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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标 本 室 代 号

毕 培 曦
(香港中文大学 )

编者按 毕培曦博士在本 文中提出我国植物标本室代号的统一问题很位得注意
,

应该求得解

决
,

达到国内
、

外使用统一代号
.

以 利中外学术交流
,

促进本学科发展
。

至于如何解决
,

希望同

行们提 出宝贵意 见
,

写给本刊编拜部
,

以便刊出
,

公开讨论
.

近年来
,

我国励精图治
,

推行四 化
,

鼓励科研单位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
,

许多科技期刊

都获准对外发行
。

对外的期刊既然进入国际学术的圈子
,

理应尽 量参与国际间共同认可的一

些准则
,

追随国际间共同使用的习惯
,

以方便科研上的交流
,

促进学术上的沟通
。

一

可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植物分类学方面的学报和文章
,

在记录存放模式标本 的 标 本 室

时
,

每每沿用以往国内的习惯
,

未及适当地改用国际植物分类学会在 《 植物标 本 室 索 引 》

[ . “ 一 7 ’ 】中编订的国际通用标本室代号
。

虽然在 19 8 2年初 《 植物分类学报 》 【̀ 1开始选用一套

自拟的标本室代号
,

但这套代号并不完善
,

而且主要应用于该刊的文章
,

其他刊物并未完全

接纳或贯彻依循那套代号
。

我们只要随手翻看过去几年刊登的报告
,

就不难发现在记录存放模式标本的标本室时有

着以下各种混乱的情况
:

( 一 ) 将整个标本室的名字列出
。

使用的语文有中英并用
,

也有只用英文或 只 用 中 文

的
,

亦有全用拉丁文的 t , 一 ]
。

( 二 ) 将标本室的名字略略缩短 [ ` 。 一 ’ 3 ]
,

缩短的程度又按个别作者的不同而有别
。

例如

西北植物研究所标本室就最少有六种不同的写法
:

H e r
b

.

N W Ins t
.

B 。 t
.

l[ ` l
,

H e r b
.

N一

W
.

I n s t
.

B o t
.

[ 1 5 1
,

H e r b
,

B o r 一 O e e
.

I n s t
.

B o t
.

1 1 0 1
,

H e r b
.

B o t
.

B o r 一 O e e id
.

A e a d
.

5 i n
.

[ 1 7 ]
,

H e r b
.

I n s t
.

B o t
.

B o r 一 O e e
.

Y a n g l i n g l ` 8 ]
,

H e r b
.

I n s t
.

B
o t

.

B o r 一O e e
.

hS
a a

nx i
,

W ug on g [ ` . 】。

由于写法或语文上的不同
,

很容易引起错觉
,

误解为几个不同的

单位
。

( 三 ) 自定一些英文字母作为标本室的代号
。

这些代号通常在 文内脚注中附有注释
,

有

时花费的篇幅竟长达 1 / 3页 1 2 ” 一 2 3 1
。

在脚注中有时中英并列 1 2 名一 2 ” ]
,

有时只有英文注释而将

中文留在文内 〔2 。 一 “ 7 】,

也有只附英文或中文注释的 〔 2一 3 “ 〕 ,

亦有在文内引用标本时有中文

标本室名称
,

可以作为拉丁文描述下自定的标本室代号的注释
。

当然更有的干脆 省掉 注 释

至a ` 一 “ 。 1 ( 并非选用了 《 植物分类学报 》 的代号 )
,

累人翻前复后
,

左猜右想
。

另外除 了 排

字手民失误之外
,

亦有忽然改变主意选用了一个未经注释或另一种拼法的代号 l ’ ` ] 。

( 四 ) 选用的字母代号
,

每每在同一期刊不同文章内
,

甚至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报告内
,

而

有变异
。

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就有十个不 同的代号
:

C [ “ ’ ]
、

H K [ , ` ]
、

H K A : , ` l
、

.

H K A S I 3 ’ }
、

H Y { “ 吕 〕 、

IK [ “ ’ 1
、

K 曰
。 j

、

K B 【“ ]
、

Y I` 2 ]
、

和 K U N [ ` }
、

( 后 者 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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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通用代号 )
。

其他的单位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有 BH 【̀ 。 1
、

H B [ 毛 ` 】、

H P〔` . ]
、

IB 1 3 。 ]
、

P[ 弓 . ]
、

PB [ ` 71
、

P e[ 今 ’ ] 和 PE[ ’ 1 ( 后者为正确的国际通用代号 )
,

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研究所有 A [ 3 “ I
、

H C I “ “ 1
、

H K [ 谧 . 】、

H K T [ ` “ J
、

H Q 〔 ” “ I
、

IG t 3 O j
、

S [ ` “ ]
、

S C B I 犷
’ ]和 I B S C 1 5 ` l ( 后者为正确的国际通用代号 )

,

广西植物研究所有 G 〔 6 2 1
、

H G 〔 2 心 l
、

H G S [ “ 3 1
、

H K [ “ 日 ]
、

H K S [ “ ` !
、

H Y t s ” ]
、

I B G t ’ ]
、

和 IG G 〔昌 . 1 ; 西北植物研究所有H B O

{ “ ’ 1
、

H N W f “ 。 ]
、

HW [ 2 0 1
、

H W I B [ ” ’ ]
、

HW N 〔 5 日〕 、

W [ ` 。 1 和 W U G 〔 ’ 1 , 江 苏 省 植物

研究所有 H J 1 2 毛 }
、

H K I “ 吕 1
、

H K U [“ 。 l
、

H N t “ ” ]
、

I N [“ 。 ]
、

J丁毛
2 1

、

JS B l l
` l

、

N 〔毛。 1
、

和 N A S [“ ’ 1 ; 四川大学生物系有 H S I “ . 1
、

H S U [” s l
.

H U S [ 2 ’ ]
、

S i t` 。 I
、

S i u l ` , 1
、

S U { . 。 ]

和 5 2 〔 ’ ] ( 后者为 国际通用代号 )
; 及南京大学生物系有 B 〔屯 “ ]

、

H U N [。 。 1
、

N JU [ ` 1

和 N U [ ’ “ 1等多种代号
。

这些随意选用的标本室代号除了有同号异所的问题外
,

还混淆了国

际通用的标本室代号
。

例如在 国内曾经分别用来代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华南植物

研究所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和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的 H K
,

原是香港植物标本室的国际通用代

号
。

惯用来代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 H C
,

已编订为前
“

之江大学
”

标本室的代号
。

用 来 代 表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的 N
,

早已是前国立中央大学 ( 今南京大学 ) 的标本室代号
。

其他选用的许多代号
,

例如 上 述 的 A
、

B
、

B H
、

C
、

G
、

H B
、

H G S
、

H S
、

H Y
、

J
、

K
、

N U
、

P
、

S
、

5 1和 S I U
,

均早已被编订为其他国外标本室的代号 [ . 3 一 7 ` 1 。

我国出版的植物分类的刊物
,

欠缺统一的标本室代号
,

对国外的分类学者实在有着许多

不便
,

而且容易引起错觉和误解
,

减低了学术上的沟通
。

对整本期刊来说亦欠整齐
,

而且浪

费宝贵的篇幅
。

到利用电脑来统 一整理资料时
,

又徒添延误
。

国外的学者已经反影过这个问

题 [ . ` 1
,

《 植物分类学报 》 [ ’ ]亦曾自拟一套代号
,

但情况未见完全改善
,

反而有个别 的 代

号令问题更为复杂
。

为此我希望 能先介绍 国际植物分类学会的植物标本室代 号
,

继 而 讨 论

《 植物分类学报 》 拟定的那套代号
。

国际植钧分类学会拟定的植物标本室代号

国际间的分类学者早已留意到这类问题
,

所 以在 国际植物分类学会还未 成 立 之 前
,

在

2 9 3 0年就成立 7 “ 分类学紧急需要小组
”

( C o m m i t t e e f o r U r g e n t T a x o n o m i e N
e e d s

)
,

由 D r A
.

5
.

H it c h c o c k 担任秘书
,

开始着手收录在描述植物时有指明模式标本收藏地点的

乍者名单
。

至 1 9 3 5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上
,

决定成立
“ 国际植物分类学委员会

”
( Int

e r -

n a t i o n a l C o m m i s s i o n f o r P l a n t T a x o n o m y )
,

以 “ 分类学紧急需要常委会
” ( S t a n d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f
o r U r g e n t T a x o n o m i e N e e

d
s ) 的名义

,

着手编录 《标本室 索 引 》
一

( I
n d e x

H er b ar io r u m )
,

由 D r J
.

L a n j u o w 接任秘书一职
。

起初
,

委员会的经费由国际生物科学

联盟和 U t r e c
ht 国立大学支持

,

每年只有一百到二百英磅不等
,

基本上不足 以应付委员会的

开支
,

而且时逢 战祸
,

苦苦经营
,

到战后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赞助
,

情况开始好转
。

到

19 5 0年
,

U tr e
ch t 国立大学又增设一个新职位

,

得到 D r F
.

A
.

S t af l e u 加 盟
。

而在同年七

月第七届 国际植物学会议上
,

国际植物分 类 学 会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s s o e i a t i o n f o r
P l

a n t

T a x o n o m y ) 正式成立
,

更使 《 索引 》 的编印顺利进行 ( 详情请参阅 《 标本室索引 》 第一至

四版的引言 1 0 7 一 7 0 1 )
,

所 以到 1 9 5 2年始发行第一版
,

跟着由于资料的改变及 增 多
,

1 9 5 4年

出第二版
,

1 9 5 6年出第三版
,

1 9 5 9年第四版
,

1 9 6 4年出第五版
,

1 9 7 4年出第六版
,

1 9 8 1年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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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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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到第七版 了
。

目前正在筹划编排第八版
。

《 索引 》 内按标本室所在的城市的英文字母次序来编排世界各地的标本室
。

在标本室的

正式英文名下
,

列有该标本室的通讯地址
、

标准代号
、

创立年份
、

现存标本 数 量
、

研 究 偏

重
、

重要的标本
、

主管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姓名和 专长
、

出版的期刊书籍
、

交换及借阅标本的

规则
、

附属植物园
,

与及来访学人员设施等资料
。

另外在不同的版本里面加有按地域国家来

排列标本室的清单
、

及按标准代号英文字母次序来寻找标本室名实的清单
。

除了第六版外
,

当每一版 《 标本室索引 》 出版时
,

所有参加国际植物分类学会作为单位

会员 ( I n s it t ut io
n a 1 M e m b e r s

) 的研究所和图书馆都免费收到一本
,

以供参考
。

个人 会 员

( R e g u l a : P e r s o n a l M e m b e r
) 贝{J没有那么便宜

,

第一版要 2
.

6美元一本
,

第二至五版是免

费的
,

第六版则和单位会员一样
,

要 1 6
.

60 美元一本
,

后来还加价到 1 7
.

90 美元一本
; 而到第

七版时
,

价钱已经升到超乎一般个人收藏的预算
,

要 4 6
.

5 0美元一本 ( 原价 58 美元
,

会 员 有

八折优待 )
。

第七版的 《 标本室索引 》 开始使用汉语拼音来收录中国的标本室
,

连香港标本室也有一

项由汉语拼 音来查检的条目
。

全书共收藏 中国标本室 51 个
,

其中有 48 个单位列于中华人民共

和 国目下
,

有 3 个置于台湾目下
,

另外还有香港标本室单独放在香港目下
。

这 51 个标本室的

标准代号如下
:

A U 厦门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X i a m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 厦门
,

1 9 5 2年起收载 )

C A N T 华南农学院树木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F o r e s t r y
,

C o l l e g e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e o
f S o u t h C h i n a ( 广州

,

2 9 5 6年起收载 )

F C U 福建协和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F u k i e n C h r i s t i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 福州
,

1 9 5 2

年起收载
,

资料不全 )

F M 静生生物调查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F a n
M

e m o r i a l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i o l o g y

( 北京
,

1 9 5 2年起收载
,

1 9 8 1年版指出已归并在 P E 内 )

F U S 复旦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i o l o g y
,

F u d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上海
,

1 9 7 4年起收载 )

H C 之江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H a n g e h o w C h r i s t i a n C o l l e g e (杭州
,

1 9 5 2年起收

载
,

资料不全 )

H H B G 杭州植物园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H a n g z h o u B o t a n i c G a r d e n ( 杭州
,

1 9 7 4 年起收

载 资料不全 )

H IB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W
u h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o t a n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武汉

,

2 9 8 1年起收载 )

H xM C 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i o l o g y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I n n e r M o n g o l i a ( 呼和浩特
,

1 9 8 1年起收载 )

H I T B C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Y u n n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r o -

p i e a l B o t a n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动腊
,

1 9 8 1年起收藏 )

H润W P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N o r t h w e s t P l a t e a u In s t i -

件 据了解
,

福建协和大学约 J
一

19 52年已归并到福建师范大学
,

仍在福州
。

(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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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H N S

HU

每

U K

KU N

L B G

LU

LU S

N

N A S

tu t e of B iol og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西宁
,

1 9 8 1年起收载 )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i o l o g y

.

E a s t C h i n a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上海
,

1 9 8 1年起收载 )

浙江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Z h e ji a n g
,

( 杭州
,

1 9 5 2年起收载
,

资料不全 )

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G u a n g x i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o t a n y (桂林雁山
,

1 9 81年收载
。
19 5 2年收载时

,

使用其前身名称即国立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I n s t i ut t e o f E c o n o m i “ B o t a n y
,

N a t i o n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f K w “ n g s i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 室 H e r b a r i u m
,

B o t a n i e a l I n s t i t u t e
,

A e a d e m i a

s in i。 a ” ,

G u a n g z h o u (广州
,

1 9 7 4年起收载
,

当时收录的名称为广东省植物研究 所标

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B
o t a n i e a l I n : t i t u t e o

f K w a n g t u n g P
r o v i n e e ,

正确的英文名称

有待更正
芳

)

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B o t a n i e a l I n s t i t u t e o f G
u a n g x i (桂林雁山

,

1 9 7 4年起收载
,

当时资料不全
,

与上述 BI K为同一单位
,

1 9 8 1年收载的英文名称为现用

的正确名称 )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室 C r y p t o g a m i e H e r b a r i u m
,

I n s t i t u t e

o f F
o r e s t r y a n d P e d o l o g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沈阳
,

1 9 5 1 年起收载
, 由于该

所有其他维管植物钓标本
,

故此最好能除去 “ 隐花
” 二字

,

并将其他研究维管植物

的专家与标本资料加插在内 )

山东大学生物系标本 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i o l o g y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S h a n d o n g ( 济南
,

19 8 1年起收载 )

广西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G u a n g x i U n i v e r s i t y (梧州
, 1 9 5 2年起收载

,

为上述

BI K的前身
,

现在桂林雁 山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K u n m i n g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o t a n y ,

A c a d e m ia S in ic a
( 昆明

,

19 5 6年起收载
,

当初收录的名称为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昆明工作站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K u n m i n g S t a t i o n o f t h e B o t a n i e a l I n s t i t u t e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到 2 9 5 1年版才修正 )

庐山植物园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L u s h a n B o t a n i e a l G a r d e n (庐 山
, 19 8 1年起收载 )

岭南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L i n g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广州
, 1 9 5 2年起收载

,
19 7 `年

指出已归华南植物研究所
,

而 1 9 8 1年版则指出已分别归并到华南植物研究所和 中山
.

大学 )

中国科学院甘肃植物园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B o t a n i e G
a r d e n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L
u s a n ( 甘肃

,

19 5 6年起收载
,

资料不全 )

南京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i o l o g y ,

N a n j i n g (南京
,

1 9 5 2年起收载
,

名称用国立 中央大学 N a t i o n a
l C

e n t r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N a n
k i

n g )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J i a n g s u B o t a n i e a l I n s t i t u t e (南京
,

z , 5 6年起

收载
,

当时收录的名称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站及植物园标本室 H
e r
ba

r
iu m

,

.
其正确的英文名称应为 S

o u t h C h i
n a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o t a n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c a (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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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标本室代号 6 9

N F

N P A

里N s M

争

PE

PE M

E T P

E P Y

SU

S Y S

B o ta ni eal R
es a e e rh S ta ti o na nd G

a rd eo nf t h e A ead ei ma Si ni ea,

到 19 8 1

年版才予修正 )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标本室 D e n d r o l o g i e a l H e r b a r i u m
,

N a 。 j i n g T e C h n o l o g i 。 a l

C o l l e ` e o f F
o r e s t P r o d u e t s (南京

, 1 9 5 2年起收载
,

当时收录的名称为南京大学农

林学院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C o l l e g e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e a n d F o r e s t r y
,

U n i v e r , i t y

o f N a n k i n g
,

到 1 9 8 1年版才予修正 )

中国科学院地质及古生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I
n s t i t u t e o f G e o l o g y a n d

P a l e o n t o l
o g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南京

, 1 9 5 2年起收载
,

2 9 5 2年版注明已经停办
,

但未有指出标本现存何处 )

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B o t a n i e a l G a r d e n o f S u n Y a t s e n T o m b

a n d M e m o r i a l P a r k C o m m i s s i o n (南京
, 1 9 5 2年起收载

,

现称 N a n j i n g B o t a n i e a l

G
a r d e n M e m

.

S u n
Y

e t一 S e n ,

隶属于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N A S )
。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o t a n y
,

A c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北京
,

1 9 5 2年起收载 )

北京医学院植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o t a n y

,

B e i j i
n g M

e d i c a l

C
o l l e g e

( 北京
,

19 5 2年起收载
,

当时收录的名称为北平协和医学院 P e k i n g U n i o n

M e id c al C ol le g e ,

1 9 7 4 年版提到已归并在 P E
,

但 1 9 8 1 年版则没提归并事宜
,

并

改正名称及补充资料 )

北京国立师范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o m

.

N a t i o n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 e k i n g T e a c h e r S

C
o l l e g e

(北京
,

2 9 52年起收载
,

2 9 7 4年版开始提 yIJ 已归并在 P E 内 )

燕京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Y e n e h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 北京
,

1 9 5 2 年起收载
,

1 9 7 4年版开始提到已归并在 P E 内 )

齐鲁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S h a n t u n g C h r i s t i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济南
, 19 5 2年起

收载
,

1 9 8 1年版注明目前地点不明
。

据云已并在 F U S内
。

)

中国科学院 ( 上海 )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o t a n y
,

A e a d e m i a

S in ic a ( 上海
,

19 5 2年起收载
,

1 9 7 4年版开始指出已归并在 P E 内 )

沪江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S h a n g h a i B a p t i s t C o l l e g e
( 上海

,

1 9 5 2年起收载
,

1 9 7 4
,

年版开始指出已归并在 N A S内
。

据云已并在 F U S内
。

)

圣约翰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S t
.

J o h n ’ 5 U n i v e r s i t y ( 上海
,

1 9 5 2年起收载
,

19 7 4年版指出已归并到 N A S
,

但 1 9 8 1年版则指出已归并在 H S N U 内 )

震旦大学博物院标本室 M
u s e e H e u d e

(A
n e i e n

M
u s e e d e

Z ik a w e i ) U n i v e r s i t e

l
’

A u r o r e
( 上海

,

1 9 5 2年起收载
,

2 9 7 4年版开始指出已归并在 N A S 内 )

东吴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S u z h o u U n i v e r s i t y
奋
(苏州

, 2 9 5 2年起收载
,

资料不全

中山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B o t a n i。 a
l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u n 一 Y a t一 S e n U n i -

v e r s iyt (广州
,

1 9 5 2年起收载
,

当时收录的名称是中山大学标本室
,

到 1 9 5 6年版时改称

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B o t a n i c a l I n , t i t u t e o f S u n 一 Y a t一 S
e 。

U
n i v e r s i t y

,

而在 1 9 7 4年版中指出已归并在 I B S C 内
。
1 9 5 1年版忽然改为目前的巾 { l!

.
据了解

.

东吴大学于 19 5 2年与江南大学 等校合并
,

建立江苏师范学院
,

校址在苏州
。

(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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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Y S

Z S

T AI

TI AF

I T A M

TIE

T S

W C U

W H

W K U

YH

YK U U

K H

大学
,

相信是《索引》的编辑们误 将目前的中山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当作旧 中山大学植

物研究所标本室的延续
; 为免国外学者误会

,

实有澄清的必要
,

并改用另一个代
一

号 )

中山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i o l o g y
,

S u n Y a t s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 广

州
, 1 9 5 2和 1 9 5 4年版收载后

,

就被取销
,

不复见于以后各版
。

照《索引 》上的资料
,

该标

本室偏重于广东广西两省交界处 之植物
,

而重要的标本计有 5
.

5
.

S i n
,

K
.

Y
.

T u n `

和 K
.

K
.

W
a n g 采的标本

。

若 目前的中山大学生物系标本室同意我在 S Y S 提出要

改代号的意见
,

则留意不能使用 S Y S B这个代号 )

四川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i o l o g y
,

S i e h u a n U n i y e r s i t y

( 成都
.

1 9 5 2年起收载
.

到 1 9 7 4年版为止
,

仍沿用国立四川大学的旧名称 )

国立台湾大学植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o t ` n y
,

N a t i o n a `

T
a i w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台北

,

2 9 5 2年起收载 )

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T a i w a n F o r e s t r y R
e s e a r c h I n s t i t u t e

( 台北
,

1 9 5 4年起收载 )

台湾自然博物馆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T a i w a n M u s e u m ( 台北
,

1 9 5 6年起收载 )

北疆博物院 ( 黄河白河博物院 ) 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M u s e e H o a r k一 H o P a i一 H o

( 天津
,

1 9 5 2年起收载
,

资料不全 ) 据了解已改名为天津 自然博物馆 )

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B i o l o g y
,

N a t i o n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S h

a n t u n g ( 青岛
,

x 9 5 2年起收载
,

资料不全 ) 据了解该校已取销二
。

华西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W
e s t C h i n a U n i v e r s i t y .

( 成都
,

1 9 5 2年起收载
,

资料不全 )

武汉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W
u 一H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D e p a r t m e n t 。 f

B i o l o g y ( 武 昌
, 19 5 2年起收载 )

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N o r t h w e s t B 。 t a n i c a l xn s t i t u t e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武功

,

1 9 8 1年起收载 )

信义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L u t h e r a n C o l l e g e ( 益阳
,

1 9 5 2年起收载
,

资料不全
,

1 9 8 1年版注明目前位置不明 )

云南大学标本室 H e r b a r 范。 m
,

Y u n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昆明
,

1 9 8 1年起收载 )

香港植物标本室 H e r b a r i u m
,

A g r i e u l t u r e a n d F i s h e r i e s D e p a r t m e n t ( 香港
,

1 9 5 2年起收载 )

很 明显的国际植物分类学会编订的植物标本室代号中
,

有部份资料不全
,

而有些标本室

亦因时 间和制度的改变而变得有欠准确
,

但其中有不少基本上仍是可 以沿用的
,

例如 C A N T

指的华南农学院
,

I B S C 代表的华南植物研究所等
,

其间虽然单位的名称反复改换
,

但其标

本室基本上无异
。

国外的期刊亦多依照 《 植物标本室索引 》 中的代号作为根据
,

所以我们在

K
e w B ul le it n 报告香港的新竹种时就非得用 C A N T和 I B S C 不可 1” 乞 】。

而在 《 纪念蒋英教

授 》 一文中提到他采用的标本分送到国内外的标本室时
,

亦唯有选用 BI S C
、

N A S 和 P E
,

` 据 了解
,

华西大学于1 9 5 。年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校合并
,

建立西南农学院
,

设于重庆北赔
。 ` 编者 )

二 山东大学现设干 山东济南市
。

( 编者 )



1 期 毕培曦
:

植物标本室代号

以配合国外的 A( 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标本馆 )和L ( 荷兰里克斯植物标本馆 [ “ ` ] )
。

《 植物分类学报 》编订的国内植物标本室代号

《 植物分类学报 》 的编委亦明白使用植物标本室代号的好处
,

所 以在 1 9 82年初公布一套

自拟的国内单位的缩写 代号 〔 ’ 1
,

并指定 以那套代号作为该刊统一及简化标本存放单位名称之

用
。

以 《 植物分类学报 》 的地位
,

带头采用标本室代号
,

切不可抹
。

事实上自 1 9 8 3年起该刊

的确贯彻使用那套代号
,

而不少作者在投稿到其他刊物时亦采用了该套代号
。

不过仍有些问

题并未解决
。

最严重的是有些单位早已配有国际通用的标本室代号
,

但 《 植物分类学报 》 名单上只有

昆明植物研究所
、

植物研究所
、

四川大学
、

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沿用国际通用的代号
。

其他

的如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

华南植物研究所
、

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
、

林业土壤研究所
、

武汉

植物研究所
、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

西北植物研究所
、

山东大学
、

云南大学
、

内蒙古大学
、

华

东师范大学
、

南京大学
、

厦门大学
,

华南农学院
、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
、

庐 山植物园和杭州植

物园都全部另立一个代号
。

另立的代号是否更确切
,

更合理则见仁见智
,

但对稳定代号则加

添麻烦
,

迫使作者投稿到国外时则要选用国际通用的标本室代号
,

但投稿到 《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时则要改用该刊审订的代号
,

由是 I B S C 要改为 S C B I
,

而 C A N T 则要改用 S C A C
。

其次是 《 植物分类学报 )) 只列出 74 个代号
,

另有两个单位则有名称而无代号 ( 中国农业

科学院和贵州植物园 )
。

包括的单位着实太少
,

以致该刊的报告和依从该刊代号但投到其他

期刊的文章仍有不少要 自拟代号或采用全写或缩写
。

更可惜的是其他刊登分类学文章的刊物
,

并未全面采用 《 植物分类学报 》 公布的代号
,

故此出现了部份文章依循该套代号
,

另一些则遵照作者的喜好认识或长或短或自拟代号
。

结

果是读者基本上只有瞎猜
,

推敲究竟是选用了那一套代号或是 自拟代号
。

结语 设立一套国际通用的标本室代号
,

适合国内外使用
,

相信是中外学者 的 共 同 意

愿
。

目前 《 国际植物分类学会 》正在筹划编印第八版的 《 植物标本室索引 》
,

深愿我国的代

表能配合这份国际性的工作
,

协助编排
,

并提供最新的资料
。

在配合统一国际通用的标本室代号时
,

我国的代表和个别单位是否可以考虑接纳下列的

建议
:

( 一 ) 尽量选用已有的国际通用代号
,

以优先权的观念作为处理问题的准则
。

特别是 近

年国内不少单位恢复解放前的旧名或改换其级别
,

这样的改变并未使标本室有异
,

同样的过

往反复改换名称
,

亦无需另立新代号以示分别
。

特别是国外标本室合并
,

每每仍保留各单位

原来的代号
,

例如哈佛大学的亚诺德树木园标本室 ( A ) 和 G r a y H e r bar iu m (G H )虽然合

并为一单位
,

但两者的标本仍保留其印记
,

而且
.

指明在引用时仍需注明是 A 还是 G H 的 标

本
,

不能说藏于哈佛标本室
。

( 二 ) 全国与植物学有关的单位及学会应尽早将全国的标本室资料收齐
,

并配合国际通

用代号
,

列出一个较完整的清单
,

以后国内外的期刊均要依循这套代号
,

统一对待
。

致谢 本 文承蒙胡秀英
、

俞德 浚和黄成就教授指正
,

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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