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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虫雌成虫玻片标本制作方法改进
’

在紫胶虫 [K er ri a lac ca (K e r r )〕玻片标本的制作中
,

尤以紫胶虫雌成虫难度较大
。

原因在

于雌成虫体液 多
、

虫体小
、

体型各异
,

有囊形
、

近球形
、

锥形和纺锤形等
,

加之又不能损伤其主要

器官形态特征
,

如背刺
、

背突
、

膊器
、

肛突
、

口器
、

前气门
、

后气门
、

围阴孔群
、

周缘管群等
。

在解剖

过程中往往要解剖几个虫子
,

才能得到比较满意的一个虫体
。

经一段时间的试验探索
,

找到了

一种简便的制片方法
,

简介如下
。

l 材料与设备

无水酒精
,

混合液 (二 甲苯
、

无水酒精各 50 % )
,

蒸馏水
,

氢氧化钾 (氢氧化钠 )
,

封 口 胶
,

二

甲苯
,

活性染料 (蒸馏水 80 m m
、

冰醋酸 20 m m
、

染料 2 9 )
。

解剖镜
,

解剖针 (刀 )
,

解剖盘
,

凹表

皿
,

载玻片
,

盖玻片
,

镊子
。

紫胶虫采 自云南景东
。

2 方 法

(1) 将需要解剖的雌成虫置于凹表皿内
,

用酒精洗净虫体表面紫胶余物
,

用蒸馏 水清洗至

虫体洁 净
,

再将虫体放入 盛有氢氧化钾 (氢氧化钠 )培养皿 中
,

用 1 00 w 电灯
,

距离 约 7一 10

C
m

,

加热 15 一 20 m in
,

使虫透明
。

(2) 将处理过的虫体移入解剖盘内在虫体侧用解剖针刺破 (或

解剖刀 切一小 口 )
,

然后用解剖针轻轻压出体内含物
,

用蒸馏水洗净虫体
。

(3) 将洗净的虫体放

入另一只培养皿内
,

加少量 (几滴 )活性染料
,

染色 7 一 10 m in
,

后用蒸馏水洗除多余染料
。

(4)

用混合液进行 2 次脱水
,

每次 1 m in
。

(5) 将虫体移在载玻片上
,

按其形态特征整好形
,

盖上玻

片盖
,

用封 口胶封片即成
。

3 结 果

在紫胶虫雌成虫玻片标本制作过程中
,

曾采用原方法及现简便法
,

对中国紫胶虫〔K
e

rrl’
a

c h in e n s i: M a hd
.

〕
、

紫胶虫 〔K
e r ri a la c c a (K e r r )〕

、

信德紫胶虫〔K
e r r ia : i, : d ic a M a hd

.

〕
、

榕胶虫

〔尺 e r r ia fi e i G r e e n
.

〕
、

短臂紫胶虫 〔犬 e r r ia : u ra zi: w
a n g

.

〕进行制作对 比
,

新法具有如下优点
:

(1) 新法改变原来先解剖后透明步骤
,

经氢氧化钾加热处理
,

使虫体组织得到充分软化
,

经

蒸馏水洗涤后即可解剖
,

成功率很高
,

透明度极好
,

且不会老化变脆
。

(2) 新法用活性染料取代酸性复红染色
,

改变了因原方法染色深浅不易掌握而使片子虫体

形态特征不清晰而难于保存
。

同时新法又可预防片子虫体颜色变腿的缺陷
,

使片子标本达到永

久性保存的要求
。

(3) 原来用酒精从低浓度到高浓度依次为
:

50 %
、

70 %
、

75 %
、

80 %
、

85 %
、

90 %
、

95 %脱水各

1 5 m in
,

再经 1 0 0 %酒精两次各 1 0 m in 脱水
,

T 香油软化 1 0 m in 共 1 2 0 m in 脱水的繁琐过程
。

用新方法脱水
,

只需 Z m in
,

节约时间近 1 20 m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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