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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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前准备% "+剥离皮肤%

%+支撑架制作与放置% &+缝合% 0+配制填充材料% B+填充% C+装义眼与整理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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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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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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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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B# >3#
标本制作方法!现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材料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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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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线’义眼’粘土’珍珠棉’塑料薄片’丙烯颜
料’清漆等&
;=><工具!解剖刀’骨钳’手钳’竹签’漏斗’发
卡’固定架’水盆’针等&

><步骤

>=;<制作前的准备!选择好目标鱼类!进行科
学鉴定后!用普通数码相机对其不开口的一侧
进行拍照!以备制作后期上色时参考&

将选择好的鱼放入浸制液中浸泡!浸泡时间
根据鱼的大小和种类而定!一般以 %# 35: 至 " ;
为宜& 浸制液为水’明矾’盐以质量比 $## o$# o"#
的比例配成混合溶液& 浸泡的目的是使鱼的皮肤
收缩!并增加其强度!利于鱼皮的剥离&
>=><剥离皮肤!在鱼体的右侧自鳃盖后侧沿
侧线或体中线用解剖刀开口至尾部!并向两侧
剥离!在近尾柄处用骨钳剪断脊椎骨!一般留
$ (" 节脊椎骨"图 $I#!然后用解剖刀自后向
前剥离皮肤& 剥离时!应保留少量肌肉在皮肤
上!以保证皮肤的韧性& 剥制至鱼鳍处时!小心
处理鱼鳍处的支鳍骨!要留少部分的骨骼与肌
肉"图 $N#!防止鱼鳍脱落& 最后剪断前部的椎
骨!保留 #E0 >3左右的脊椎骨"图 $,#& 然后
小心去除皮肤内部多余的肌肉& 剥制完鱼的躯
干部位后!取出头部的鳃’舌’眼睛!然后用棉签
辅助从枕骨大孔取出脑组织!但不要破坏头骨&
因小型鱼类头部的肌肉相对较少!浸制液就可
起到防腐的效果!因此头部的肌肉和鳃盖膜就
不用处理!直接保留即可& 剥离完毕后!把剥好
的鱼皮放入原浸制溶液中继续浸泡约 $ ; 后!
取出用清水冲洗 % (& 次!直至干净&
>=?<支撑架的制作与放置!根据鱼体大小选
择合适粗细的铁丝制作支架!具体步骤为$在铁
丝的合适部位弯出两个椭圆形圆环!将铁丝拧
成麻花状!根据形态要求选择固定位置!使铁丝
成丁字形"图 "#& 两椭圆形圆环之间的距离应
略小于鳃盖后缘至尾部的距离!丁字形另一侧
的长度根据固定的需要适度掌握& 将制作好的
支撑架放入剥好的鱼皮内部!固定点穿过腹部
的侧面开口处或臀部肛门处&

图 ;<剥离后的鱼体的不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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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尾部%N+背鳍%,+头部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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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合!把放入支撑架的鱼皮平放于工作
台上!用细线把侧面的开口完全缝合& 缝合采
用一般的缝衣针即可!所用的细线要求结实无
弹性!颜色一般为白色&
>=R<填充材料的配制!小型鱼类标本的填充
材料一般选择锯末& 将锯末过筛后!用高温消毒
的方法对其进行消毒和杀虫!加入适量的樟脑和
杀虫剂!混匀后即可用来充当鱼类标本的填充材
料& 杀虫剂一般可以选择毒性相对较低的敌百
虫& 填充材料也可在标本制作之前配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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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铁丝制作的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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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填充!把缝制好的标本通过穿出鱼体的铁
丝固定在固定架上!头部朝上且整个鱼体与地面
垂直!把混合后锯末用漏斗通过口部进行填充&
填充时可用头部圆润的竹签向下捣锯末!以使锯
末能顺利的漏下& 填到一定量后!取出漏斗!用
竹签向下轻捣!使填充物充满尾部!使尾部丰满
起来!和未剥制之前的鱼体基本相似& 然后依次
向鱼体的前部填充!直至填充到咽部的后端!使
整个鱼的身体基本饱满& 填充完毕后!在咽部填
!!

入珍珠棉水果网套!防止填充物漏出&
>=Y<安装义眼和整理姿态!先装义眼!装义眼
时先在眼眶中填入一定量的粘土!然后放上义
眼!用竹签进行整形& 胶泥或粘土有一定的粘
性!可固定义眼!不需要再加黏胶固定义眼!这
样有利于眼部整形& 义眼装好后根据形态要求
处理头部!如果需要口和鳃盖张开则用珍珠棉
塞入口中!形成需要的姿态!标本干后取出珍珠
棉%口和鳃盖闭合则用线把鳃盖膜和身体连接
部位缝上几针!标本干后拆除缝合线即可& 通
过弯曲鱼体实现不同姿态的需求!在弯曲时要
小心!防止支架穿破鱼体& 用普通发卡夹住鱼
鳍!可使鱼鳍平整!并使鱼鳍达到不同的展开程
度!使形态更加自然!待标本完全干后取下发
卡& 鱼鳍有小的破损时!可用无色玻璃胶进行
修补& 根据不同的姿态要求!用手把鱼鳍展开
到需要的程度!然后用发卡夹住固定& 用发卡
夹住鱼鳍时!可在鱼鳍两侧放置薄塑料片!这样
可以使鱼鳍平整!并保证鱼鳍完好& 胸鳍与腹
鳍一般与鱼体呈 %#c(&0c的角度!背鳍’臀鳍
!!

图 ?<新方法制作的鱼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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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尾鳍一般和头尾轴平行即可&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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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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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D!卢猛等
"#$$!马金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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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