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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介绍了欧美国家的中型兽类头部标本剥制技术，包括制作前的构思和记录、头部测量部位、

头部皮层剥制、皮张处理、头模的制作、安装义眼、制作假耳、头部模型和角的连接、披皮操作和整形等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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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兽类是世界上的珍稀动物资源，每年

都有数量可观的自然死亡，为了利用有限的自

然资源，最好把它们制作成标本，以供人们观

赏、教学或科学研究之用。

当得到头部皮毛完好的中型兽类动物的尸

体或皮张后，经严格消毒，即可将其制作成剥制

标本。笔者近期在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标本制

作专家 M<KK . 2 先生以及美国 UG3A81D V>:4A 大

学标本制作专家 ME3?D>G< W M 先生的指导下学

习和工作了一段时间，收获颇多。笔者认为，头

部处理是制作剥制标本的关键，现将头部处理

的具体操作介绍如下。

? 制作前准备

?@? 艺术构思 制作前，根据动物的自然生存

环境和习性，并结合它或同种动物的活体照片，

预先精巧构思，以符合其动态各异的剥制标本

姿态［(］。

?@A 记录身份信息 注明动物的种名、性别、

年龄、采集地点、采集时间、采集人、死亡原因和

动物编号等。

?@B 测量和记录动物头部各部位的准确数据

测量鼻尖到眼睛的长（,）、鼻尖到后头的长

（U）、头与颈连接处的周长（X）、后头与颈部连

接中点向颈部延伸约 (" OD 到下颚与颈部连接

处的周长（0）、鼻宽（J）、两眼角间距（Y）、两鼻

孔间距（6）（图 (）。

?@C 照相 将动物头部的眼睛、鼻子、鼻孔、嘴

!!!!!!!!!!!!!!!!!!!!!!!!!!!!!!!!!!!!!!!!!!!!!!!!!!!!!!!!!!

和嘴角分别照相或绘图，并记录相应尺寸。



图 ! 头部测量部位

"#$%! &’()*+’, -.)#/#.0 .1 2’(,

3 剥 皮

34! 无角兽类头部的剥皮方法 对于头部直

径与颈部直径相差不多的动物，可将其头部与

躯干截断之后，直接把皮从颈部翻过来，再从颈

项处向鼻端剥皮。

首先见到的是耳道，耳道在皮下部分呈管

状，并深入头部，这时只需用刀片紧贴头骨将耳

道切断。继续剥离即是眼球所在位置，在剥离

时注意刀片要紧贴头骨，刀锋要偏向眼窝，用手

扯起眼周围的皮与结缔组织，在间隔处切断即

可［!］。再继续剥离见到的是上下颌口腔部，当

预期制作的动物嘴部是张开的，则内唇皮留下

的长度以到达牙龈根部为宜；若是闭合的，则内

唇皮留下的长度以能够塞入唇部内模预留下的

缝隙为宜。在剥离时，要沿着内唇皮和牙龈之

间的连接处剥开。继续剥离见到的是鼻腔部，

一般要求在鼻前端软骨的 "#! 处切断，最后一

直剥到鼻尖处即可［$］。这样，头部的皮张就剥

离下来。

最后，将各部位皮上残留的肌肉、脂肪和结

缔组织等全部清理干净，剥皮工作基本完成。

对于少数头部尺寸明显大于颈部的动物，

将其头部与躯干截断之后，可在动物头顶部正

中向颈部剖开一条直线，长度以能够取出头部

骨骼为宜。之后相应的操作步骤同前。

343 有角类头部的剥皮方法 在颈项处，将动

物的头部与躯干截断，从颈项处向鼻端部剥皮

前先用刀片将两角基部在枕部毛皮上开口。使

两角剖口线向颈背中线倾斜，并会合在背中线

上。如果这样还不能取出头部骨骼，可以沿此

中线往下剖开一条直线，使剖口线成“%”形（图

!）［!］，剖口线的长度以能够取出头部骨骼为宜，

之后的相应操作步骤同 !&"。

图 3 有角动物头部剥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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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剥离头部皮张注意部位

3494! 眼皮 把眼皮里面多余的肌肉、脂肪和

结缔组织等去除干净并尽量剥离到眼皮的尽

头。其中，眼皮是由外眼皮（外面被毛的一层）

和内眼皮（里面光滑的一层）组成。在剥离时，

要把它们之间的组织一并去除，再切掉较长部

分的内眼皮，使其留下的长度刚好能保持动物

生前眼睛的形状。

34943 鼻子 将留下的鼻软骨的两个鼻管从

中间切开，形成独立的两根鼻管，用于下面制作

时，插入内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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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唇 嘴唇部位的内唇皮和外唇皮之

间有一层薄的肌肉，用刀割开并去除。不同种

类动物的嘴唇变化很大，在处理过程中注意保

留唇部胡须处的毛囊。

!"#"$ 耳朵 把耳根部位周围多余的肌肉和

结缔组织等尽量剥离。然后用手术刀柄将耳廓

内的软骨和皮一边分开，一边往外翻皮肤，一直

到耳廓的尖端。这时，耳廓软骨由皮内翻出。

预留下整个耳廓软骨和皮毛。

# 头模的制作

头模的制作材料有石膏、聚氨酯、环氧树脂

等，鉴于石膏更经济、更易于操作，这里介绍以

石膏为材料的制作方法。

#"% 翻模 根据现有的动物头部骨骼和肌肉

用石膏翻模。将剥皮后的动物头部骨骼和肌肉

取出，吻部向上，颈部平放在美术泥（工艺美术

品商店出售）上固定好，用毛刷在头颈部肌肉外

表面刷一层肥皂水做脱模剂，再取一段结实细

线，用水浸湿后，从动物的后颈中心点沿中线贴

着头骨向前一直摆放到前颈中点，绕骨一周（图

!："）。然后，将熟石膏粉徐徐加入盛淡盐水的

容器中（石膏粉与水的比例为 # $ #），同时轻轻

振动容器，赶出水中的气泡，调匀成石膏浆后，

迅速用一只手将石膏浆从动物嘴部最上端使其

自然流下（图 !：%），另一只手将流到桌面的石

膏向上均匀地涂抹在颈部、腮部、后头部等部

位，如此反复多次，动物头部的骨骼和肌肉即被

石膏均匀覆盖（石膏厚度一般为 # & ’ ()，可根

据动物头部大小和石膏的硬度酌情处理），这时

马上用事先放入的细线将未干的石膏外模从中

间分为两半，以便待石膏外模较硬时可以顺利

取下。将已较干燥的两半石膏外模拼好，用铁

丝绑紧，倒置后，固定好，用毛刷在石膏外模的

里面刷一层肥皂水做脱模剂，再用上述方法调

匀石膏浆（可加入麻刀等增加强度，并在角的基

部加入木头，以便与角连接），徐缓加入石膏外

模中，使其完全覆盖石膏外模内壁，待干后，取

出即可。

图 # 头部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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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膏内模的制作 根据现有的动物头部

骨骼用美术泥塑型，再用石膏翻模用美术泥塑

出动物头部原有的肌肉形状（图 *），之后用 !+#
方法翻制石膏内模。

动物头部的内模制作或取得后，还需用刀

进一步雕刻出眼框、鼻骨、唇基和耳根窝的形状

和大小，要以能够准确镶嵌对应五官为宜。

$ 材料连接

将石膏内模与预先准备好的木板等底座材

料固定（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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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头部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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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头部内模和底座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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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义眼

取一对与动物生前瞳孔和眼白的形状及颜

色相近，且略大于眼睑的义眼，安放在已雕刻好

的动物头部内模眼眶内（图 !："），并用美术泥

固定，加以调整。

根据动物生前的姿态、神情，用手调整义眼

瞳孔的方向和倾斜角度，确保两只眼睛的神态

一致，这时最好能够比对同种活体动物眼睛的

照片或图片来完成。

用尺规卡在鼻尖和两只动物义眼的内眼

角，用手调整义眼的位置至等距。

图 8 安装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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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水平仪平放在两眼之间，调整两只义眼

瞳孔的位置，使其水平；再用水平仪相继紧贴在

动物头部内模脸颊至义眼部位（图 !：#），使两

只义眼向外突出眼眶的高度相同。至此，就完

成了安装义眼的工作。待美术泥较干后，即可

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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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披皮

按照相应的部位将皮试披在已装好义眼的

内模上。察看内模各个部位是否与皮相符合，

如果不符则可用刀或美术泥继续调整，直至符

合。

" 制作假耳

先将耳朵内翻过来，再次检查耳廓是否剥

离到位、是否有破损，如完好，则翻回内耳待用。

调好适量填充物（可用汽车原子灰加入塑料纤

维再加入少量原子灰固化剂即可）（图 !："），将

其一分为二分别填入两耳内耳软骨和皮之间，

然后，根据动物耳朵的自然形状迅速用手塑型

（图 !：#），完成后，待干即可使用。

# 披 皮

首先将皮的里面均匀涂上一层硼酸等作为

防腐剂，然后再披皮。

图 " 制作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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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角类头部的披皮方法 一般动物的角

是与头骨连在一起保留的，取出后，比对动物头

部，将其与头部内模相应部位用木螺丝连接好

（图 $），连接部位可用美术泥涂平，再将头顶两

角根部周围的皮用缝皮线穿起，使其穿过两角

披在头部内模上，从两端向一点拉紧两角根部

周围的缝皮线，并系在一起。之后，用刷子在头

部内模上涂上一层白乳胶，再将皮上五官等各

个部位披在头部内模的相应位置，并仔细调整。

先按动物的神态即眼睛睁开的大小和形状将眼

睑披在已装好的义眼上，再用固定针（自行制

作）（图 %）将内眼皮塞入外眼皮和义眼之间，调

整好形状后，用固定针分别固定在内眼角和外

眼角处，防止眼睛变形。之后，将皮上预留下的

鼻软骨的两根鼻管分别插到头部内模相应位

置，用手调整出动物鼻子的生前形状，再用手术

刀柄将内鼻孔撑开至原来形状，塞入宣纸或棉

球以支撑鼻孔形状，避免变形。嘴部处理时，要

从唇部中点向两侧嘴角处，把预留下的内唇皮

逐一塞入头部内模相应位置，使上下两片嘴唇

的内唇皮及外唇皮交界线在上唇的最下端和下

唇的最上端，要饱满、平整，用固定针分别固定

在嘴角和唇部中点。耳部调整时，根据此种动

物生前自然竖起的角度，把皮上已预先制作的

耳朵完全插入到头部内模的相应位置，并用铁

丝从外面耳孔将其固定到内模上。放在阴凉处

晾干后，拔出铁丝即可。至此，披皮工作结束。

图 # 头部模型和角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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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固定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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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角类头部的披皮方法 用刷子在头部

内模上涂上一层白乳胶，将皮直接披在动物头

部内模的相应位置上，仔细调整五官的皮，方法

同 !"#。

! 缝 合

中大型兽类头部的缝合要先从头部的上端

向下缝合。注意要使缝合处平整、均匀，不要外

露缝合线。

/0 整 形

用专用的铁梳子逆毛梳理，将乱毛梳通，并

梳出毛内杂物。然后，用吹风机将毛吹至较干，

再顺毛梳理。这样反复多次后，放在阴凉处待

干即可。

对于眼睛、鼻子和嘴部等颜色较差、易于干

裂的部位可以按动物原色，用漆加以修饰。至

此，中 型 兽 类 头 部 标 本 的 剥 制 基 本 完 成（图

#$）。

图 /0 制作完成的头部标本

"#$%/0 1233’++425 6’7( 8925(

参 考 文 献

［#］ 肖方 % 野生动植物标本制作 % 北京：科学出版社，#&&&，

##’%
［’］ 谢决明，刘春田 % 鸟兽毛皮标本制作技术 % 台湾：国立凤

凰谷鸟园，’$$#，##( ) ##! %
［*］ +,-./00102 3，+455 6% 780 3204/982,-:8 ;4<<45 74=>?02<@

;4A-45 %;,A2,0，BC：3% D-E5>F49>,A.，GAF%，#&&$，’# ) H’%

·$!· 动物学杂志 !"#$%&% ’()*$+, (- .((,(/0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