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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蕨类植物腊叶标本叶表皮的制片方法

相比，改进后的方法的优点如下：
1）不消耗任何药品，对环境污染小，且节约资

金，适合于学校采用。
2）不 用 化 学 试 剂 离 析 叶 片，取 而 代 之 用 水 煮

法 软 化 叶 片 ，作 用 温 和 ，操 作 简 单 ，节 省 时 间 ，适

合 于 学 生 亲 自 动 手 操 作。只 要 通 过 对 照 实 验 摸 索

出 适 宜 的 水 煮 时 间，就 可 以 较 好 的 将 叶 肉 组 织 和

表皮刮离。
3）在掌握了适当的刮去力度后，可以快速、完

全、准确地刮去非取材部分，而留下所需完整而干

净的叶片上、下表皮，避免了直接撕取或刮取所需

表皮的尴尬。

4）更 适 合 于 叶 片 较 大、叶 肉 较 厚 的 蕨 类 植 物

叶 表 皮 制 片，同 时 也 可 以 为 其 他 类 群 植 物 的 叶 表

皮制片提供思路。
笔 者 利 用 上 述 方 法 对 蹄 盖 蕨 科、鳞 毛 蕨 科 和

裸子蕨科共 16 种植物进行了叶表皮的制片，都获

得了较好的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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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标本是从事生物分类及区系、形态解剖、
系 统 进 化 乃 至 整 个 生 物 学 研 究 的 基 础 材 料，在 科

学 研 究 中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更 是 物 种 多 样 性

的 具 体 体 现。人 类 社 会 的 发 展 和 经 济 活 动 的 日 益

频 繁 导 致 大 量 物 种 加 速 灭 绝，将 物 种 以 标 本 的 形

式保存下来，对于研究生物发展历史有重要意义。
通 过 对 标 本 的 系 统 研 究，提 供 珍 稀 和 濒 危 生 物 的

历 史 和 现 状 资 料，为 物 种 多 样 性 保 护 及 制 定 濒 危

物种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生物标本馆还

具 有 生 物 物 种 基 因 库 的 功 能，保 藏 了 一 个 物 种 的

标本，就意味着保存了一个物种的基因，也就是保

存了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生 物 标 本 馆 不 仅 可 以 贮 藏 珍 贵 的 生 物 标 本，

还能成为实施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

生物标本来之不易,它们的贮藏更是百年大计，
应慎重且科学的对待。 生物标本馆是科学贮藏生物

标本的最佳场所，随着科技步伐的迈进和科研水平

的不断提高，生物标本的需求量也愈发增加，为了

更科学、更完善地保存这些珍贵的生物标本，必须

努力建设一批高质量、便于大量标本长期有效贮藏

的先进标本馆。 生物标本馆作为贮藏生物标本的专

门建筑，必须要经过精心规划和有明确的目的，其

建筑特点以及室内工艺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要求。
1 生物标本馆建筑地点的选择

选择生物标本馆的建筑地点时应仔细分 析 周

边 环 境，生 物 标 本 馆 不 应 建 在 人 类 社 会 活 动 的 中

心区域，避免太靠近主干道路、车站、铁路、机场和

重 工 业 区 等 地 区。 因 为 这 些 地 区 会 产 生 较 多 的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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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 和 气 体 污 染 物，而 且 持 续 的 巨 大 噪 音 产 生 的 颤

动也不利于标本的保存。
气 候 是 影 响 标 本 馆 选 址 的 重 要 因 素，应 充 分

参 考 当 地 的 气 候 特 点，比 如 生 物 标 本 馆 应 建 在 当

地河道的水平面以上，在潮湿的沿海地区，标本馆

应 建 在 高 于 海 平 面 以 上 位 置，这 样 既 能 避 免 很 高

的相对湿度，也能尽量避免特大洪水的袭击。
另外还要考虑地质问题，坚固的地基是任何一

个建筑物的基础。 建立专门的植物标本馆时可以考

虑尽量靠近或直接建在植物物种多样性较高区域，
比如建在植物园里，还便于与活植物联系在一起进

行 研 究 等。 但 这 又 必 须 考 虑 到 生 物 害 虫 的 防 治 问

题，应防止一定范围内的生物害虫可能威胁到生物

标本。
2 生物标本馆的内部设计

2.1 地 面 标 本 馆 的 地 面 应 易 于 清 扫 和 保 持 清

洁，又不能太光滑。地板要能承受巨大的重荷且不

能 有 裂 缝，裂 缝 和 间 隙 将 可 能 引 发 蚂 蚁 等 昆 虫 的

侵 害，建 议 使 用 较 大 且 不 容 易 分 解 和 腐 烂 的 惰 性

材料地板。避免安放松弛的楼板覆盖物，如地毯和

漆布等，因为害虫可能会在其底下做窝。铺得很好

的 瓷 砖 或 木 块 较 为 合 适。不 应 该 使 用 会 吸 引 蠹 虫

和地毯虫的毛质地毯以及产生污染气体的聚氯乙

烯类楼面涂料。建议用易于清扫的，防滑的地表覆

盖物，抗摔，防静电，避免易导致相对湿度降低。
2.2 贮藏区 标本馆内的贮藏空间要得到充分利

用，装 有 盒 子 的 橱 柜 或 架 子 可 安 装 成 可 移 动 的 贮

藏柜架。一大批柜子或架子安放在滑行装置上，使

所有的地面面积都能利用起来。 这些柜子或架子

可以紧贴地挤在一起，或在需要的地方分开，所以

在每一组柜架中都至少有一个开放的间隙能进去

取放标本。 这些柜架可以通过手动或机动来移行。
标 本 柜 最 好 要 有 比 标 本 馆 台 纸 长 2 cm 和 稍

宽 一 些 的 层 架，每 层 大 约 15 cm 高。 橱 门 应 很 紧

密，并 粘 贴 有 防 尘 条，如 橡 胶 或 棉 绒（或 天 鹅 绒），
但不用毛毡，因其会受到蠹虫或地毯虫的侵袭。有

些标本柜在橱门内侧设计安放一个槽缝来放置驱

虫剂或杀虫物质。
建立新标本馆时，要充分考虑将来的扩展，在

开 始 时 就 多 留 一 些 空 间，储 存 空 间 必 须 足 够 大 且

需要能按现有的标本增长速度满足 10 年。
2.3 基本配套设施 除标本馆本身外，还应在独

立建造的房屋或标本馆楼里隔开的独立房间设置

一些进行生物标本处理的基本配套设施：
2.3.1 标 本 接 收 与 净 化 设 备 接 收 标 本 的 区 域

最 好 安 排 在 标 本 馆 内 完 全 隔 离 的 房 间 里，这 些 地

方应有充分的空间来检查和处理标本害虫而对标

本馆不造成危险。要多设置一些接收标本的层架，
环 境 条 件 要 尽 可 能 与 主 标 本 馆 一 致。必 须 有 放 置

净化器具的地方，在使用化学方法的情况下，特殊

的通风设备也很有必要。
2.3.2 杀 毒 房 标 本 也 还 可 能 要 进 行 毒 杀 处 理

来 防 止 有 害 生 物 的 进 一 步 侵 害。这 道 工 序 要 在 分

隔 的 房 间 内 进 行，这 个 房 间 要 能 单 独 与 外 部 直 接

通风，而不是通过可能安装的空调机设备通风。
2.3.3 干 燥 设 备 干 燥 器 可 以 是 特 别 设 计 的 电

烘 箱 （或 干 燥 橱 ），或 只 是 放 在 一 安 全 热 源 上 （如

电 灯 泡 ）的 简 单 盒 式 结 构 ，原 理 与 野 外 干 燥 器 一

样。电干燥箱应由合格的电工（或是熟悉楼内布线

的 工 程 师）来 安 装，并 配 有 恒 温 控 制 器，最 好 保 持

在 50℃左 右。 安 装 循 环 和 抽 风 电 扇，并 设 有 使 潮

湿 空 气 流 向 楼 外 的 通 道（或 烟 囱）。 干 燥 箱 内 的 隔

层应由金属网制成，并能变换位置。压制和干燥植

物 标 本 的 设 备 通 常 也 很 需 要，最 好 有 一 独 立 的 房

间 安 放 干 燥 器 和 工 作 台 面 来 准 备 标 本 和 调 换 压

板，以及放置干纸张的架子等。
2.3.4 标本装订室和隔离液浸（湿）标本室

3 生物标本馆内的主要环境条件

生物标本的长时间保存关键在于维持标本馆

长期使用时很低且经济的能源消耗以及标本馆内

稳定适宜的环境条件：
3.1 相 对 湿 度 相 对 湿 度 是 指 空 气 中 实 际 所 含

水蒸汽密度和同温度下饱和水蒸汽密度的百分比

值。相 对 湿 度 处 于 相 对 动 态 平 衡 的 环 境 条 件 更 有

利 于 生 物 标 本 的 保 存。不 同 的 相 对 湿 度 对 生 物 标

本 有 着 不 同 的 影 响，相 对 湿 度 较 高 会 导 致 标 本 从

空 气 中 吸 收 水 分 过 多 而 膨 胀，还 能 增 强 细 菌 等 微

生 物 的 生 物 学 活 性、加 速 化 学 反 应 的 时 间 和 生 物

腐蚀作用的进程、增强特异化学反应（如固定昆虫

标 本 时 常 用 的 大 头 针 等），使 标 本 受 到 损 坏；相 对

湿 度 较 低 会 使 标 本 内 的 水 分 迅 速 挥 发 到 空 气 中 ，
导 致 标 本 极 度 干 燥 和 收 缩 甚 至 变 脆，特 别 是 当 相

对湿度经常或激烈的波动时更加速了标本的膨胀

和 收 缩，在 移 动 标 本 时 标 本 的 腿 或 触 角 可 能 会 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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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而 标 本 柜 连 接 处 的 粘 合 剂 在 低 湿 度 下 变 干 燥

出现空隙，使标本易受灰尘和有害物的侵袭。
相对湿度控制在 40％～50%时最佳，这对提 高

工 作 人 员 的 效 率 也 很 理 想，低 湿 还 可 以 减 少 菌 物

侵 染 和 害 虫 侵 入 并 建 立 群 落 的 危 险。在 潮 湿 的 热

带地区，可以安装去湿机来减少湿度，另外把标本

馆设在楼房较高的楼层里也有助于降低湿度。
3.2 温 度 标 本 馆 一 般 都 控 制 在 一 定 的 温 度 范

围，有 工 作 人 员 在 内 的 标 本 馆 的 温 度 范 围 应 在 适

宜 工 作 的 18～20℃，但 是 较 低 的 温 度 更 有 利 于 标

本 的 贮 藏，没 有 工 作 人 员 在 内 工 作 的 标 本 馆 内 应

保 持 13～15℃，可 以 选 择 安 装 中 心 加 热 和 空 调 设

备 来 进 行 温 度 控 制。总 的 来 说 高 温 和 低 相 对 湿 度

环境条件下标本遭受的损害最大。
3.3 空 气 质 量 生 物 标 本 馆 内 的 空 气 污 染 物 是

最 难 以 有 效 控 制 的，其 又 分 为 气 体 污 染 物 和 微 粒

污染物，气体污染物主要是 SO2、NO、NO2、HNO3 等

标 本 馆 空 气 中 经 常 存 在 的 酸 性 污 染 气 体，它 们 可

以改变标本的一些化学成分，导致骨骼表面弱化，
它们对生物标本都有着较大的损害作用。

空气中的尘埃是生物标本馆内的主要微粒污

染 物，它 们 聚 集 形 成 尘 垢，吸 收 湿 气，能 催 化 降 解

反应，损害标本的表面，也能作为培养基促进霉菌

和细菌的生长。
另外标本馆内应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以保证

空 气 的 充 分 流 动，适 当 的 通 风 还 能 阻 止 潮 气 的 发

生，但要避免防治害虫的药剂大量流失，进入标本

馆内的空气应经过限制和过滤以防止湿气与灰尘

进 入 标 本 馆 内。 良 好 的 通 风 能 使 工 作 人 员 感 觉 舒

适，而空气缺乏流通则有害健康。 在标本馆房间内

的 空 气 含 有 高 浓 度 杀 虫、杀 菌 或 驱 虫 气 体 的 情 况

下，工作人员应在隔开的房屋里工作。 如果工作人

员要较长时间接触易挥发的液浸标本，那么最好能

安装通风橱。
3.4 光线 标本馆内要避免阳光直射。可在适当

位置安装一些附加的荧光灯，最大限度地减少馆内

阴影的地方。尽量使用非石英的卤素白炽灯或带紫

外滤光器的荧光灯，可以使用滤光器、低功率灯泡

或 调 光 器 等，使 光 的 强 度 控 制 在 不 超 过 200 lx 或

20 food candles。 光线强弱还可通过建立百叶窗和

使用紫外线吸收剂来控制，墙和天花板采用含钛氧

化物的涂料，能吸收周围环境或人造光源发射的紫

外线。过量的可见光和破坏性很强且又不被人眼发

觉的紫外光能损害标本内部结构，特别是影响标本

制 作 和 保 存 过 程 中 的 色 素，使 其 改 变 表 色 甚 至 褪

色，甚至损坏标本的纤维素和蛋白质结构。
4 标本馆的潜在危险

4.1 火 灾 在 标 本 馆 内 必 须 加 强 严 密 的 防 火 措

施 ：①禁 止 抽 烟 和 使 用 暴 露 的 火 苗 ；②所 有 的 房

间、走廊或楼梯间都必须采用适当的防火门隔开；
③消防设施配套。
4.2 害虫 害虫是标本的主要威胁源。为了防止

害 虫 的 侵 入，标 本 馆 的 窗 户 和 通 向 外 部 的 门 口 应

安 装 防 虫 纱 窗 和 纱 门。 在 安 装 固 定 的 家 具 时 应 避

免 在 其 中 形 成 害 虫 可 能 生 存 的“死 角”，要 紧 贴 地

面、天花板和角落安装以防止害虫滋生，定期对标

本 馆 进 行 害 虫 检 查 活 动。在 标 本 馆 外 部 设 置 一 些

物理障碍，确保没有树枝悬垂在标本馆上。在热带

环 境 条 件 下，蚂 蚁 和 白 蚁 危 害 的 防 治 是 一 个 很 严

重的问题，可以考虑在标本馆周围建立水槽，作为

防范蚂蚁侵害的外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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