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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模式标本数据整合新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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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命名模式是分类群名称永久依附的成分ꎬ在分类学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ꎮ 中国复杂的植物采

集历史以及对中国植物标本开展研究的单位各异ꎬ导致我国植物模式标本零散分布于全球各大标本馆ꎬ给
分类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ꎮ 标本数字化的开展为模式标本数据整合提供了新的机遇ꎬ同时也给我

们带来了人名和地名标准化以及模式类型确认等方面的挑战ꎮ 我国于 ２００６ 年开始对模式标本数据进行收

集和整理ꎬ迄今已完成国内外 ２０ 余家标本馆 ９ 万余条标本数据的收集ꎮ 模式考证和模式类型清理是我们

下一步亟须开展的工作ꎬ同时我们应将地名变更资料、人名考证资料进行整合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以推动

模式标本数据的标准化ꎮ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摸清中国模式标本的家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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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模式标本是指一个分类群名称发表时所
依据 的 标 本ꎬ 包 括 主 模 式 (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 等 模 式
( Ｉｓｏｔｙｐｅ)、副模式(Ｐａｒａｔｙｐｅ)、合模式(Ｓｙｎｔｙｐｅ)、后
选模式(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新模式(Ｎｅｏｔｙｐｅ)和附加模式
(Ｅｐｉｔｙｐｅ)等ꎬ是物种存在的永久凭证ꎬ在保障命名
体系稳定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ꎬ在植物分类学研
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杨永ꎬ２０１２ꎻ林祁等ꎬ
２０１７ꎻＴｕ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它与物种的原始描述
均为分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ꎮ

中国 是 全 球 １７ 个 生 物 多 样 性 大 国 之 一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４)ꎮ 区系多样性居北半球首位
(孙航等ꎬ２０１７)ꎮ 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引起了国家
和民众的高度重视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中国开始编
撰«中国植物志»ꎬ历时半个世纪ꎬ全书全部出版
(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５９—２００４)ꎮ 随后ꎬ我
国与密苏里植物园合作编撰了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该
书在«中国植物志»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和修订ꎬ并
以英文的形式进行定稿(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９—２０１３)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植物卷)»的编研工
作启动ꎬ并于 ２０１８ 年完成全书各卷册的出版ꎬ该
书主要基于最新的植物分类系统对中国植物名
称、分布和文献等信息进行整合及年度更新(Ｘｉ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虽然大量植物多样性家底清查工
作已经开展ꎬ但物种存在的凭证———模式标本的
收集与整理工作仍进展缓慢ꎮ 这与我国的国情有
较大的关系ꎮ 我国的植物分类学起步较晚(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ꎬ较 Ｌｕｃａ Ｇｈｉｎｉ 发明腊叶标本制作晚了
三个半世纪ꎬ较林奈创立双名法晚了约一个半世
纪(王文采ꎬ２０１１ꎻ杨永ꎬ２０１２)ꎮ 同时ꎬ外国学者对
我国植物认识和采集较早ꎬ外国人对中国植物的
认识最早可追溯到 １３ 世纪后期ꎬ马可波罗、葡萄
牙商人及一些早期的传教士虽未在中国采集植物
标本ꎬ但记录了大量欧洲没有记载的植物种类ꎬ让
西方植物学家对中国植物资源有了初步的印象ꎬ
致使之后外国植物学家在中国大规模的采集活
动ꎮ 他们在中国采集植物标本始于 １７ 世纪ꎬ从 １７
世纪中叶到 ２０ 世纪中叶的 ３００ 余年时间里采集植
物标本多达 １２１ 万余份ꎮ 这一时期在中国进行植
物采集且有记录的植物学家(包括传教士、外交
官、商人和学者等)有 ３００ 余位ꎬ如英国的 Ｅｒｎｅｓｔ
Ｈｅｎｒｙ Ｗｉｌｓｏｎ、 Ｈｅｎｒｙ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Ｈａｎｃｅꎬ 爱 尔 兰 的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Ｈｅｎｒｙꎬ法国的 Ｐèｒｅ 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 Ｄｅｌａｖａｙ 以
及奥地利的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Ｈａｎｄｅｌ￣Ｍａｚｚｅｔｔｉ 等 (王印政
等ꎬ２００４)ꎮ 我国植物分类学起步及发展较晚导致
大量模式标本保存于国外标本馆中ꎮ 据不完全统

计ꎬ我国 ７０％以上种类的模式标本由外国人采集
并保存于世界各大标本馆中(王印政等ꎬ２００４)ꎮ
标本数字化工作的开展与网络共享为模式标本数
据的整合提供了新的机遇ꎮ

模式标本的数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分类学研
究积累的重要反映ꎬ数量越多说明该地区的研究
越深入ꎬ受关注度越高ꎬ对分类与区系研究越有利
(周友兵等ꎬ２０１７)ꎮ 但是ꎬ我国各地区模式标本的
数量仍然不明ꎮ 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着手
地区 模 式 标 本 的 收 集 与 整 理 工 作ꎬ 如 谢 丹 等
(２０１９)和欧阳学军等(２０１９)ꎬ这些工作的开展将
有效地推动模式标本数据的整合与清理ꎮ

１　 模式标本数字化的兴起与发展

数字仓储(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为我们获得大量
标本信息提供了快捷、简便的方式( Ｓｏｌｔｉｓꎬ ２０１７)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植物标本馆开始将标本信息整合
到内部数据库中( ｉｎ￣ｈｏｕ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ꎬ最终这些数
据可以通过万维网进行访问(Ｃａｎｔｒｉｌｌꎬ ２０１８)ꎮ 澳
大利亚是这项工作开展的先行者之一ꎬ７０ 年代中
期开始了标本馆的标本数字化工作(王利松等ꎬ
２０１０)ꎮ 同一时期ꎬ德国哥廷根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öｔｔｉｎｇｅｎꎬ ＧＯＥＴ)开始建立模式数据库ꎬ数据库包
含模式标本信息８ ０００余份(Ｓｃｈｍｕｌ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ꎮ
这些工作为后期模式标本的网络共享打下了基
础ꎮ ２００４ 年 非 洲 植 物 倡 议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ＡＰＩ)的提出标志着全球模式标本数字
化工作的开始ꎬ该项目旨在获取非洲高质量模式
标本照片及相关采集信息ꎮ 随着拉丁美洲植物倡
议(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的实施ꎬ倡议得
到迅速发展ꎬ参加的标本馆数量不断扩增、涉及区
域不断扩大ꎬ该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演变为全球植物倡
议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ＧＰＩ )ꎮ 项 目 受 到
Ａｎｄｒｅｗ Ｗ. Ｍｅｌｌｏｎ 基金会的支持并通过 ＪＳＴＯＲ
(ｈｔｔｐｓ: / / ｐｌａｎｔｓ.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 / )将全球 ３００ 余家标本馆
及 ２００ 余万份高分辨率的模式标本向科研工作者
进行展示ꎬ极大地满足了分类学家对模式标本的
需求(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ｋｅｗ. ｏｒｇ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ｇｐｉꎻ ｈｔｔｐｓ: / / ａｂｏｕｔ.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 / ｈａｔｓ
－ ｉｎ － ｊｓｔｏｒ / ｐｒｉｍａｒｙ －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ｌａｎｔｓ / ꎻ
Ｌｕｇｈａｄｈａ ＆ Ｍ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０９)ꎮ 我国于 ２００６ 年启动植
物标本数字化工作ꎬ同年开始对模式标本进行收
集和整理ꎬ迄今已收集了国内 １０ 余家主要标本馆
４ 万余条维管植物模式标本数据ꎮ 同时ꎬ我们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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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标本馆已经数字化的中国模式标本数据进行
收集ꎬ并获得中国维管植物模式标本数据 ５ 万余
条(表 １)ꎮ

２　 国内外主要标本馆对中国植物
模式标本的馆藏及数字化情况

截至目前ꎬ大部分标本馆的模式标本数字化
工作已基本完成ꎬ如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
馆(Ｅ)、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Ｐ)以及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ＰＥ)等ꎮ 从目前已数字
化的模式标本数量来看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标本馆以 ２２ ０００ 份居首位(林祁等ꎬ２０１７)ꎬ其次
为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１０ ８０７)、英国爱丁
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１０ ７００)以及美国哈佛大学
标本馆(Ａꎬ ＧＨꎬ ＡＭＥＳꎬ ＦＨꎻ １０ １３９) (表 １)ꎮ 英
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Ｋ)和东京大学标本馆
(ＴＩ)尚未数字化完全ꎮ 虽然已数字化的模式标本
数量达到了一定的量级ꎬ但仅极少部分标本馆对
模式标本进行了整理ꎮ 部分标本馆在馆藏的模式
标本上附上了相应的原始文献信息ꎬ如维也纳自
然历史博物馆(Ｗ)、维也纳大学标本馆(ＷＵ)以及
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ꎻ也有部分标本馆
对该馆的模式标本进行整理并出版了相应的名录
或数据集ꎮ 例如ꎬＧｒａｂｏｖｓｋａｙａ￣Ｂｏｒｏｄｉｎａ (２０１０) 出
版了俄罗斯科学院科马洛夫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ＬＥ)东亚维管植物模式标本名录ꎬ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出版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ＰＥ)模
式标本集以及方鼎等(２０１２)出版了广西中医药研
究院植物标本馆(ＧＸＭＩ)维管植物模式标本照片
集等ꎮ

３　 中国模式标本信息收集与整合
新的机遇和挑战

标本数字化工作的快速开展和便捷的网络式
访问为中国模式标本信息的收集与整合提供了新
的机遇ꎬ有效地改变了模式标本信息难以获取的
局面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ꎬ我国植物分类学刚
刚起步ꎬ文献资料多存于国外ꎬ给相关工作的开展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ꎮ 一批植物分类学家借助在国
外学习的机会拍摄模式标本照片ꎮ 如:秦仁昌
１９３０ 年在英国邱园标本馆利用晚上业余时间ꎬ历

时 １１ 个月拍摄模式或有价值的标本照片１８ ０００余
张ꎻ四川大学方文培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从美国哈佛
大学标本馆拍回一大批模式ꎬ这些照片由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编辑成一套«中国种子植物模式
照片集»ꎬ成为«中国植物志»编研的重要参考资料
(汪振儒等ꎬ１９９４)ꎮ 虽然现在模式标本信息的获
取较以前更为方便ꎬ但同时也给数据的标准化工
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ꎬ第一大挑战是采集地的确
定ꎮ 外国植物学家在中国进行专业性的植物采集
最早可追溯至 １８ 世纪ꎬ期间出现了较多的行政区
划变革ꎬ同时在这段采集时间中方言罗马教会字、
威玛氏音标等广泛用于人名、地名的注音ꎬ这些原
因导致地名和人名的复杂多样化(邢福武ꎬ２０１４)ꎮ
例如ꎬ广东罗浮山有 Ｌｏｈ Ｆａ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Ｌｏｆａｕｓｈａｎ、
Ｌｕｏｆｕ Ｓｈａｎ 等 多 种 写 法ꎬ Ｐａｋｗａｎ 和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ｕ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均指代白云山ꎻＬａｎｇｋｏｎｇ 指浪穹县ꎬ最初
由明朝设置ꎬ归邓川州管辖ꎬ清沿明制ꎬ１９１３ 年ꎬ邓
川州改为邓川县ꎬ浪穹县改为洱源县ꎬ１９５８ 年洱源
县、邓川县与剑川县合并ꎬ称剑川县ꎬ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ꎬ恢复原剑川县ꎬ同时洱源、邓川两县合并为洱
源县( ｈｔｔｐ: / / ｘｚｑｈ. ｏｒｇ / ｈｔｍｌ / ｓｈｏｗ / ｙｎ / １９７０７. ｈｔｍｌ)ꎬ
故标本所记载 Ｌａｎｇｋｏｎｇ 应为现在的洱源县ꎮ 再如
Ｔｃｈｅｎ－ｋéｏｕ－ｔｉｎꎬ即城口厅ꎬ清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
置ꎬ１９１３ 年改为城口县ꎮ 海南省的行政地名则显
得更为复杂ꎬ早期对海南进行植物采集的大多为
大陆人ꎬ听不懂海南话和黎话ꎬ因而导致所记录的
采集地名多为误听海南话或黎话而来的“俗名”ꎬ
或为与官方所用的地名音调相仿的“别名”ꎬ早期
的一些植物采集地如定安五指山、琼海黎母岭、儋
县莺歌岭、定安同甲等与现今县域的范围相去甚
远(邢福武ꎬ２０１４)ꎮ 准确的地理信息在植物分类
学研究过程中相当重要ꎬ然而年代久远ꎬ地名考证
也显得尤为困难ꎮ 汇集地名变更资料(Ｈｅｒｂｅｒｍꎬ
１９８８ꎻ 邢福武等ꎬ２０１２)ꎬ根据行政区域历史沿革
建立新旧地名对应数据库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地
名考证的压力ꎻ同时我们可以追踪每一位采集家
当年的采集路线ꎬ从所采植物的生境等野外记录
资料着手ꎬ结合当时该区行政区划与建制的具体
情况ꎬ把当时的地图与现今的地图作比较分析ꎬ多
番考证后确定其在现今建制中的准确位置(邢福
武ꎬ２０１４)ꎮ 我们应尽可能地将采集地以经纬度的
方式进行表示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行政区划变
更ꎮ 第二大挑战是采集人的确定ꎮ 以侯宽昭为
例ꎬ采集记录中有 Ｆ. Ｃ. Ｈｏｗꎬ Ｈｏｗꎬ Ｆｏｏｎ￣Ｃｈｅｗꎬ
Ｈｏｕ Ｋｕａｎ￣ｚｈａｏ 等多种记录形式ꎮ Ｈａｒｒｙ Ｓｍｉｔｈ 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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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内外标本馆对中国维管植物模式标本的数字化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馆代码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ｂａｒｃｏｄ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网址
Ｗｅｂｓｉｔｅ

国外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ａｔ ａｂｒｏａｄ

(５１ ０１８)

法国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Ｍｕｓéｕ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

Ｐ １０ ８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ｎｈｎ.ｆｒ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ｍｎｈｎ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ｐ /
ｉｔｅｍ / ｓｅａｒｃｈ

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
Ｒｏｙ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 １０ ７０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ｒｂｇｅ. ｏｒｇ. ｕｋ / ｓｅａｒｃｈ /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

美国哈佛大学标本馆 ＆ 图书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ｒｂａｒｉａ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 ８ ０９３ ｈｔｔｐｓ: / / ｋｉｋｉ. ｈｕｈ.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 ＧＨ １ ７１２

ＡＭＥＳ ２０５

ＦＨ １２９

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标本馆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ＵＳ ３ ５８８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ｉ.ｅｄｕ

美国纽约植物园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ＮＹ ２ ９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ｓｗｅｅｔｇｕｍ.ｎｙｂｇ.ｏｒｇ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ｖｈ /

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标本馆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ＭＯ ２ ４１５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
Ｒｏｙ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ꎬ Ｋｅｗ

Ｋ １ ８７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ｋｅｗ.ｏｒｇ

俄罗斯科学院科马洛夫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Ｋｏｍａｒｏｖ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ＲＡＳ

ＬＥ １ ８２３ Ｇｒａｂｏｖｓｋａｙａ－Ｂｏｒｏｄｉｎａ (２０１０)

维也纳大学标本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äｔ Ｗｉｅｎ

ＷＵ １ ８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ｕｎｉｖｉｅ.ａｃ.ａｔ /

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
Ｎａｔ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 Ｍｕｓｅｕｍ Ｗｉｅｎ

Ｗ １ ６４０

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 １ ５７６ ｈｔｔｐ: / /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ｎｒｍ.ｓｅ

德国柏林—达勒姆植物园和植物博物馆
Ｂｏｔａｎｉｓｃｈｅｒ Ｇａｒｔｅｎ ｕｎｄ Ｂｏｔａｎｉｓｃｈｅｓ Ｍｕｓｅｕｍ Ｂｅｒｌｉｎ￣Ｄａｈｌｅｍꎬ
Ｚｅｎｔｒａｌ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äｔ Ｂｅｒｌｉｎ

Ｂ ８６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ｇｂｍ.ｏｒｇ

东京大学标本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ｋｙｏ

ＴＩ ８４４ ｈｔｔｐ: / / ｕｍｄｂ. ｕｍ. ｕ － ｔｏｋｙｏ. ａｃ. ｊｐ /
ＤＳｈｏｋｕｂｕ /

国内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ａｔ ｈｏｍｅ

(３９ ４７９)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Ｅ ２２ ００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

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ＩＢＳＣ ７ ６７７

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ＩＢＫ ５ ６２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ＡＳ ５ ０３１

广西药用植物所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ＸＭＩ １ 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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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馆代码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ｂａｒｃｏｄ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网址
Ｗｅｂｓｉｔｅ

台湾大学
Ｔａｉｗ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Ｉ １ ０００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标本馆
Ｌｕｓ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ＬＢＧ ４３６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ＦＰ ４１０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ＸＪＢＩ ９９

记录 为 Ｓｍｉｔｈꎬ 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 Ｈａｒａｌｄ ( Ｈａｒｒｙ )ꎬ Ｋ.
Ａ. Ｈ. Ｓｍｉｔｈꎬ Ｈ. Ｓｍｉｔｈ 等ꎮ 此外ꎬ有时保存在不同
标本馆中的同号标本采集人的记录也会表现出一
定的差异:或记录为采集队ꎬ或对采集人进行分别
组合ꎮ 这些都给采集人的标准化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ꎮ 针对采集人的标准化ꎬ我们首先应统一采集
人的记录方式ꎬ采集人最好记录为英文全称或中
文拼音的形式ꎬ并统一为姓前名后ꎬ姓名之间以
“ꎬ”进行分割ꎬ采集人多于 ３ 人则最好以采集队的
形式进行表述ꎻ其次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优势ꎬ从
同号标本中找出采集人的对应关系ꎮ 近年来ꎬ一
些名称数据库相继被建立ꎬ如哈佛大学标本馆
“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ｉｓｔｓ”以及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中
国植物名称作者(命名人)数据库”ꎬ这些资料为人
名的检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ꎮ 第三大挑战是模式
类型的确定ꎮ 林祁等(２０１７)对国内外标本馆在模
式标本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
总结ꎬ共归为八大类ꎮ 其中ꎬ类型 ５“标注为 Ｔｙｐｕｓꎬ
但并未指定为何种模式类型”和类型 ８“原始文献
记录的标本信息与标本上的采集信息不一致”较
为常见ꎮ 针对这一问题ꎬ我们可以通过查阅物种
发表的原始文献并结合法规定义对这些模式类型
进行确认ꎮ 易于查阅的原始文献和可供快速检索
的模式标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ꎮ 目前ꎬ我们
主要通过 Ｔｒｏｐｉｃｏ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ｏｐｉｃｏｓ. ｏｒｇ)链接
ＢＨＬ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或 者
Ｂｏｔａｎｉｃｕ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ｏｔａｎｉｃｕｓ. ｏｒｇ) 查阅物种原
始文献ꎮ ＢＨＬ 收录的文献数量较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ｕｓ 更为
丰富ꎬ 但 网 站 的 访 问 并 不 友 好ꎮ 通 过 ＪＳＴＯＲ
(ｈｔｔｐｓ: / / ｐｌａｎｔｓ.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查阅馆藏在海外的中国
模式标本照片ꎬ然而我们同样无法获取高清大图ꎬ
仅能看到缩略图ꎮ 与此同时ꎬ国外网址访问较为

困难ꎬ严重影响了分类学研究的开展和模式类型
的确定ꎮ 因此ꎬ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信息整
合系统以快速获取物种的原始文献信息和模式标
本数据ꎮ

４　 展望

随着标本数字化工作的持续推进ꎬ模式标本
的数字化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ꎬ包括哈佛大
学标本馆、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法国巴黎国家
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大型标本馆已经基本
完成了本馆的标本数字化工作并且通过网络进行
了数据的共享ꎮ 这些标本馆馆藏了较多早期西方
植物学家在中国采集的植物标本ꎬ其中不乏模式ꎬ
这为模式整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ꎮ 目前ꎬ我
们已经可以通过数字植物标本馆对美国纽约植物
园(ＮＹ)、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爱丁堡
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和哈佛大学标本馆四家国外标
本馆馆藏的中国植物模式进行访问ꎬ后续更多海
外标本馆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数据也将陆续被上
传ꎮ 植物模式标本数据的收集工作已经达到了一
定的量级ꎬ未来针对模式标本ꎬ我们应该着重于数
据的清理ꎮ 复杂的植物采集历史势必会给模式标
本数据的标准化带来一定的困难ꎬ详实的地名、人
名以及文献资料是实现该工作的关键ꎮ 虽然中国
数字植物标本馆也设立了“中国早期标本采集地
名考”和“中国植物名称作者(命名人)数据库”分
别对一些重要的地名和人名的对应关系进行了展
示ꎬ但相关数据仍有较大的缺口ꎮ 网站后台人员
不仅需要自身对数据进行持续的补充和更新ꎬ同
时应鼓励相关科研工作者将有价值的人名对应资
料、地名变更资料以及分类学研究相关材料进行

０５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上传并推行“谁上传谁负责”的原则ꎬ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可对相关人员进行资金支持ꎮ 群策群
力ꎬ推动该项工作平稳、快速地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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