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 粉 昆 虫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吴燕如

提到 昆虫
,

人们 自然会想到

那 些危害农作物
、

森林
、

果

树
、

牧草等的害虫
。

但是
夕

在为

数众多的昆虫 中
,

对人类有益的

昆虫也很多
。

例如寄生或捕食

害虫的天敌昆虫 以寄生蜂类为

主  轻工 业用的 昆虫
,

如紫胶

虫
、

五倍子
、

白蜡虫等  药用昆

虫如冬虫夏草
、

蝉蜕
、

蜂房等  

食用 昆虫如蚕蛹
、

蝗虫
、

蝉类

等  观赏昆虫如各种蝶类
、

一些

甲虫等  还有为植物传粉的传粉

昆虫
。

上述各类均属资源昆虫
,

其中绝大多数是益虫
,

是我们应

保护的昆虫
。

开花的植物分为自花授粉及

异花授粉两种 类型
。

异花授粉

需要外力 风
、

水
、

昆虫 为其传

播花粉
,

因为异花授粉植物中有

些花 的雌雄蕊不等长
,

有些雌雄

蕊不同时成熟
,

有些雌雄异花或

异株
,

有些 自花不孕等
。

其中绝

大多数需要昆虫传粉 即虫媒

花 , 即昆虫将成熟的花粉自一朵

花传到另一些花朵
,

使植物的雌

蕊有受精的机会
。

而柱头上花

粉量的多少
,

还能直接影响种子

或果 实的质量
。

昆虫 不仅为大

量花朵传播花粉
,

而且还为每朵

花带来大量的花粉粒
。

传粉昆虫种类很多
,

包括双

翅 目的食蚜蝇类及其它蝇类
,

鳞

翅 目的蝶类及蛾类
,

鞘翅目的各

类访 花的甲虫和膜翅 目的蜂 类

及蜜蜂 类
。

其 中除蜜蜂类及一

些 为特定植物传粉的昆史具有

特殊的传粉形态构造外
,

一般的
!

∀ #
。

昆虫 只是 由身体上的毛枯上花

粉粒从而传播花粉
,

事实上它们

访花仅是为自身生存一一吸食

花蜜
,

没有特殊 的传粉 形态构

造
,

口器也没有明显变化
,

而且
,

其中有些幼期是害虫
。

因此
,

这

些昆虫传粉作用远不如蜜蜂
。

蜜蜂类是植物最好的
“

月

下 老人
” 。

全 世 界已知 约∃ 万

种
,

我国已 知的约 % & && 种
,

它们

在自然界中默默无闻地 为众多

开花植物传粉
。

蜜蜂在与植物

长期协同进化过程 中具备 了较

其它传粉昆虫更优越 的特点
。

首先
,

蜜蜂 为了哺育大量后代
,

需要终 日不停地采集大量花粉

和花蜜
,

而且需要将花粉及花蜜

携带回巢
,

因此蜜蜂身体的一些

形态结构出现 了便于传粉
、

携

带花粉及吸 取和贮存花蜜的特

征
。

例如蜜蜂属
、

熊蜂属
、

无

刺蜂属等种类的后足上
,

有由各

种硬毛及软毛组成的花粉篮 切

叶蜂科雌性腹部腹面有呈排的

毛刷 , 其它一些 蜜蜂在后足转

节
、

腿节
、

胫节上有由简单的

或分枝的毛组成的毛刷  此外
,

各种蜜蜂 除寄生者外 体表均

生长着较浓密的毛等等
,

使它们

能携带大量花粉
。

蜜蜂的 口器

属于嚼吸式
,

其上颗可咀嚼花

粉
,

下颗及下唇的各部分延长形

成唇舌用以吸取花蜜 各类群长

度不一
。

吸取的花蜜贮存于胃

中
,
回巢后吐出或与花粉蜜混合

成为
“

蜂粮
” ,

以备幼虫取食
。

此外
,

不少蜜蜂在与植物协同进

化中
,

与植物开花季节
、

每天开

花时间及最佳授粉生理时间相

吻合
。

以上的特点就是蜜蜂作

为
“

月下老人
”
的优点

。

蜜蜂类昆虫中我们最熟悉

的是西方蜜蜂 意蜂卜它们群体

大
,

个体多
,

易于饲养及管理
,

并且可以根据传粉的需要搬运

或运输
。

它们还提供给人们大

量蜂蜜
、

蜂王浆
、

蜂蜡
、

蜂胶

等滋补及精细化工原料
,

因此它

是传粉蜜蜂中最广泛应用的种

类
。

东方蜜蜂 中蜂
,

分布于亚

洲 是亚 洲亚热带及热带地区重

要的传粉蜜蜂
。

此外
,

大量野生

蜜蜂在自然 界的传粉作用绝不

亚于上述两种蜜蜂
,

而且某些植

物花的形态构造特殊
,

要求特定

种 类的野生蜜蜂传粉
,

野生蜜

蜂起到人工饲养蜜蜂起不到的

作用
。

一
!

些发达国家已把蜜蜂传

粉列 为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
。

欧洲一些 国家
、

前苏联及 美国

等
,

利用野生首猎切叶蜂提高首

猎种籽 产量效果极为显著
。

近

年来
,
利用蜜蜂

、

熊蜂为温室作

物 黄瓜
、

草苟
、

蕃茄等 传粉

也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

我们

蜜蜂腹部



蛇 类标 本 的 剥 制 方 法

北 京 动 物 园 肖 方

材料的选择
∋ %

!

蛇要新鲜
,

因蛇是冷血动

物
,

死 后更 易腐败 ∃
!

没有外伤  ,
!

最好选用刚

脱过皮的蛇  (
!

为了安全 最好选用无毒蛇
。

剥皮前
,

要观察蛇的行为
,

记住蛇各部位的

形态
。

如头
、

预
、

胸
、

腹
、

尾
、

背侧
、

腹侧的

形态
,

对于大蛇及蟒还要记住各部位长和围的

尺寸
,

这些都是剥制蛇标本不可缺少的依据
。

蛇的处死方法
∋

可 将蛇置 于麻醉药 乙醚

等》中熏死
,

也可 从蛇的 口腔向蛇体注入敌敌

畏将其毒死
,

还可 用烟袋油抹在蛇的 口 腔 内使

其死亡
。

剥制过程
∋

从腹面 中间纵 向将腹皮剪开
,

开

口 的长度 为)。一 , ∗ 厘米
,

蟒可 酌情增大
。

从开

口 两侧分别向背部剥离
,

使开 口 这段肉体完全

与皮分离
,

随后再 向前或向后进行 剥离
。

剥到

头骨基部时将推体 剪断
,

让头骨与皮保持连

接
,

并保 留头骨
。

剥到尾部时
,

若感觉剥离困

难
,

可用一手捏住皮
,

另一 手拽住蛇体
,
两手向

相反的方向用力拉
,

即可将剩余的尾椎体取下
,

或另开一 口达到分离尾椎的目的
。

对于较大的

蛇及蟒
,

可将躯干体剪断
,

再向两端剥离
。

头部

的肌肉及残存在皮上的软组织要清除干净
。

防腐固定
∋

有以下几 种方法
∋ 〔) 将蛇皮浸

泡在食盐明矾液中∃ 一 , 天
,

蟒需+ 天
。

∃ ,直接

涂 刷砒 霜膏
。

助 在 皮 内放入 樟脑 粉
、

硼 酸

粉
、

烧明矾粉的混合剂
。

( 在皮内放入樟脑

粉
、

硼 酸粉
、

“ − − − ”

粉的单一 成份的粉剂也

能起到一 定的作用
。

假体的制做
∋

选用一根粗细 适宜与蛇体长

度相等的铅 丝做假体芯
。

在铅丝上缠绑一 些

脱脂棉
,

再绑棉花
。

假体的相细应为蛇体围的三分

之一 至 二分之一 即可
。

装制
 

假体做好 后
,

装入皮内
,

先装头

段
,

后装尾段
,

以后分别在尾
、

腹
、

胸处的

假体上
,

卷拧一根细铅 丝
,

并伸出蛇体腹面一

定长度
,

起固定标本的作用
。

细铅 丝与假体

成垂直关系
。

而后
,

向蛇体 内填注纸浆或锯

沫或石蜡等软性材料
,

把蛇体填充好
,

并缝合

开 口
。

若没有合适的材料
,

用泥
、

石灰
、

石

膏也可
。

此外
,

还可把很体缠得粗 一 些与蛇

体围接近
,

最后再用棉花填充不足的地方
,

但

这种方法不 易做弯曲形态
。

固定和整形
∋

最后把标本按照 自己设想

的姿态固定于 台板或树枝上
。

在台板上的

蛇标本
, 一 般可做成头颈 稍抬起

,

躯体多处弯

曲的姿态  在树上的蛇标本应自然地缠绕
,

而头颈部位也要适当抬起
。

腹部的缝合线和

固定用的铅丝
,

都应尽量遮蔽起来
。

在形态

大体定型后
,

用手指反复顺抨蛇体
, ,

使各部位

的蛇皮舒展
,

丰满
,

合于 自然
。

一 般蛇的颈部

要比胸
、

腹处稍扁
少

稍细 一 些
。

关于具体形

态
,

各种蛇之间都有一 定的差异
,

应在制做前

留心观察
。

形态整好后装义眼
。

在蛇的表皮

上涂刷一 层清漆
,

起保护作用
。

最后把做好

的标本放在 通风处
,

使其尽量快干
,

以防填入

的潮湿材料把蛇皮沤糟
。

为使标本快干
,

可

借助风扇
,

加快空气 的对流
,

但不能把标本

放在露天的太阳地里 晒
,

这样就会使标本报

废
。

近年 来已 利用蜜蜂为 白菜
、

甘
蓝

、

花椰菜广萝 卜制种
,

果树

苹果
、

桃
、

梨》及瓜类 西瓜 增

产
,

一些南方产的荔枝
、

柑桔油

茶增 产
,

均获 得可观的经 济效 的重要措施之一
。

益
。

随着我国农业现 代化水平 一一一一一一

的提高
,

可以预料蜜蜂为农作物 本刊上期 《你会被陨石击中吗 . 》

传粉增产将成 为我国科学种 田 作者应为钟家祥
,

特此更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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