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童軍會 

植物蠟葉標本製作說明 

一、採集 

工具： 

1． 修枝剪：剪取標本用。 

2． 塑膠袋(夾鍊袋)：太小或太嫩的標本，宜先用小塑膠袋裝好，再放入採集袋中，以免受損。 

3． 圖鑑或參考書：查對不認識的植物種類。 

4． 指南針與地圖：確定方向。 

5． 記錄簿：記載採集號碼及採集時的各項資料，如採集時間、採集地點及花的顏色等等。 

6． 標本夾：壓製標本。 

7． 吸水紙或舊報紙：壓製標本。 

8． 標籤：書寫採集號碼，綁在標本上，以便與記錄簿所記載的資料能夠連在一起。 

植物採集原則 

在採集時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千萬不可見到一份很漂亮的標本，便搶著採。要特別注意地

下是有深坑、是否有毒蛇，或是樹上有蜂窩等等。除此之外，採集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矮小的草本植物，如莎草科、禾本科、應全株採集。 

2．標本不要採集太大，通常以35－40公分比較適當。 

3．最好全株一起採集，包括它的根、莖、葉、花、果實等。若是蕨類植物則需同時採集營養葉、

生殖葉（孢子葉）一起採集。但是太大的植物，無法整株採集時，可只採集其枝葉、花及果實。 

4．一般枝葉的採集應涵蓋２－３片以上完整葉，最好連同枝條及看得出葉序的排列方式，應避免

僅一片葉子或一部分葉子的採集。 

5．應採集未被蟲蛀食及未受病菌感染的部份。 

6．採集時，應用修枝剪剪取，切不可用手折取，以免傷害標本。 

7．採集後，應馬上用記錄簿詳細記載採集時的各項資料，並用標籤寫上採集號碼，繫在標本上。 

8．標本應平放採集袋或採集箱中，絕不可亂塞，以免把標本擠壞。 

二、採集後處理工作： 

1．將標本修剪整齊後，夾在吸水紙或舊報紙中，用標本夾壓好，一方面可將植物標本中的水份壓

吸出來；另一方面，則可使標本乾後，不致於發生皺縮。 



2．若標本葉子太多，可剪掉一部份，但應留下葉柄，以表示其著生的方式。 

3．若葉子太大，可對稱的剪除一半，但不可將先端剪除，留下基部。 

4．若葉子太長，可將之以Ｎ字型折曲。 

5．若葉子發霉，可用酒精塗抹，同時更應勤快的換紙。 

6．以後每天換一次到兩次的吸水紙或舊報紙，在換紙時，若有折到的葉子亦應同時加以修整。 

7．於乾燥標本時，請於連同夾附的標籤一併壓入報紙中，以避免忘記所經鑑定之標本種類與採集

地點。 

 

8．如此約經兩週左右，即可乾燥完成。若有烘箱，也可將標本修整、壓夾好後，放在烘箱中，用

火力加以乾燥。 

9．乾燥以及已經壓製過的植物標本，通常包在一張對摺的吸水紙或報紙內。其中還有他的標籤以

及一些相關的資料，這些都需要與植物標本裝訂在一起。請注意這些植物標本很脆弱，很容易

遭到損傷，而且因沒有被裝訂而是散開狀，很容易從包裹的紙裏掉出來。所以在工作時請特別

小心。 



四、標本裝訂 

工具 

1．臺紙：裝訂、支持標本用，宜用質地堅韌而耐久的紙張。通常使用300磅八開大硬卡紙。 

2．膠帶：使用可重複黏貼膠帶、無痕膠帶、紙膠帶及水膠帶 

3．標籤：黏貼在臺紙上，記載標本之採集號碼、學名、科名、採集地點、採集日期、採集者、鑑

定者等。 

4．修枝剪：修整標本用。 

5．小刀片：切割膠帶用。 

6．鉛筆：記載用。 

標本裱貼的方式 

標本裝訂的方法有膠貼、膠紙、線綁幾種方式，以下說明以膠紙黏貼方式裝訂標本，注意下列

事項： 

1．一張臺紙以貼一份標本為原則。 

2．標本的位置應排放整齊，不可突出臺紙外，同時盡量左右、上下對稱，以保持其美觀。 

3．臺紙的右下角在裝訂標本時，應予以保留，以供黏貼標籤用。 

 

4．脫落之葉、花或果實，應裝在碎片小包中，黏貼於標本的左上角。 

5．黏貼標本時，葉子應部份正面朝上，部份正面朝下，以便同時可觀察到葉表面和背面。 



 

6．太粗的枝條，宜在其下方的臺紙上穿洞，然後用膠帶穿過臺紙的背面黏貼，否則不易黏緊。 

7．細的枝條可直接用水膠帶在臺紙表面貼牢即可，唯黏貼時水膠帶應緊靠枝條，不可留有縫隙，

以免藏污納垢，製造小蟲生育的溫床。如下圖： 

 

8．黏貼固定部位應避免影響植物本體觀察或易造成植物標本破壞的黏貼方式如下如所示，應黏貼

或綁線固定於枝條末端、小枝、葉柄基部、花梗基部及葉尖部分，小心的仔細黏貼。 

 

標本裱貼注意事項 

假如有很小心的思考植物標本在台紙上的位置，那麼植物標本大部分會很安全的膠黏在台紙

上，一但黏住了，這個標本將會使用上很長的時間都不會損壞。可時黏貼不當時，也可能使標本減

低使用上的價值。所以必須要小心。 

下列各項是不能使用膠貼的： 



1．單花或是單果，改用其他兩種方法或是放入小包中。 

2．僅剩下一朵花或果實。如果花和果實數量很多時，可以黏貼一部份但絕不可全部。 

3．單葉，這些葉子改用其他方法固定，葉下面的特徵要能顯示出來。 

4．禾本科、類似禾本科的植物，它們花、果實種子、花序不能用黏貼，這些部份的組織疏鬆，會

吸收太多的膠，如果黏住，便不能觀察了。 

5．樹皮樣本，要用線捆，皮部朝上。 

6．假如有一個植物的標本經過折疊，折疊朝上的部分不可以膠黏，只有與台紙接觸的部分用膠，

其餘部分用線捆或是膠紙貼。  

碎片小包製作： 

在標本裝訂以後，只有碎片小包裏的材料可以用來作更仔細的觀察。這個小包貼的位置要看標

本裝訂好以後的空間，但是有幾個通則：儘可能放在台紙的右側，而後放在種封套中，因封套通常

是右邊開口，假如放在左側可能使左邊的厚度增高，因封套的壓力使標本壓壞 。但依照各個標本

館的常用格式著貼。放置標本時需注意封套內的標本數，若碎片小包的都貼在單一角落，可能使標

本傾斜，故碎片小包的位置可以稍加變動，使重疊起來不會一邊高一邊低。碎片小包可以平放或直

放，最主要要看台紙空隙。必須注意小包開口要朝上或朝右，在打開標本時，小包裏碎片就不會損

失，放置碎片小包的地區包含下面項目。 

1．避免放在標籤上方，因為標籤上方要加貼簽注意見或其他標籤。 

2．下端中部要保留下來，將來可記錄轉借號碼（loan number）。 

3．避免放在左下角，左下角通常貼地圖或其他訊息。 

  

 

所以小包最好的位置是在標本的右方或是下方。標本館館號通常是在右上角，是我們比 較常

放置的位置，因為乾燥植物最厚的部分可以放在左下角，如果把碎片放在右上角，兩邊 的厚度可

以均等。 

我們必須仔細選擇放在碎片小包內的材料。一般來說，最重要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便是 標本

上的花和果實。這些生殖器官對鑑定標本以及為這株植物分類來說，通常是比較重要的。植物分類

學家對植物的生殖器官最為重視，他們通常把放在小包裏的碎片做更為仔細的觀察與研究。通常是

要避免受到傷害，假如標本上有很多花與果實時，可以把幾朵花、果實切 下來放進小包中，最好

在貼膠邊緣部分來取這些花和果實。假如有花和果實已經斷落，要將這些放在小包裏。如果植物上

只有一朵花和一個果實時，必須自行決定這些僅有的花和果實是否要採下來。對整株植物而言，如

果這單獨的花和果很脆而易裂，則最好放進小包中。如果可以很牢固的黏著在台紙上，那就留在植



物株上再貼到台紙上。在開始時可能很難決定， 但經驗累積後，做決定就很容易了。要記住原則

是謹慎第一、安全第一，不要隨便丟棄材料。 

當繼續觀察植物標本時，可能覺得要把一些葉子和小枝幹折斷，這株植物的特徵在裝訂 以後

才能顯示出來。這些折斷的材料葉要放在碎片小包中。另外，假如這個標本來時就有碎片，也要放

入碎片小包中。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下，一個標本的某一部份會被丟棄。一但決定什麼材料需要放在

小包中，這時就要決定小包的大小。最好用稍大一點的尺寸，放在裡面的材料才不會被損傷。較大

的碎片小包可用無酸的防水棉紙來折疊（集郵用防水棉紙）。折疊的方法如下，假如花與果實很纖

細而易碎，可以單獨用另一小包放置，不要跟其他厚的根莖放在一塊兒，以免這些花果受到損傷。

在裝訂標本時可 能會發現必須折斷一些材料，如果一個小包放不下，可用兩個來放置，注意不要

將小包裝的太滿。 

  

其他注意事項 

在植物標本和標籤以外，可能還有其他材料，比如：照片、地圖、繪圖、手寫筆記或是紙牌等。

如果是地圖或是繪圖，應該放在台紙的左下方。假如太大時，可以放在其他地方。但是慣例為放在

左下方。照片及有關材料應單獨放在一個小包裹中，然後以鉛筆在小包之外註記，這樣可說明小包

裹中不具有標本植物的材料。假如手寫的筆記和紙牌有採集號，也可以放在小包裡面和植物放在一

起。在這個小包外應註明小包內的內容。如標本是大型的照片或是複印本，並非植 物標本，這些

也是重要的材料，而且也是稀有的收藏品應該受到同樣的重視，也要裝訂到有編號的台紙上。 

另外一項常和標本一起寄來的是植物的鑑定紙片，這些小紙片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要重新鑑定一

個標本，可用這張小紙片的項目採集人聯繫。這張小紙片一定要放在小紙包裏。當小紙包封好以後

插在小包上面。這樣使觀察這份標本的人可以很容易看到並把這紙片拿來看。  

 

 

 

 

 



植物標籤參考 

學名 Casearia membranacea   Hance, 1868  

屬名 Casearia 嘉賜木屬 

科名 大風子科（Flacourtiaceae） 

目別 菫菜目（Violales ） 

中文名稱 薄葉嘉賜木，麥氏嘉賜樹，望山棵，薄葉腳骨脆 

發現地點 新北市坪林區粗窟村 

採集者 王建清 鑑定者 王建清 

採集日期 2012.12.12 

1．採集者與鑑定者可以是不同人 

2．採集地點的紀錄越詳細越好，GPS可以使用二度分帶(240638,2623448)或者使用經緯度(E120°

08’50” N23°03’03”) ，也可以記海拔高度 

3．植物學名須斜體並包含命名者 



五、植物說明參考：（植物專科章） 

中文名稱 普拉特草 

別名 玉帶銅錘草、老鼠拉稱錘、普剌特草、珍珠癀)、紅銅錘 

英文名稱 Pratia 

學名 

（Scientific name） 
Lobelia nummularia   Lam., 1792  

屬名（Genus） Lobelia 山梗菜屬 

科名（Family） 桔梗科(Campanulaceae )  

目別（Order） 桔梗目（Campanulales ） 

發現地點 新北市坪林區粗窟村 

原產地 台灣，中國大陸中、南部，喜馬拉雅山區、東印度及中南半島。 

植物型態 

生長型態： 

草本 

枝條的描述： 

莖纖細，肉質，具匍匐性，長 30~50 公分，略呈四稜形，綠紫色，

有細柔毛，節處生不定根。 

葉的描述： 

單葉，互生，具葉柄，柄長 0.3~1 公分；葉片長 1~2.5 公分，

寬 1~2 公分，圓形至心狀卵圓形，葉基心形，葉尖銳尖，常稍偏

斜，葉緣齒牙緣，上下表面被毛，下面淡綠或帶紫色。 

花的描述： 

夏季開淡紫色小花，花單一，腋生；花梗長 1~2 公分，基部膨大；

花萼壺狀，基部合生， 5 裂，裂片長 0.2~0.4 公分，線形，邊

緣具 2~3 齒狀突肉刺；花冠為二唇形，長 0.5~0.6 公分，白色

或淡紫色；雄蕊 5 枚，長 0.3~0.4 公分，圍繞花柱，花絲合生，

2 枚花藥頂端披毛叢；子房下位，2 室，花柱長 0.3~0.4 公分，

柱頭頭狀， 3 岐。春季開花，花後結果。 

果實、種子描述： 

果實為漿果，長 1~2 公分，長橢圓形，未熟果綠色，熟時紫紅色，

萼齒宿存；種子細小，多數，扁卵圓形，褐色。 

生育環境： 

生於海拔 400~3,000 公尺的山坡、路邊、林下或灌木叢陰濕處。 

介紹說明 

普剌特草因為長相的關係，臺灣人給它取了一個很有趣的名字叫

做「老鼠拉秤錘」（台語發音）。它的葉子邊緣像鋸齒一樣，表面

有絨毛，而夏天結出的深紫色橢圓形的果實，直徑大約是一公分，

可以食用。 

用途 

1. 食用： 

果實多汁，成熟後可以生食 ，也可製成果醬後食用。莖葉洗淨後

曬乾，煮水當清涼飲料。 

2. 觀賞用： 

將它種在大型盆景的表土上或者另以小盆養成袖珍型的小品盆

栽，均頗具觀賞價值。 

3. 藥用： 

有祛風、活血、解熱、消炎、利濕功效。可治風濕疼痛、跌打損

傷、無名腫毒、胃病等病。 



照片 

 
拍攝者 王建清 拍攝日期 20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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