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 物 G u i h a i a 1 1 ( 3 )
:

2 53一 2 55
.

A u g
.

1 9 9 1

我国植物标本室代号介绍

马 金 双

(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北京 1 0 0 8 7 5 )

IN T RODUC T旧 N TO A B BR EV IT旧 NS O F C H INE SE H ERBAR IA

M a J i n s
hu

a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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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i j i n g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t y
,

B e i ji n g 20 05 7 5

《 广西植物 》 近年来先后刊登了我国植物标本室代 号 存 在 的 问 题 ( 毕培曦
,

8 ( 1 )
:

6 5一 7 4
,

1 98 8 ) 及改进建议 ( 马金双
,

9 ( 1 ) : 9 5
,

1 9 8 9 )
。

现第八版 《 世界植物标本馆索

引 》 ( I n d e x H e r b a r i o r u m
,

P a r t l
,

T h e H o r b a r i a o f T h e
W

o r l d
,

s th e d
. ,

P
.

K
.

H ol m g er n 等编著
,

1 9 9 0
,

N e w Y or k
,

U S A ) 已经出版
,

其中收载我 国 的 标本 馆 ( 室 )

较第七版增加了37 个
,

已达 70 个 ( 未含被归并的
、

已移名的以及在第 八 版 中 无 具 体 信 息

的 )
。

但本书在我国只有少数单位收藏
,

为了使多数同行能对此了解并使用
,

现加以简要介

绍
。

第八版 《 索引 》共 收 藏 1 47 个 国 家 ( 或 地 区 ) 的 2 6 3 9个标 本 馆 ( 室 )
,

收藏约2 72
,

8 0 0
,
0 0 0号标本

,

较第七版增加 9 个国家 ( 或地区 ) 3 29 个标本室约8 8 2 0
,
0 0 0号标本

。

目前世

界上收藏百万号标本以上的标本馆 ( 室 ) 共 55 个
,

其中包括我国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

物标本馆 ( P E )
,

有 1 80 万号
,

居第29 位 ( 亚洲第一位 ) , 超过 500 万号 的 有七个
,

依次是

P
,

8 8 7
.

7 3万 , K
,

6 0 0万 , L E
,

5 7 7万 , S
,

5 6 0万 , N Y
,

5 3 0万 ; B M
,

5 2 0方和G
,

5 0 0万
。

现将第八版 中收载我国有具体信息的70 个单位列表 1
,

另外还有十几个标本室并入以上单 位

或只有以前版本信息者未列入本文 ( 可参见毕培曦 1 9 8 8 )
。

为了便于联系
,

笔者还对一些单

位添加了邮政编码
,

供参考
。

顺序号 代号

裹 1
,

我国七十个单位植物标本室资料

隶属 ( 地址
,

邮政编码 )

A U 厦门大学生物系 ( 厦门
,

3 6 1 0 0 5 )

B J P C 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系 ( 北京
, 1 0 0 0 8 3 )

B J T o 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 ( 北京
, 。

阜外 )

B N U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北京
,

1 0 0 8 7 5 )

O A N T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系 ( 广州
,

51 Q6 4 2 )

OD B I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 成都
,

6 1 0 0 1 5 )

C M M I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 北京
,

东直门内 )

C S P 工 中南林业大学林学系 ( 湖南株州 )

标本数量 ( 建立年代 )

单位
: 万

1 0 ( 1 9 2 2 )

1 ( 1 9 5 2 )

1 ( 1 9 5 6 )

4
.

8 ( 1 9 16 )

3 ( 1 9 5 6 )

2 0 ( 1 9 5 9 )

1 0 ( 1 9 5 5 )

7 ( 1 9三2 )

1234567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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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 J S I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 厦 门
,

3 6 1 0 0 9 )

10 F U S 复旦大学生物系
一

( 土海
, _

幼以 33 )

n G A C 广西农学院林学系 ( 南宁
,

5 3 0 0 0 1 )

1 2 G X M I 广西中医药研究所 ( 南宁
,

5 3 0 0 2 2 )

1 3 H A S T 台湾植物研究所 ( 台北
,

1 15 2 9 )

14 H B工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武汉
,

4 3 0 0 7 2 )

15 H C T 台湾林业研究所恒春实验站 ( 恒春
,

9 4 6 0 6 )

16 H e A S 贵州科学院蛋物砍究所 ( 贵阳
,

5 5 0。。g )

17 H I B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 ( 武汉
,

4 3 0 0 7 4 )

1 8 H I M O 内蒙古大学生物系 ( 呼和浩特
,

0 1 0 0 2 1 )

19 H IBT O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 云南
,

勋腊 )

注 : 本单位现 已移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 园

20 H K 香港农业与渔业部香港标本室 ( 香港 )

21 H M A S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 北京
,

1 0 0 0 8 0 )

22 H N N U 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 长沙
,

4 1 0 0 0 6 )

23 H N W P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 ( 西宁
,

8 1 0 0 0 1 )

24 H S I B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植物室 ( 太原
,

0 3 0 0 0 6 )

2 5 H S N U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 (
.

仁海
,

2 0 0 0 6 2 )

26 H W A 西南农业大学生物基础部 ( 重庆
,

6 3 0 7 1 6 )

2 7 H Z U 杭州大学生物系 ( 杭州
,

3 1 0 0 12 )

2 8 I B K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雁山
,

5 4 1 0 0 6 )

2 9 I B S O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广州
,

5 1 0 e 5 0 )

3 0 I F P 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 ( 沈阳
,

1 1 0 0 1 5 )

31 I M M 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一

( 北京
,

天坛 )

5 2 J s P O 山东大李生物系 ( 济南
,

2 5 0 1 0 0 )

33 J X U 江西大学生物系 ( 南昌
,

第四交通路 )

34 K U N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 ( 昆明
,

6 5 0 2 04 )

3 5 L B G 庐山植物园 ( 江西
,

庐山
,

3 3 2 0 0 0 )

3 6 L Z U 兰州大学生物系 ( 兰州
,

7 3 0 0 0 0 )

37 N
`

南京大学生物系 ( 南京
,

2 1 0 0 0 8 )

3 8 N A S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 南京
,

2 1 0 0 4 2 )

3 9 N E尸 I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系 ( 哈尔滨
,

1 5 0 0 4 0 )

40 N F 南京林业大学林学系 ( 南京
, 2 1 0 0 3 7 )

41 N M A O 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原系 ( 呼和浩特 )

42 N M P O 内蒙古林学院林学系 ( 呼和浩特 )

4 3 N M T O 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 ( 呼和浩特 )

州
\

NP A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及古生物研究所古植物室 (南京
,

3 ( 1 9 7 7 )

8
.

1 ( 1 95 1 )

3 ( 1 9 5 8 )

5 ( 1 9 6 0 )

1 0 ( 1 9 6 1 )

3 ( 1 9 4 6 )

0
.

6 5 ( 不详 )

10 ( 1习5 9 )

2 0 ( 1 9 5 6 )

5
.

8 ( 1 9 5 8 )

6
.

2 ( 1 9 6 4 )

3
.

5 ( 1 8 7 8 )

7
.

5 ( 1 9 5 3 )

7
.

6 ( 1 9 4 8 )

1 3
.

6 ( 1 9 6 2 )

2 ( ? )

8 ( 1 95 2 )

1 2 ( ? )

7
.

5 ( ? )

3 3 ( 1 9 3 5 )

7 0 ( 1 9 2 8 )

2 9
.

9 ( 1 9 5 3 )

5 ( 1 9 5 6 )

1 ( 1 9 46 )

6
.

2 ( 1 9 6 4 )

7 9 ( 1 9 3 0 )

1 5 ( 1 9 3 4 )

1 1 ( 1 9 4 7 )

1 5 ( 1 9 1 5 )

6 0 ( 1 9 2 3 )

1 0 ( 1 9 5 3 )

1 0 ( 1 9 2 3 )

2 ( 1 95 8 )

2 ( 1 9 5 8 )

2
.

5 ( 1 9 5 2 )

2 1 0 0 0 8 ) 1
.

5 ( 1 9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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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植物标本室代号介绍 念合弓

4 5 NW T O 甘肃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 (兰州
,

7 3 0 0 7 0 ) 1 3 ( 19 3 7 )

4 6 P E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分类室 ( 北京香山
,

2 0 0 0 9 3 ) 1 5 0 ( 1 92 8 )

4 7 P E M 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 ( 北京
, 1 0 0 0 5 3 ) 1

.

6 ( 1 9 4 3 )

吐8 P E Y 北京大学生物系 ( 北京
,

1 0 0 8 7 1 ) 5 ( 1 9 1 4 )

4 9 p Y U 云南大学生态地值物研究所照类室 ( 昆明
,

6 5 0 0 0 1 ) 5
.

5 ( 1 9 6 4 )

50 S C F I 四川省林业科学院森林植物分类室 ( 成都
,

金华街 ) 1 0 ( 1 9 3 5 )

5 1 S H M 上海自然博物馆植物分馆 ( 上海
,

2 0 0 2 3 2 ) 1 5
.

2 ( 1 9 6 2 )

5 2 s H M I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 上海
,

2 0 0 0 3 1 ) 2 ( 1 9 5 6 )

5 3 S M 四川中医药研究所 ( 重庆
,

6 3 0 0 6 5 ) 2 5 ( 2 9 5 7 )

5 4 SW F O 西南林学院林学系 ( 昆明温泉 ) 1 0 ( 1 0 3 9 )

5 5 s y p o 沈阳药学院药用植物系 ( 沈阳
,

1 1 0 0 1 5 ) 5 ( 1 0 3 1 )

5 6 S Y S 中山大学生物系 ( 广州
,

5 1 0 2 7 5 ) 2 0 ( 1 9 1 2 )

5 7 5 2 四川大学生物系 ( 成都
,

6 1 0 0 6 4 ) 4 5 ( 1 9 55 )

5 8 T A I 国立台湾大学植物系 ( 台北
,

1 0 7 6 0 ) 2 1
.

5 ( 1 9 2 5 )

5 9 T A I P 台湾林业研究所 ( 台北 ) 6 ( 1 9 04 )

6 0 T I E 天津自然博物馆 ( 天津
,

3 0 0 0 7 4 ) 9
.

7 ( 2 9 5 2 )

6 1 T U N G 东海大学生物系 ( 台湾台东
,

4 0 7 0 4 ) 5 ( 1 9 6 9 )

6 2 W H 武汉大学生物系 ( 武汉
,

4 3 0 0 7 2 ) 3 0 ( 1 9 3 0 )

6 3 WN U 西北大学生物系 ( 西安
,

7 1 0 0 6 9 ) 7
.

7 ( ? )

6 4 W U K 西北植物研究所 ( 陕西杨陵
,

7 1 2 1 0 0 ) 5 2 ( 1 9 3 6 )

6 5 X B G H 西安植物园 ( 西安
,

7 1 0 0 6 1 ) 3
.

2 ( 1 9 6 0 )

6 6 X J A 新疆八一农学院林学系 ( 乌鲁木齐
,

5 3 0 0 5 2 ) 7
.

5 ( 1 9 5峨 )

6 7 X J B I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乌鲁木齐
,

8 3 0 0 1 1 ) 7 ( ? )

68 Y U K U 云南大学生物系 ( 昆明
,

6 5 0 0 9 1 ) 8
.

5 ( 1 9 3 7 )

6 9 Z J F O 浙往林学院林学系 ( 浙江临安 ) 7
.

5 ( 1 9 5 8 )

7 0 Z J分I 浙江林业研究所竹类研究室 ( 杭州
,

3 1 0 0 2 3 ) 2
.

5 ( ? )

注 : 1 ) 以上单位名称由英文译出
,

未与正式中名名称相时照
,

仅供参考
。

2 ) ( ? ) 表示建宾时间未详
。

8 )
,

标本数量以 万 为单位
,

取一位小数
。

按马炜梁等 ( 1 9 86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集刊
,

第 2 集
,

1 79 一 19 1页 ) 约十年前

的统计 ( 资料采用为 19 8 1年 )
,

全国标本馆 ( 室 ) 已超过 150 个
,

且数量达万以 上 的就有83

个单位
。

所以
,

本版索引收载的中国情况仍与实际情况具有很大的距离
,

但在 标 本 数量方

面
,

则有较大增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