喜歡鍬形蟲，飼養了多隻鍬形蟲，看著牠在飼養箱中的一舉一動更覺得有趣，但生命

卻是有盡頭的，會有消失的一天，除了有相片留念以外，那昆蟲要繼續保有牠，唯有做

成標本可以繼續觀察，也可讓自己作為飼養的一個回憶，如何讓標本做得好、做得出色，

及保存的久遠是否有特別的技巧及方法？值得細細的探究。 

貳、實驗目的 

一、瞭解鍬形蟲的製作過程 

二、分析軟化及消毒方法的適確性 

三、探討比較烘乾的方法 

四、探析保存方法的優缺點 

參、實驗器材 

保麗龍、珠針、數位相機、縫衣針、燒杯、溫度計、、計時器、酒精、漂白水、鑷子、

檯燈、死掉的蟲體、電腦、筆記本、乾燥劑、痱子粉、箱子、口罩、樟腦丸、乾燥劑、

玻璃瓶、樹枝、塑膠葉片。 

肆、相關文獻探討 

一、鍬形蟲 

生物學分類：動物界→節肢動物們→昆蟲綱→鞘翅目→鍬形蟲科 

       鍬形蟲名稱由來是這樣的。日本佔據台灣時因為見到這種甲蟲的雄蟲有兩隻大角，形

狀像有叉子的鍬，所以日本人稱為鍬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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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蟲通常有誇張美觀角一般的大顎，並非用來咀嚼食物，其用途為對抗天敵與打鬥  

       及爭奪食物、地盤或異性。雌性個體大顎較短，主要功用是用來在腐木挖掘洞穴產 

       卵。 

       鍬形蟲的一生要經過卵→幼蟲→蛹→成蟲等四個階段。所以牠是完全變態的昆蟲。 

       鍬形蟲不像蝴蝶一樣，可以在短時間內就完成一代，鍬形蟲完成一代的時間至少要兩 

       年，有的種類甚至要花三年時間才能完成一代。所以死掉的蟲體拿來製作就彌足珍 

       貴。 

二、鍬形蟲標本製作過程： 

      （一） 用濕紙巾擦乾淨鞘翅，腹部以牙刷輕刷。 

      （二） 拿一張白紙並將紙沾濕。 

      （三） 濕白紙中放入鍬形蟲屍體，對折覆蓋包起來。 

      （四） 約 30 分鐘後肢體變軟就可調整姿態先用細針挑出觸角。 

      （五） 將蟲體放在保麗龍上用大頭針在關節處固定下來。  

      （六） 將標本烘乾完全定型後才取下珠針。 

      （七） 放入標本箱裡保存，標本箱裡再放入乾燥劑、痱子粉包。 

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瞭解鍬形蟲標本製作過程       

（一）、展足製作法 

展足製作法的步驟為：收集蟲體→軟化消毒蟲體→擦乾蟲體→伸展六足→拿珠

針固定觸角及六足→烘乾→拔下珠針放入標本盒  

     （二）、展翅製作法 

            展翅製作法的步驟如下：收集蟲體→軟化消毒蟲體→擦乾蟲體→確定鞘翅是否 

            可張開 →展開六足及觸角→拿昆蟲針固定蟲體→拿珠針固定蟲體→鞘翅展開 

            →鞘翅固定→展開翅膀→固定一對翅膀→固定大顎和觸角及六足→烘乾→放入 

            標本箱 



 3 

 

  二、分析軟化及消毒方法的適確性 

     （一）、探討不同的水溫浸泡蟲體的適確性 

     （二）、探討不同的酒精濃度消毒軟化蟲體的效果 

     （三）、不同種類漂白水消毒軟化蟲體的結果 

  三、探討比較烘乾的方法 

      烘乾的方法蒐集的資料有日照法、自然陰乾及檯燈照射，做好的標本採用這幾種的方 

      法烘乾，比較烘乾的天數及效果。另外在尋找是否有其他方法？ 

  四、探析保存方法的優缺點 

    （一）、防蟲方法的優缺點 

    （二）、DIY 標本箱做優缺點的分析比較 

    （三）、DIY 鍬形蟲生態標本箱製作 

 

陸、研究結果 

    一、瞭解鍬形蟲標本製作過程       

（一）、展足製作法 

→ → 

收集蟲體 

確定蟲體是否完好，各部位是否具備，如有

殘缺就不適合做成標本保存 

軟化消毒蟲體 

軟化消毒蟲體的時間到肢體變軟，各肢體可靈

活就可取出開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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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擦乾蟲體 

將蟲體放在衛生紙上並輕輕的將蟲體擦乾 

伸展六腳 

輕輕的將六隻腳及大顎的姿勢調整好，以便等

一下做標本時更順手 

 

→ 

 

→ 

拿昆蟲針固定蟲體 

要做永久保存的標本需拿昆蟲針在上圖的部

位先固定在保麗龍上，一方面是較好製作，

一方面是將來保存時好固定 

拿珠針固定六腳及觸角 

拿珠針在胸部和腹部交接處旁邊垂直插入先行

固定，接下來是大顎及觸角旁邊先行固定，觸

角一般成垂直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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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後烘乾 

固定的步驟如上圖所示，珠珍插法的角度憑

蟲體的姿勢而調整，有的必頇交叉方能做最

好的固定，尤其是足的尖端，固定好後就進

行烘乾程序。 

 

拔下珠針放入標本盒 

確定蟲體乾燥六足僵硬後即可取下珠珍，放入

標本箱儲存，蟲體的資料要做成標籤才算大功

告成 

     

 

實驗一  找出比較適當的珠針插法順序 

       方法：找一隻軟化的鍬形蟲先固定好，分成從頭往尾插、從尾往頭插、隨便插的順序

在不同時間做了五次實驗 ，得到如下的結果： 

 表-1 珠針插法實驗時間表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第 

四 

次 

第 

五 

次 

平 

 

均 

從頭往尾插 3 分 35 秒 3 分 33 秒 3 分 29 秒 3 分 27 秒 3 分 24 秒 3 分 29 秒 36 

從尾往頭插 3 分 55 秒 3 分 49 秒 3 分 45 秒 3 分 43 秒 3 分 39 秒 3 分 46 秒 12 

隨便插 3 分 59 秒 3 分 53 秒 3 分 49 秒 3 分 47 秒 3 分 44 秒 3 分 50 秒 24 

 

次 
數 

時

間 間 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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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翅固定法 

      針對以上所說的步驟除了前三步驟跟展足法一樣不再說明，以下就針對各步驟的技巧 

      說明如下：          

→ → 

確定鞘翅是否可張開 

這步驟非常重要一定要先確認，否則會無法順

暢的進行，最好一對鞘翅先稍微撥開它，才會

做得順手 

展開六足及觸角 

跟展足法一樣先行整理六足，否則壓在腹部

會非常難做 

→ → 

拿昆蟲針固定蟲體 

要做永久保存的標本需拿昆蟲針在上圖的部

位先固定在保麗龍上，一方面是較好製作，一

方面是將來保存時好固定 

 

 

拿珠針固定蟲體 

如上圖珠針的插法必頇交叉，這個技巧是為

了等一下鞘翅張開時較好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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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鞘翅展開 

鞘翅張開並慢慢調整鞘翅的角度 

鞘翅固定 

珠針的插法採用斜插會較好固定，接下來一

定要先固定中間的那一對腳，否則翅膀做好

後，就很難固定中間那對腳，因為被翅膀遮

住了。 

 

→ → 

展開翅膀並用塑膠薄片及髮夾加以固定 

這個步驟是最難的，必頇要輕輕的將翅膀伸

展，否則翅膀容易被折損，兩片塑膠薄片將翅

膀固定後，再用髮夾或迴紋針夾住。如覺得難

做也可請旁邊的人幫忙用髮夾夾住塑膠薄片。 

 

 

固定一對翅膀 

調整翅膀的姿態並用珠針刺入翅膀外的塑

膠薄片，這樣做出的翅膀會非常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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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後足 

接下來像展足固定法一樣，固定觸角、顎及剩

下的腳。 

整理及調整姿態後烘乾 

再次調整認為是最完美的姿態後烘乾，烘乾

後拔下珠針，放入標本箱。 

     

 

 二、分析軟化及消毒方法的適確性 

    （一）、 探討不同的水溫浸泡蟲體的適確性 

           軟化消毒蟲體的方法除了用白紙浸濕後把蟲體包覆起來外，一般會用水浸泡， 

           根據書上曾經描述水溫不要太熱，熱水會使牠們腳部的關節伸直，如果之後想 

           要再次彎曲關節部份，會因此變的非常困難（吉田賢治，2002 年）。到底水溫 

           要用多少才是最適當？ 

           1、實驗 二-1  探討不同的水溫浸泡蟲體的適確性 

             研究方法：這個實驗根據蟲體的個數設計了 95-98℃、70-75℃、45-50℃、  

                    30℃的水溫浸泡，得到的結果如下表： 

（1）、不同的水溫實驗後觀察紀錄表： 

 95-98℃ 

台灣扁鍬 母 

70-75℃ 

台灣扁鍬 公 

45-50℃ 

台灣扁鍬 公 

30℃ 

台灣扁鍬 

公 

10 分鐘 每隻腳稍微可

動，像肉煮熟的

味道。 

每隻腳稍微可

動 

每隻腳稍微可動 無法製作 

水 

溫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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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鐘 腳可動卻不靈

活 

味道同上 

六腳軟化，但

不靈活，像肉

煮熟的味道。 

大腿已經軟化，

關節未軟化 

無法製作 

30 分鐘 浸泡的水混

濁，蟲體同上 

味道同上，前

腳不靈活，後

兩對腳可動 

味道同上，所有

腳可動，但還未

達可製作標本程

度 

無法製作 

40 分鐘 同上 前腳不能很順

暢製作標本 

可製作標本 無法製作 

50 分鐘 同上 前腳不能很順

暢製作標本 

可很順暢的製作

標本 

無法製作 

二天 非常不順暢的

製成標本 

已製成標本 已製成標本 可很順暢的

製作標本 

 

    

    （2）、 95-98℃水溫軟化的實驗結果 

浸泡時間 10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40 分鐘 50 分鐘 

成功率 30％ 40％ 50％ 50％ 50％ 

 

95-98度水溫

0%

20%

40%

60%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浸泡時間

成
功

率

成功率

 

     ※成功率是指蟲體軟化的程度可製成標本的順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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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0-75℃水溫軟化的實驗結果 

浸泡時間 10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40 分鐘 50 分鐘 

成功率 30％ 50％ 60％ 60％ 70％ 

70-75度水溫

0%

20%

40%

60%

80%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浸泡時間

成
功

率

成功率

 

 

 

   

   （4）、45-50℃水溫軟化的實驗結果 

浸泡時間 10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40 分鐘 50 分鐘 

成功率 30％ 60％ 80％ 90％ 100％ 

45-50度水溫

0%

50%

100%

150%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浸泡時間

成
功

率

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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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水溫軟化的實驗結果 

浸泡時間 10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40 分鐘 50 分鐘 1 天 

成功率 0％ 0％ 0％ 0％ 10％ 90％ 

30度水溫

0%

20%

40%

60%

80%

100%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2天

浸泡時間

成
功

率

成功率

 

 

 

  （6）、依據上列圖表的實驗觀察可製成標本的順暢及完整度如下表：（二天後浸泡） 

水溫 95-98℃ 70-75℃ 45-50℃ 30℃ 

成功率 50％ 70％ 100％ 90％ 

   

水溫浸泡蟲體的適確性

0%

50%

100%

150%

9 5 - 9 8 ℃ 7 0 - 7 5 ℃ 4 5 - 5 0 ℃ 30℃

水溫

成
功

率

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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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實驗照片        

 
 

實驗時隨時用酒精燈控制溫度 觀察蟲體的變化 

（二）、探討不同的酒精濃度消毒軟化蟲體的效果 

1、實驗二-2、依據不同的酒精濃度消毒軟化蟲體 

研究方法：找了五隻台灣扁鍬浸泡在 95％、75％、50％、25％的酒精及純水當中，

並且計時觀察哪一種濃度最快可製成展足標本，並且觀察蟲體會不會發臭？找出最

佳濃度的酒精浸泡濃度。 

（1）、95％酒精消毒軟化的實驗結果如下： 

浸泡時間 5 分鐘 10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25 分鐘 30 分鐘 35 分鐘 40 分鐘 45 分鐘 

成功率 10％ 20％ 30％ 60％ 80％ 90％ 100％ 100％ 100％ 

※ 成功率是指軟化蟲體可製成展足標本的效果，而蟲體不發臭 

 

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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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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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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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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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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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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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時間

成
功

率

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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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酒精消毒軟化的實驗結果如下： 

浸泡時間 5 分鐘 10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25 分鐘 30 分鐘 35 分鐘 40 分鐘 

成功率 30％ 60％ 80％ 90％ 100％ 100％ 100％ 100％ 

百分之75的酒精

0%

50%

100%

150%

5分
鐘

10
分
鐘

15
分
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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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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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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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35
分
鐘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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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時間

成
功

率

成功率

 

 

（3）、50％酒精消毒軟化的實驗結果如下： 

浸泡時間

（分）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成功率（％） 10 10 20 30 60 70 70 80 90 90 80 80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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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酒精消毒軟化的實驗結果如下： 

浸泡時間分）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成功率（％） 0 10 20 40 60 70 70 80 85 90 90 80 70 

   

百 分 2 5 的 酒 精

0
20
40
60
80

100

1
0分

鐘

3
0分

鐘

5
0分

鐘

7
0分

鐘

9
0分

鐘

1
1 0

分
鐘

1
3 0

分
鐘

浸泡時間

成
功

率

成功率（％）

 

 

（5）、純水消毒軟化的實驗結果如下： 

時間（時）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成功率（％） 20 25 30 40 45 45 50 50 50 55 60 70 60 

 

   

純水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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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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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蟲體浸泡在 30 分鐘不同酒精濃度的成功率比較如下表： 

酒精濃度 百分之 95 百分之 75 百分之 50 百分之 25 

成功率 90％ 100％ 70％ 20％ 

 

不同酒精濃度浸泡30分鐘的成功率

0%

50%

100%

150%

百分之95 百分之75 百分之50 百分之25

酒精濃度

成
功

率

成功率

 

  

   (7)、實驗照片： 

  

不同酒精濃度的實驗觀察 隨時記錄變化 

         

（三）、不同種類漂白水消毒軟化蟲體的結果 

1、實驗二-3 浸泡不同種類漂白水實驗 

(1)、研究方法：家裡的漂白水也常拿來消毒東西，因此這個實驗就拿兩種漂白水來 

   浸泡，並觀察實驗的反應，得到如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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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白水 增艷漂白水 

剛放入 玻璃邊緣起泡，翅膀附近出現白

點 

一放入蟲體周圍馬上起泡泡 

10 分鐘 後腳可動，尾部出現很多泡泡 前腳關節可動，不會臭 

 

20 分鐘 全身都有泡泡，蟲體同上 同上 

30 分鐘 同上 同上 

3 小時 全身可動但卡卡的 

有些地方變色 

全身都有泡泡，肢節稍微可動，

但不能製作 

 

4 小時 肢節掉落 同上 

 

5 小時 腳的肢節掉落 觸角變色，只有前腳不能動 

一天 肢節掉落蟲體變色 可製作標本 

       (2)、實驗的照片 

  

泡增艷漂白水的情形 剛泡漂白水的情況 

  

泡漂白水一小時後的情形 泡漂白水二天後的情形 

種

類

時 
類 

時

種

時 
間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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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探討比較烘乾的方法 

           （一）、烘乾方法比較：               

  種名 

 

製作 

台灣扁鍬 1

公  

台灣深

山鍬形

蟲 

豔細身

赤鍬形

蟲 

台灣扁

鍬 2 公 

台灣扁

鍬 3 母 

鬼豔鍬

形蟲 1 

兩點赤

鍬形蟲 

鬼豔鍬

形蟲 2 

固定

狀態 

展足固定

法 

展足固

定法 

展足固

定法 

展足固

定法 

展翅固

定法 

展翅固

定法 

展足固

定法 

展足固

定法 

乾燥

發法 

戶外有太

陽光車內 2

天 

拿檯燈 

照15天 

拿檯燈 

照15天 

日光照

3 天 

拿檯燈 

照15天 

自然陰

乾30天 

拿檯燈 

照15天 

拿檯燈 

照15天 

是否

出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1、出油是指蟲體的內臟腐敗產生的結果 

              2、戶外有太陽光的車內，車內溫度為 45℃左右 

              3、拿檯燈照 15 天是斷斷續續的照射，並不是一直照射。  

  四、探析保存方法的優缺點 

     保存最好的是採用標本箱，因無標本箱所以採用自製標本箱，在標本箱裡面曾經放入大 

     家常用的樟腦丸，另外自己也放過痱子粉、乾燥劑以下就曾經採用防蟲方法及 DIY 標 

     本箱做優缺點的分析比較：            

      1、防蟲方法的優缺點：               

              結果 

方式 

優點 缺點 

樟腦丸 可以有效防蟲 味道過重，有蠶豆症者不能

接觸 

痱子粉 可以防臭，還可以防

螞蟻 

不能防蟲，久了就沒效了 

乾燥劑 可以防潮溼，防止黴

菌的孳生 

天氣潮濕的時候必頇常常更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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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IY 標本箱做優缺點的分析比較表：               

              結果 

方式 

優點 缺點 

紙箱

 

取得容易，而且可找

到較適合做為標本箱

的盒子，裁切方便，

高度及寬度較為配合

個人所需。 

無法清楚觀察，而且較為

不堅固，容易潮濕。 

鐵盒

 

堅固、對於脆弱的蟲

體包存更為安全。 

久了會生鏽，高度對於較

大型的蟲體是不適宜的。

欣賞時必頇掀開鐵盒蓋才

能看到。 

透明壓克力盒

 

前後左右觀察都方

便，攜帶方便，放展

翅標本非常適宜、因

為寬度夠。 

不小心重力壓到會產生裂

痕，尋找較費時。 

玻璃瓶

 

觀察容易，適合單隻

收藏及製作生態標本

DIY 非常適宜，因為

高度夠透明但必頇要

較大的瓶子才可擺

設。 

容易破碎，不能放很多

隻，所以標本多時會很佔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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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IY 鍬形蟲生態標本製作圖片  

              

 
 

鍬形蟲覓食照片〈翻拍自參考資料 2〉 鍬形蟲覓食時的生態標本 

  

鍬形蟲打鬥時的照片 鍬形蟲打鬥時的生態標本 

  

鍬形蟲交配照片〈翻拍自參考資料 2〉 鍬形蟲交配時的生態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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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 

    一、鍬形蟲製作的過程中要注意什麼？ 

     （一）、展足固定法 

          1、展足固定法製作要訣一定要先固定蟲體，使牠不易滑動，製作起來會較得心 

             應手。 

          2、固定六足時，應先從靠近頭部的腳往下依次固定，靠近蟲體的大腿往腳尖慢 

             慢固定。 

         3、製作時大顎及觸角，三對足都要左右對稱，這樣做出的標本才會漂亮。 

    （二）、展翅固定法       

         1、展翅製作法蟲體浸泡需較長時間鞘翅才能打開，否則必頇使用剛死掉的蟲體， 

           才能製作。 

         2、觸角及前兩對腳可先固定，尤其是中間那一對腳一定要先固定，如不先固定展 

           翅後就不易固定了。 

        3、翅膀固定一定要用透明膠片，才可以看清楚翅膀有沒有做好和是不是非常平順。 

        4、翅膀固定時要小心固定，以免把薄薄的翅膀給弄壞。 

       5、拆除塑膠薄片的珠針時，一定要往上抽離，否則一不小心就會功虧一簣把薄翅損 

          壞。 

    （三）珠針插法順序實驗討論 

          從實驗一  找出比較適當的珠針插法順序中從頭到尾做的比較快，從尾到頭做第 

          二快，而隨便插做的最慢。原因是從頭先插，下面便不會有阻擋，所以做起來更 

          順手。而從尾先插，做到上面時，下面先插的針，就會阻擋到感覺比較不順手。 

  二、採用何種溶液軟化消毒蟲體最適確？ 

      (一)、不同水溫浸泡蟲體實驗討論 

       1、根據實驗得知，水溫在 45-50℃是最快速軟化蟲體的溫度，製作標本時是最順暢的。 

       2、30℃左右的雖然浸泡蟲體費時，但製作標本時肢體順暢性佳可得心應手製作。 

       3、70-75℃的水溫讓有的腳肢節僵直，95-98℃的水溫讓大部分的腳肢節僵硬， 

          製作起來非常不易。 

       4、用熱水浸泡的比冷水浸泡六腳軟化比較快，但是會讓肢節僵硬不易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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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冷水浸泡製作的標本唯一的缺點是非常臭，而且泡越久越臭，所以製作展 

           足標本時不要泡太久，不然就要不斷的更換冷水，最好的方法是蟲體剛過 

           世就馬上製作是最恰當的，不管展足或是展翅都適用。 

 

     (二)不同酒精濃度浸泡蟲體實驗討論： 

1、浸泡蟲體最快速的順序依次為 75％的酒精、95％的酒精、50％的酒精、25％ 

            的酒精，最後則是純水。 

         2、浸泡蟲體不會臭的是 75％的酒精和 95％的酒精，50％的酒精浸泡蟲體微臭， 

     25％的酒精可聞到屍臭味，純水也很臭。 

         3、浸泡蟲體最完美的是 75％的酒精既快速又不會臭。 

 

    (三)、不同種類漂白水實驗討論 

         1、漂白水是最不適合用來消毒蟲體，因為如果為了要讓消毒徹底，浸泡久了 

             就會讓蟲體毀壞。 

         2、增艷漂白水消毒並不能讓蟲體的顏色更艷麗，反而讓台灣扁鍬的黑色鞘翅 

   變為紅褐色了。如果要忠於標本的原貌，此項消毒方法就不太適用了。 

  （四）、不同溶液達成功率 100％所耗的時間表 

          

 

             

根據上表可以知道最好的浸泡蟲體溶液是 75％酒精，既快速軟化蟲體又不會臭 

 

 三、怎樣的烘乾方法是最適當？ 

     （一）、最省時的烘乾方法是將標本放置在戶外有太陽光車內連續兩天標本即可定 

            型。 

     （二）、如果時間不趕就採用自然陰乾法，但必頇放在乾燥通風處。 

     （三）、展翅固定法建議烘乾時間要長一點，才能徹底的讓標本定型。 

溶液 純水 45-50℃ 酒精 75％ 增豔漂白水 

時間 50 分鐘 25 分鐘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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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採用台燈照射烘乾法是我最常使用的，因為在製作檯剛好有檯燈而且不用移動， 

         但我發現最快最環保的是放在戶外有太陽光的車內，而太陽光下車內的溫度大約  

         45℃左右。 

 

 四、標本保存方法各有何優缺點？ 

（一）、使用痱子粉，可以讓標本箱不會長螞蟻，又可達到除臭的效果，但是久了效果   

       就會失去，所以得定期更換痱子粉。 

（二）、使用樟腦丸是標本保存的選擇之一，但在標本箱中卻要在保麗龍中挖個小洞把它 

       藏起來較美觀。 

（三）、DIY 標本箱，製作各有優缺點，我最喜歡的是使用塑膠盒，因為透明度高，容 

       易觀察。 

 （四）、DIY 鍬形蟲生態標本製作時，必頇先研究牠的習性，才能做出生動漂亮的生態 

       標本。 

 五、實驗的困難與心得： 

（一）、蟲體得來比較不易，除了自己飼養的多隻鍬形蟲外，曾經到鍬形蟲常出現 

      的地方試圖尋找，但都徒勞無功。最後尋到五隻台灣扁鍬才能讓實驗順利 

      進行。 

（二）、做展翅的標本時，通常得泡很久的水，而且又很臭，加上鞘翅不易展開， 

       內翅展開要非常細心，所以製作起來非常的困難。 

    （三）、軟化消毒蟲體時拿家裡現成最易取得的酒精、漂白水、增艷漂白水做實驗， 

       而剛好有一樣的蟲體才能讓實驗的控制變因得以控制。 

柒、結論 

    一、消毒軟化蟲體方面，可製作展足標本的溶液，以 75％的酒精浸泡 25 分鐘是最快又 

        不會臭的最佳選擇。  

    二、展足標本製作方面，固定順序由頭到尾在平均 3 分 29 秒 36 就可以做好。 

    三、展翅標本，身體的胸腹交接處，必頇交叉固定，展翅的時候才比較好展翅，才能做 

       得更完美。 

Shari
矩形

Shari
打字機文字
捌

Shari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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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烘乾方面，在戶外曬太陽，雖然快速，但曬太久蟲體容易脆裂，而在室內使用檯燈 

        照，雖然做出來的蟲體比較不會脆裂，但是通常得照比較久，而且又浪費電，最環 

        保又快速的方法是戶外照太陽的密閉車內，車內溫度是 45℃左右。 

    五、保存最好的還是標本盒，但是取得不容易，而且又貴，所以一般家裡還是使用塑膠 

        盒加痱子粉的組合最為經濟實惠。如再放入乾燥劑，保存期限目前至少 1 年以上了。 

 

捌、未來的展望 

    一、除了鍬形蟲標本外，其他甲蟲類的標本製作分析研究探索，是否跟鍬形蟲有所不同？ 

        甲蟲家族很多，製作方法跟鍬形蟲標本的差異是什麼？可做為未來研究發展的方向。 

    二、生態標本製作分析比較及其注意事項。   

    三、找出保存最好標本製作方法的組合 

        如何讓辛辛苦苦製作的標本永久保存，裡面的防蟲方法是什麼，可作為以後努力的 

        方向。 

 

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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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賢治（2008 年）。世界上的鍬形蟲.獨角仙。台南市：大坤 

    李兩傳（2008 年）。發現自然系列_雞冠細身赤鍬形蟲。台北市：親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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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04 

1. 題材很好，立意甚佳，是近年少見的研究技術探討的

作品。 

2. 樣品數量及種類太少，未來宜增加作深入探討。 

3. 方法中的“成功率”要仔細考慮如何作客觀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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