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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现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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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模式标本是植物分类和命名的依据和凭证ꎬ也是植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的重要基本资料ꎮ 为提

高模式标本的管理水平ꎬ促进其充分利用和互惠共享ꎬ该文对广西植物标本馆( ＩＢＫ)馆藏模式标本的种类

组成、采集地、采集年代及采集人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和分析ꎮ 结果表明:(１)本馆完成信息数字化的模式标

本共计４ ６４５号ꎬ５ ７３６ 份ꎬ隶属于 １７０ 科 ６１９ 属 ２ １２８ 种(含种下等级)ꎬ馆藏模式标本收集的优势科有樟科、
苦苣苔科、茜草科、山茶科、兰科、荨麻科、百合科、猕猴桃科、大戟科、柿科和杜鹃花科等ꎬ优势属有秋海棠

属、蜘蛛抱蛋属、马兜铃属、紫金牛属和冬青属等ꎮ (２)模式标本分别采自中国的 ２０ 个省(区、市)以及其他

２ 个国家ꎬ模式标本采集较多的省区有广西(４８.１９％)、海南(２４.１４％)和广东(１１.６３％)ꎮ (３)历年模式标本

采集高峰期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和 ５０ 年代ꎬ模式标本命名高峰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与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兴

起ꎬ以及开展«中国植物志»编研等有关ꎬ模式标本的橱柜时间(标本采集到命名的时间间隔)平均为 ２１ 年ꎬ
橱柜时间最长为 ８２ 年ꎮ 该文还对模式标本的馆藏现状及数字化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展望ꎮ
关键词: 广西植物标本馆ꎬ 模式标本ꎬ 维管植物ꎬ 馆藏优势类群ꎬ 数字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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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标本馆( ＩＢＫ)始建于 １９３５ 年ꎬ即广西植物研究所

建立之时ꎬ就开始进行植物标本的采集、保藏和研

究工作ꎬ经几代植物学家的艰苦工作后ꎬ现收藏有

国内外维管植物标本 ５０ 余万份ꎬ苔藓植物标本约

１ 万份、大型真菌标本约 ０.５ 万份ꎮ 馆藏标本主要

来源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ꎬ同时收藏部分中国华

东、华北及越南和老挝等地植物标本ꎬ标本尤以喀

斯特植物最为特色ꎮ 馆藏大量的标本不仅是编研

地方和国家等重要生物多样性编目及志书的科学

依据ꎬ也是广西以及周边乃至东南亚地区研究、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植物资源的重要基础ꎮ

模式标本是植物分类学家从事植物分类研究

不可缺少的科学依据ꎮ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一

个重要原则是一种植物名称必须具备一个模式

(Ｔｕ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植物的名称永远和它的模

式相连在一起ꎬ即模式是植物的“人事”档案ꎬ标本

馆是植物的档案馆ꎮ 对模式标本及相关文献收集

管理历来为各国植物学家所重视(王文采ꎬ２０１１ꎻ
杨永ꎬ２０１２)ꎮ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ꎬ我国学者就

着手模式标本的整理ꎬ２００６ 年国家标本数字化平

台启动模式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ꎬ迄今已收集了

国内 １０ 余家主要标本馆维管植物模式标本数据 ４
万余条ꎬ同时收集国外收藏的数据ꎬ共获得中国维

管植物模式标本数据 ５ 万余条(谢丹等ꎬ２０２１)ꎮ
整理编研出版了一批模式标本的相关文献和书籍

(靳淑英ꎬ１９９４—２００７ꎻ方鼎ꎬ２０１２ꎻ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ꎬ ２０１５ꎻ钱长江等ꎬ ２０１７ꎻ欧阳学军等ꎬ
２０１９ꎻ谢丹等ꎬ２０１９)ꎬ这些工作有效地推动了模式

标本数据的信息考证和规范化整理ꎬ对于进行专

科专属研究、编写植物志、开展植物资源调查研究

与保护等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模式标本是镇馆之宝ꎮ 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

模式标本中ꎬ有年代最久远、采集于 １８８６ 年的宽

叶秦岭藤(Ｂｉｏｎｄｉ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ꎬ有举世闻名的“活
化石”孑遗裸子植物银杉 ( Ｃａｔｈａｙａ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ｈｕｎ ＆ Ｋｕａｎｇꎬ１９５８)ꎬ以及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的模式标本 ７０ 余种ꎬ代表中国南方喀斯

特植物多样性显著类群的苦苣苔科植物模式标本

１４０ 余种ꎬ重要的野生水果种质资源类群猕猴桃科

植物模式标本近 ６０ 种ꎬ等等ꎮ 此外ꎬ标本馆内现

还珍藏着秦仁昌、汪发缵、唐进等前辈在国外拍摄

的中国模式标本照片缩微胶片ꎮ
生物多样性数字化是现代标本馆的发展方向

(马克平ꎬ２０１７ꎻ陈建平和许哲平ꎬ２０２１)ꎬ广西植物

标本馆自 ２００３ 年起开始数字化建设ꎬ为中国数字

植物标本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ｒ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ＣＶＨ) 核

心共建单位(刘慧圆等ꎬ２０１７)ꎬ当前馆藏标本 ８０％
以上均完成标本信息数字化并实现网络共享ꎬ在
国家数字标本馆的网络点击量一直位居全国各标

本馆前列ꎮ 为了方便植物学者的研究工作ꎬ加强

与国内外各单位的学术交流ꎬ提高植物标本的科

学管理水平和利用率以及研究价值ꎬ本文对广西

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数字化信息进行整理与

汇总分析ꎮ

１　 材料与方法

广西植物标本馆( ＩＢＫ)一直注重模式标本及

文献资料的收集与保存ꎬ馆藏模式标本是单独按

系统存放模式库中ꎮ １９９３ 年在李树刚先生的支持

下ꎬ钟树华、梁惠芳和覃祖红对馆藏模式标本及文

８８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献进行整理汇编ꎬ共收集维管束植物 １１２ 科 ７７９
种ꎮ 从 ２００３ 年至今ꎬ在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的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项目支持下ꎬ陆续开展

了馆藏标本的数字化与共享工作ꎬ为了方便模式

标本的管理ꎬ又便于科研人员研究参考采用ꎬ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开展了馆藏模式标本数字化与共享

的专题任务ꎬ并聘请毛宗铮先生进行模式标本的

考证与清理ꎮ 但是ꎬ由于馆藏标本体量大且受当

时条件影响ꎬ模式文献获取有限ꎬ模式标本的整理

还待深入持续开展ꎬ同时每年不断有新分类群发

表使馆藏模式标本不断有新增ꎬ因而在 ２０１８ 年再

次开展了馆藏模式标本整理与数字化的工作ꎮ 本

文是基于以上工作成果进行模式标本汇总ꎬ所统

计数据均从广西植物标本馆植物标本信息系统数

据库中获得ꎮ
馆藏模式标本信息及文献的考证与数字化采

用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植物模式标本数字化建

设的方法 (林祁ꎬ２０１７)ꎮ 模式标本包含主模式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等模式( Ｉｓｏｔｙｐｅ)、副模式(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
合模式( Ｓｙｎｔｙｐｅ)和后选模式(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等ꎬ馆藏

模式库中的产地模式 (Ｔｏｐｏｔｙｐｅ) 依现行植物法规

(Ｔｕ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不再列入模式范畴ꎮ 模式标

本信息内容记录详尽、清晰和完整地忠实于标本

的原始记录ꎬ标本数据记录分为馆代码、标本号、
条形码、模式类型、库存、标本状态、采集人 /队、采
集号、采集日期、国家、省市、区县、地名、生境、经
度、纬度、海拔、性状、叶、花、果、科、属、种、定名

人、中文名、鉴定人、鉴定日期、备注和历史鉴定信

息等字段ꎮ 当前馆藏模式标本的归柜系统ꎬ一直

沿用蕨类植物标本采用秦仁昌(１９７８)的系统、裸
子植物标本采用郑万钧(１９７８)的系统、被子植物

标本采用哈钦松系统(双子叶植物 １９２６ 年、单子

叶植物 １９３４ 年)归柜放置ꎬ因此ꎬ本文亦采用以上

分类系统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模式标本类群概况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广西植物标本馆标本信息

系统数据库已录入 ４ ６４５ 号 ５ ７３６ 份模式标本信

息ꎬ其中蕨类植物模式标本 １４７ 号 １５８ 份ꎬ份数占

全部已录入模式标本总份数的 ２.７５％ꎬ裸子植物

模式标本 ３４ 号 ４４ 份ꎬ份数占 ０.７７％ꎬ被子植物模

式标本 ４ ４６４ 号 ５ ５３４ 份ꎬ份数占 ９６.４８％ꎻ模式标

本为国外采集的有 ６ 号 ７ 份ꎬ来自越南和老挝ꎬ其
余均为国内采集ꎬ达 ４ ６３９ 号 ５ ７２９ 份ꎬ占全部模

式标本的 ９９.８９％ꎬ国内采集分别来自 ２０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ꎮ

馆藏模式标本分别隶属于 １７０ 科 ６１９ 属 ２ １２８
种(包含亚种、变种、变型ꎬ以下同)ꎮ 其中ꎬ蕨类植

物模式标本 ２７ 科 ５０ 属 １１６ 种ꎬ裸子植物模式标本

５ 科 ８ 属 １７ 种ꎬ被子植物模式标本 １３８ 科 ５６１ 属

１ ９９４种(表 １)ꎮ 其中ꎬ主模式标本(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４６７
份ꎬ等模式标本( Ｉｓｏｔｙｐｅ) １ ６５８份ꎮ 在这些模式标

本中ꎬ从标本份数来看ꎬ有 ８３ 科标本少于 １０ 份ꎬ
１７ 科标本只有 １ 份ꎻ有 ４８３ 属的标本数少于 １０
份ꎬ１６３ 属的标本只有 １ 份ꎮ 从物种数量来看ꎬ单
种科有 ３３ 科ꎬ占总科数的 １９.４１％ꎬ单种属有 ３１０
属ꎬ占总属数的 ５０.０８％ꎮ

模式标本记录的标本状态分为有花有果、有
花无果、无花有果、无花无果、有孢子囊等ꎬ已录入

模式标本中有 ５ ０２４ 份标本有花(果 /孢子囊)ꎬ占
总模式标本的 ８７.５９％ꎬ有花无果的标本最多ꎬ共
２ ６４１份标本ꎬ占总模式标本的 ４６.０４％ꎮ

表 １　 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维管植物模式标本数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ＩＢＫ

模式标本
类群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标本
号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标本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ｐ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蕨类植物
Ｐｔｅｒｉ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１４７ １５８ ２７ ５０ １１６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ｓ

３４ ４４ ５ ８ １７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４ ４６４ ５ ５３４ １３８ ５６１ １ ９９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 ６４５ ５ ７３６ １７０ ６１９ ２ １２８

　 　 蕨类植物模式标本中ꎬ从科来统计ꎬ以鳞毛蕨

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 ( ２９ 种ꎬ ３５ 份 )、 水 龙 骨 科

(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 ( １６ 种ꎬ ２２ 份 )、 金 星 蕨 科

(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 ( ６ 种ꎬ ９ 份 )、 叉 蕨 科

( Ａｓｐ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 ( ６ 种ꎬ ７ 份 )、 蹄 盖 蕨 科

(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 ( ６ 种ꎬ ６ 份 )、 铁 角 蕨 科

(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 ( ５ 种ꎬ ７ 份 )、 膜 蕨 科

(Ｈｙｍ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 ５ 种ꎬ５ 份) 等的标本较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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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来统计ꎬ以耳蕨属 (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 １０ 种ꎬ １４
份)、复叶耳蕨属(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１０ 种ꎬ１０ 份)、鳞
毛 蕨 属 (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 ( ４ 种ꎬ ５ 份 )、 盾 蕨 属

(Ｎｅｏ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４ 种ꎬ５ 份)、瘤足蕨属(Ｐｌａｇｉｏｇｙｒｉａ)
(４ 种ꎬ５ 份)等的标本较多ꎮ

裸子植物模式标本中ꎬ从科来统计ꎬ以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６ 种ꎬ２６ 份)、苏铁科( Ｃｙｃａｄａｃｅａｅ) (６
种ꎬ１１ 份)等的标本较多ꎮ 从属来统计ꎬ以苏铁属

(Ｃｙｃａｓ)(６ 种ꎬ１１ 份)、买麻藤属(Ｇｎｅｔｕｍ) (３ 种ꎬ５
份)等的标本较多ꎮ

被子植物模式标本中ꎬ从科来统计ꎬ种类达 ２０
种以上的科有 ３２ 个[图 １ꎬ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在

哈钦松系统中按 ３ 科排列ꎬ在本文按 １ 科处理]ꎬ
其中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收藏的种

类达 １００ 种以上ꎻ从属来统计ꎬ含 １５ 个种以上的

属有 ２４ 个(图 ２)ꎬ其中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猕猴桃属(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蜘蛛抱蛋

属(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冬青属( Ｉｌｅｘ)、润楠属(Ｍａｃｈｉｌｕｓ)收
藏的种类均超过 ３５ 种ꎮ 这些科、属含种类较多得

益于历代植物分类专家尤其是广西植物分类学者

的长期深入研究ꎬ同时也体现了广西植物研究的

优势科属ꎬ如樟科、苦苣苔科、茜草科、山茶科、兰
科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 荨 麻 科 (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 百 合 科

(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 猕 猴 桃 科 (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 大 戟 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 柿 科 (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 杜 鹃 花 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及秋海棠属(Ｂｅｇｏｎｉａ)、蜘蛛抱蛋属、
马兜铃属(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紫金牛属(Ａｒｄｉｓｉａ)等均为

广西植物标本馆收集和研究的优势类群ꎮ
２.２ 模式标本采集地统计

馆藏中国模式标本采集地分别来自国内 ２０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表 ２)ꎬ其中主

要采集自广西 ( ４８. １９％)、海南 ( ２４. １４％)、广东

(１１.６３％)的模式标本最多ꎬ均超过 ５００ 号且这 ３
省(区)的合计占了总模式标本的 ８６.９６％ꎬ其中海

南模式标本主要来自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崖州

县(现三亚市崖州区)、感恩县(现东方市)、陵水

黎族自治县等地ꎬ广东省模式标本主要来自信宜

市、乳源瑶族自治县、乐昌市、英德市等地ꎮ 而福

建、安徽、重庆、河北、河南、甘肃、辽宁和江苏等省

份的模式标本较少ꎬ不足 １０ 号ꎮ 这些省外模式标

本中除了广东、海南的标本主要是 １９４６ 年广州中

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现在的华南植物园)赠送

４０ ０００ 余份和四川大学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赠送一

大批西南标本外ꎬ其余各省的标本多通过交换或

赠送而来ꎮ
模式产地为广西的标本约占了馆藏模式标本

总数的一半ꎬ采集标本号数在广西区内大致分布

如图 ３ꎬ其主要来自区内的几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ꎬ如弄岗自然保护区(龙州县 ２５６ 号 ３１７ 份)、花
坪自然保护区(龙胜各族自治县 １６７ 号 ２３８ 份ꎬ临
桂县 ６２ 号 ９０ 份)、九万山自然保护区(融水苗族

自治县 １９０ 号 ２１４ 份)、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兴安

县 １１０ 号 １４８ 份)、大瑶山自然保护区(金秀瑶族

自治县 １００ 号 １１９ 份ꎬ平南县 ３５ 号 ４３ 份)、十万

大山自然保护区(上思县 ６７ 号 ７５ 份ꎬ防城港市 ３１
号 ４１ 份ꎬ东兴市 １５ 号 ２２ 份)等ꎬ此外百色地区的

模式标本也较多ꎬ如靖西市(８２ 号 １３２ 份)、那坡

县(５３ 号 ６３ 份)、隆林各族自治县(５７ 号 ７８ 份)、
田林县(４４ 号 ５５ 份)、凌云县(４４ 号 ５０ 份)等ꎬ这
几个县市所处地理为广西的桂西南喀斯特地区ꎬ
尤其靖西和那坡地处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ꎬ为全

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热点区域之一 (Ｍｙｅｒ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ꎬ同时也折射出喀斯特地区丰富的物种多

样性ꎮ
从植物分类群来看ꎬ蕨类植物模式标本分别

采集自国内 １０ 个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ꎬ其中

模式标本数大于 １０ 号的采集地有海南(５４ 号 ５４
份)、广西(２８ 号 ３３ 份)、广东(１９ 号 ２２ 份)、云南

(１４ 号 １６ 份)、四川(１２ 号 １２ 份)ꎬ而湖南、江西、
贵州、香港和福建的模式标本较少ꎬ均不超过 １０
份ꎮ 裸子植物模式标本分别采集自国内 ５ 个省、
自治区ꎬ其中模式标本数最多的是广西(２２ 号 ３１
份)ꎬ主要在苏铁科和松科贡献较大ꎬ而广东、湖
南、海南、四川的模式标本则不超过 ５ 号ꎮ 被子植

物模式标本与馆藏模式标本的比较结果相近ꎮ 采

集自广西 ( ２ １８８ 号 ２ ９５８ 份)、海南 ( １ ０６４ 号

１ ２２９份)、广东(５１７ 号 ５８７ 份)、云南(２２１ 号 ２３０
份)、四川(１７３ 号 １８１ 份)、湖南(１４０ 号 １５３ 份)
的模式标本较多ꎬ而其余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

的模式标本则较少ꎮ
２.３ 模式标本采集时间、命名时间与橱柜时间统计

当前ꎬ馆藏模式标本采集年代最早的是 １８ 世纪

末ꎬ英国人Ａ. Ｈｅｎｒｙ(采集号 ５ ６０６)于 １８８９ 年采集自

四川省的标本ꎬ于 １９１０ 年发表为萝摩科 Ｇｏｎｇｒｏｎｅｍ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Ｗａｒｂ.的等模式标本(Ｉｓｏｔｙｐｅ)ꎬ 这是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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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广西植物标本馆植物模式标本分类群超过 ２０ 种的科
Ｆｉｇ. 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ＩＢＫ

馆藏标本中保存采集时间最早的标本ꎬ也是馆藏

新分类群发表时间最早的模式标本ꎮ 在此期间还

有 Ａ. Ｈｅｎｒｙ(采集号 １１ ８６２)于 １８９６ 年采集自云

南思茅的标本ꎬ为夹竹桃科 Ａｇａｎｏｓｍａ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ｉａｎａ
Ｌéｖｌ. ｖａｒ. ｂｒｅｖｉｌｏｂａ Ｔｓｉａｎｇ 的等模式标本( Ｉｓｏｔｙｐｅ)ꎬ
这两份模式标本完好保存至今已有 １３０ 余年的

历史ꎮ
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历年采集也大

致反映了标本馆采集历史(图 ４)ꎮ 采集时间较早

的一批馆藏模式标本是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主要有

１９２８ 年间来自广西采集的秦仁昌(３０ 号)标本ꎬ以
及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２９ 年期间来自广东和香港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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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广西植物标本馆模式标本植物分类群超过 １５ 种的属
Ｆｉｇ. ２　 Ｇｅｎｅｒａ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ＩＢＫ

蒋英(１５ 号)、左景烈(１３ 号)、陈焕镛( １１ 号)标

本ꎮ 从采集时间显示历年采集的标本数量有两个

高峰期ꎬ其一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期间ꎬ采集的模式

标本达１ ７７０号ꎬ这期间广西植物研究所刚成立ꎬ除
了从华南植物所带了一批标本过来之外ꎬ还在广

西各地展开植物调查采集(李树刚ꎬ１９８５)ꎬ仅在数

年之间采得大量标本ꎬ其中不乏一些模式标本ꎬ采
集地主要来自海南(９８５ 号)、广东(３７２ 号)、广西

(３２５ 号)等ꎻ其二是 ５０ 年代期间采集的模式标本

累计 １ ６１２ 号ꎬ标本采集地主要来自广西( １ １０８
号)、四川(１６５ 号)、海南(１１７ 号)等ꎬ可见采集地

来自广西为最多ꎬ由于这期间标本馆开展了多项

广西植物调查采集研究ꎬ主要包括了中兽医药用

植物调查和广福林区、十万大山、红水河流域及广

西西南部地区等综合考察等ꎬ这些调查积累了大

量的广西各地植物标本ꎮ
此外ꎬ近年来随植物资源野外调查的深入ꎬ依

据形态学和微形态特征的证据ꎬ以及借助分子系

统学证据促进专科专属的研究ꎬ使植物新种仍不

断陆续被发现发表(杜诚等ꎬ２０２１)ꎬ从 ２０００ 年至

今ꎬ馆藏模式标本累计近 ４００ 号ꎬ采集地来自广西

(３２７ 号)为最多ꎬ 其中苦苣苔科、 猕猴桃属、 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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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模式产地为广西的馆藏模式标本数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 ＩＢＫ

表 ２　 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的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ＩＢＫ

分布地点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

标本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ｐｉｅｓ

标本号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分布地点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

标本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ｐｉｅｓ

标本号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中国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３ ０２３ ２ ２３８ 中国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１５ １１

中国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１ ２８６ １ １２１ 中国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１１ ９

中国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６１３ ５４０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７ ５

中国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２４６ ２３５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２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 １８６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２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１６６ １５３ 中国甘肃 Ｇａｎｓｕ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２

中国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７３ ６１ 中国重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３ ２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８ ２１ 中国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１ １

中国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４ ２０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Ｃｈｉｎａ １ １

中国香港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１８ １６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６ ５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１４ １２ 老挝 Ｌａｏｓ １ 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 ７３６ ４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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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历年采集数量和物种发表命名数量统计
Ｆｉｇ. 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ａｘ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ＩＢＫ

图 ５　 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的橱柜时间统计
Ｆｉｇ. ５　 Ｓｈｅｌｆ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ＩＢＫ

棠属、马兜铃属、蜘蛛抱蛋属等科、属的新分类群

不断被发现ꎮ
从依托馆藏模式标本ꎬ历年发表新分类群的

命名数量来看(图 ４)ꎬ自 １９１０ 年以来至今一直有

新分类群陆续发表ꎬ数量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不

断攀升ꎬ至 ５０ 年代时达第一小高峰ꎬ至 １９８０ 年前

后达到最多ꎬ在 １９７８ 年到 １９８４ 年间共发表新分

类群达 １ ４２２ 种ꎬ这期间平均每年发表达 ２００ 种以

上ꎬ这正是得益于我国开展的«中国植物志»编研

工作ꎬ植物志的编研在 ５０ 年代后期启动开展ꎬ历
经艰辛后自 １９７８ 年起进入高速发展期(中国植物

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５９—２００４)ꎬ期间随编研工作的

开展ꎬ不仅整理和鉴定了大量的植物标本ꎬ解决了

些科、属的系统位置或分类问题ꎬ还先后发表了许

多论著ꎬ并且此时«广西植物志»的编研工作也在

１９７８ 年正式开始启动ꎬ这些工作促使了诸多植物

新分类群在这期间被描述发表ꎮ
一个物种从标本采集到最终被描述发表的时

间被称为物种的“ ｓｈｅｌｆ ｌｉｆｅ”ꎬ即橱柜时间(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对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的

橱柜时间进行统计(图 ５)ꎬ模式标本的橱柜时间

平均为 ２１ 年ꎬ与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等(２０１２)报道的所有生

物类群的平均橱柜时间相一致ꎬ比植物的平均橱

柜时间(超过 ３０ 年)则至少缩短了 ９ 年ꎮ 馆藏模

式标本仅有 ２３％在被采集到的 ５ 年内得到描述发

表ꎬ约 ５０％的标本在被采集到的 ２０ 年内得到描述

发表ꎬ约 ６％的标本的橱柜时间则超过了 ５０ 年ꎮ
其中橱柜时间最长为 ８２ 年ꎬ 即陈立聊(９２６２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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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２０２１ 年被描述发表ꎬ其橱柜时间达 ８２ 年ꎮ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１(Ｐａｒａ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ｈｙｌｌａｇａｔｈｉｓ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ａ Ｙ. Ｌ. Ｓｕ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Ｙｉｎｇ Ｌｉｕ).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ｓｈｅｌｆ ｔｉｍｅ ｉｓ ８２ ｙｅａｒｓ.

图 ６　 １９３９ 年采集自广西凌云县的标本(陈立卿 ９２６２３)
Ｆｉｇ. ６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Ｂ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１９３９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ｇｙｕ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 Ｌｉｑｉｎｇ ９２６２３)

于 １９３９ 年采集自广西凌云县的标本ꎬ至 ２０２１ 年

描述发表为凹脉锦香草(Ｐｈｙｌｌａｇａｔｈｉｓ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ａ
Ｙ. Ｌ. Ｓｕ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Ｙｉｎｇ Ｌｉｕ) 的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 Ｓ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ꎻ图 ６)ꎬ诸如此类ꎬ虽然分类学家描述的

大多数新物种直接来自野外工作ꎬ但标本馆存贮

丰富的植物标本ꎬ也是有诸多等待被描述发表新

物种的宝藏ꎮ
２.４ 模式标本主要采集人(队)与命名人统计

对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的主要采集

人进行统计(表 ３)ꎬ模式标本数量贡献最大的采

集人为黄志(３９０ 号)ꎬ其余为陈少卿(３３３ 号)、梁
向日(３２０ 号)、侯宽昭(２９１ 号)等ꎬ这批模式标本

以来自广东、海南和广西的为较多ꎮ 从采集年代

来看ꎬ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主要采集人中ꎬ广东和海南

的采集除了前面几位之外还有陈念劬、刘心祈、高
锡朋ꎬ广西的采集人有钟济新ꎬ云南的采集人有王

启无ꎻ５０ 至 ６０ 年代主要采集人中ꎬ广西的采集人

有陈少卿、梁畴芬、李荫昆、李中提、陈照宙、覃浩

富、李治基及广福林区采集队ꎬ四川的采集人有蒋

兴麐、张秀实等ꎬ海南的采集队有吊罗山队和东路

队ꎬ湖南的采集人有谭沛祥ꎻ７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

主要采集人为采集自广西的梁畴芬、李光照和弄

岗综考队ꎻ２０００ 年至今主要采集人为采集自广西

的刘演和许为斌ꎮ
依托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ꎬ描述发

表的物种分类群达 ２ １２８ 种ꎬ对发表物种的命名人

进行统计(表 ４)ꎬ参与命名的学者达 ５００ 多人ꎬ约
有 ５０％的人仅参与 １ 种命名ꎬ而参与 ２０ 种以上的

命名人约 ３０ 人ꎮ 其中ꎬ发表物种数量最多的是广

西植物研究所创建人及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

者之一的陈焕镛(Ｗ. Ｙ. Ｃｈｕｎꎬ２７４ 种)ꎬ其次为美

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 Ｍｅｒｒｉｌｌ ( Ｅ. Ｄ. Ｍｅｒｒ.ꎬ
１５１ 种)ꎬ以及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秦仁昌

(Ｃｈｉｎｇꎬ９８ 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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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数量在 ５０ 号以上的采集人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ＩＢＫ

主要采集时间
Ｍａ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

采集人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模式标本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主要采集地
Ｍａ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主要采集时间
Ｍａ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

采集人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模式标本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主要采集地
Ｍａ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ꎬ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黄志
Ｃ. Ｗａｎｇ

３９０ 广东ꎬ海南ꎬ广西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Ｈａｉｎ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５４ 海南东路队
Ｅａｓｔ Ｒｏａ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５１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１９３０—１９３７ 梁向日
Ｘ. Ｒ. Ｌｉａｎｇ

３２０ 广东ꎬ广西ꎬ海南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Ｈａｉｎａｎ

１９５５ 广福林区采集队
Ｇｕａｎｇｆｕ ｆｏｒｅｓｔ ｚｏｎ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６８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３０—１９３３ 陈念劬
Ｎ. Ｋ. Ｃｈｕｎ

１７６ 广东ꎬ海南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Ｈａｉｎａｎ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李荫昆
Ｙｉｎ￣Ｋｕｎ Ｌｉ

１０１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３０—１９３５ 高锡朋
Ｓ. Ｐ. Ｋｏ

１５１ 广东ꎬ广西ꎬ海南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Ｈａｉｎａｎ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覃浩富
Ｈａｏ￣Ｆｕ Ｑｉｎ

５１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３３ 曾怀德
Ｗ. Ｔ. Ｔｓａｎｇ

６６ 广西ꎬ广东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９５６—１９６２ 李治基
Ｚｈｉ￣Ｊｉ Ｌｉ

５１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 侯宽昭
Ｆ. Ｃ. Ｈｏｗ

２９１ 广东ꎬ海南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Ｈａｉｎａｎ

１９５７—１９５９ 李中提
Ｚｈｏｎｇ￣Ｔｉ Ｌｉ

９３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刘心祈
Ｓ. Ｋ. Ｌａｕ

１７６ 广东ꎬ海南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Ｈａｉｎａｎ

１９５７—１９６４ 陈照宙
Ｚｈａｏ￣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

９１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３５—１９５５ 钟济新
Ｃｈｉ￣Ｈｓｉｎ Ｔｓｏｏｎｇ

１２５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谭沛祥
Ｐ. Ｘ. Ｔａｍ

６２ 湖南ꎬ广东
Ｈｕｎ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王启无
Ｃ. Ｗ. Ｗａｎｇ

８０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１９７８—１９９９ 李光照
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ｏ Ｌｉ

７６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ꎬ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陈少卿
Ｓ. Ｈ. Ｃｈｕｎ

３３３ 广西ꎬ广东ꎬ湖南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Ｈｕｎａｎ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弄岗综考队
Ｎｏｎｇｇ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５０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５１—１９５７ꎬ
１９７４—１９８８

梁畴芬
Ｃ. Ｆ. Ｌｉａｎｇ

７２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刘演
Ｙａｎ Ｌｉｕ

８４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蒋兴麐、
张秀实等

Ｘｉｎ￣Ｌｉｎ Ｊｉａｎｇꎬ
Ｘｉｕ￣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ꎬ ｅｔｃ.

１３９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许为斌
Ｗｅｉ￣Ｂｉｎ Ｘｕ

１１３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海南吊罗山队
Ｄｉａｏｌｕｏｓｈ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６１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３　 讨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ꎬ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藏模式
标本的类群丰富多种ꎬ不仅与国内其他大中型标

本馆一样有早期与华南植物园及四川大大学等标

本馆交换来的外省市模式标本ꎬ更有其他馆所缺

乏的独一无二的大量产自广西的新物种植物模式

标本ꎬ尤其包括近期在区内开展的各个自然保护

区的综合考查和大型的调查ꎬ如开展的全国第四

次中药资源普查、全国第二重点保护植物调查等ꎬ
以及苦苣苔科、秋海棠科、柿科、蜘蛛抱蛋属、马兜

铃属等专项调查采集的大量模式标本ꎮ 然而ꎬ从
中也可以看出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藏模式标

本及标本的明显不足ꎬ即自然保护区以外的范围

以及非重点科属(本单位缺乏相关的专家)的采集

相对薄弱ꎬ应于后续的工作中加以补充ꎬ或加强联

合外单位的专科专属专家开展调查研究ꎬ例如近

年在野牡丹科、菊科、安息香科等联合国内分类专

家发表了广西相关新分类群ꎬ使馆藏模式标本更

丰富、更具特色ꎮ
模式标本是确定植物学名的依据ꎬ其妥善保

存显得非常重要ꎬ但模式标本的整理考证和数字

化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ꎮ 广西标本馆馆

藏模式标本在开展模式标本的考证整理中常遇上

棘手的问题ꎬ如在早期模式标本上标注为 Ｔｙｐｕｓꎬ
但却并未指定为何种模式类型的问题较为常见ꎬ
其次是新分类群列举了多个采集号的标本ꎬ但未

指定主模式ꎬ或同时指定 ２ 个以上采集号的标本

为模式ꎬ需要对这类模式标本做进一步的深入考

证工作ꎮ 如长茎金耳环(Ａｓａｒｕｍ ｌｏｎｇｅ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ｏｓｕｍ
Ｃ. Ｆ.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Ｃ. Ｓ. Ｙａｎｇ) 发表时同时指定了张超

６９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表 ４　 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描述发表 ３０ 种以上的命名人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ｗｈ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ｉｒｔｙ ｎｅｗ ｔａｘａ ｏｒ ｍｏｒｅ ｉｎ ＩＢＫ

姓名
Ｎａｍｅ

标准拼写
Ｓｔａｎｄ ｎａｍｅ

命名种数
Ｎｏ. ｏｆ

ｎｅｗ ｔａｘａ

馆藏标本类群
Ｔｙｐｅｓ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ｇｒｏｕｐ

陈焕镛 Ｃｈｕｎ Ｗｏｏｎ￣ｙｏｕｎｇ Ｗ. Ｙ. Ｃｈｕｎ ２７４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Ｍｅｒｒｉｌｌꎬ Ｅｌｍｅｒ Ｄｒｅｗ Ｅ. Ｄ. Ｍｅｒｒ. １５１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秦仁昌 Ｑｉｎ Ｒｅｎｃｈａｎｇ Ｃｈｉｎｇ ９８ 蕨类植物 Ｆｅｒｎ

王文采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ｃａｉ Ｗ. Ｔ. Ｗａｎｇ ８４ 苦苣苔科ꎬ荨麻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ꎬ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侯宽昭 Ｈｏｕ Ｋｕａｎｚｈａｏ Ｆ. Ｃ. Ｈｏｗ ８４ 华南植物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张宏达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ｄａ Ｈ. Ｔ. Ｃｈａｎｇ ８３ 山茶科ꎬ木樨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ꎬ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刘演 Ｌｉｕ Ｙａｎ Ｙａｎ Ｌｉｕ ８１ 广西植物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蒋英 Ｊｉ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Ｔｓｉａｎｇ ７７ 夹竹桃科ꎬ萝藦科ꎬ番荔枝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ꎬ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ꎬ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罗献瑞 Ｌｏ Ｘｉａｎｒｕｉ Ｈ. Ｓ. Ｌｏ ７４ 茜草科ꎬ无患子科ꎬ防己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ꎬ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ꎬ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吴征镒 Ｗｕ Ｚｈｅｎｇｙｉ Ｃ. Ｙ. Ｗｕ ６３ 唇形科ꎬ爵床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ꎬ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方文培 Ｆａｎｇ Ｗｅｎｐｅｉ Ｗ. Ｐ. Ｆａｎｇ ６１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李树刚 Ｌｉ Ｓｈｕｇａｎｇ Ｓ. Ｌｅｅ(Ｓ. Ｋ. Ｌｅｅ) ５２ 樟科ꎬ柿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ꎬ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梁畴芬 Ｌｉａｎｇ Ｃｈｏｕｆｅｎ Ｃ. Ｆ. Ｌｉａｎｇ ４５ 马兜铃科ꎬ猕猴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ꎬ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黄成就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ｅｎｊｉｕ Ｈｕａｎｇ ３９ 壳斗科ꎬ芸香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ꎬ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韦发南 Ｗｅｉ Ｆａｎａｎ Ｆ. Ｎ. Ｗｅｉ ３８ 苏铁科ꎬ樟科 Ｃｙｃａｄａｃｅａｅꎬ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许为斌 Ｘｕ Ｗｅｉｂｉｎ Ｗ. Ｂ. Ｘｕ ３５ 苦苣苔科ꎬ报春花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ꎬ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汪发缵 Ｗａｎｇ Ｆａｚｕａｎ Ｗａｎｇ ３５ 百合科ꎬ莎草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ꎬ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方鼎 Ｆａｎｇ Ｄｉｎｇ Ｄ. Ｆａｎｇ ３２ 秋海棠科ꎬ苦苣苔科ꎬ爵床科ꎬ姜科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ꎬ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ꎬ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ꎬ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唐进 Ｔａｎｇ Ｊｉｎ Ｔａｎｇ ３１ 百合科ꎬ兰科ꎬ莎草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ꎬ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ꎬ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谭沛祥 Ｔａｎ Ｐｅｉｘｉａｎｇ Ｔａｍ ３０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胡先骕 Ｈｕ Ｘｉａｎｓｕ Ｈｕ ３０ 木本植物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

良 ００１(存北京中医研究院 ＢＣＭＭ)和张超良 ００２
(存广西植物研究所 ＩＢＫ) 两份标本为模式标本

Ｔｙｐｅ(梁畴芬ꎬ１９７５)ꎬ此后ꎬＣｈｅｎｇ 和 Ｙａｎｇ(１９８３)、
Ｈｕａｎｇ 等(２００３)、Ｊｉａｎｇ 等(２０１１)以及 Ｄｅｎｇ 和 Ｙｕ
(２０１４)先后对此模式标本进行考证ꎬ最终指定张

超良 ００１(北京中医研究院 ＢＣＭＭ)为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ꎬ可
见模式标本的考证并非易事ꎬ因而模式标本数字

化建设还需作长期不懈的努力ꎮ
标本数字化工作的快速开展和便捷的网络式

访问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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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丹等ꎬ２０２１)ꎮ 但是ꎬ标本馆在收集模式标本时

也面临一些困难ꎬ如一些新分类群发表时虽然指

定了模式标本的收藏标本馆ꎬ但并未能如期把模

式标本放入标本馆中保存ꎬ而使模式标本长期散

落于标本馆外ꎬ即学术圈内常说的放入了个假标

本馆中ꎬ这不仅不利于模式标本的保护ꎬ也不利于

信息数据的互惠共享ꎮ 因此ꎬ呼吁新分类群发表

后尽快把模式标本放入指定标本馆收藏ꎬ以保证

其妥善永久保存并能充分发挥其科研价值和社会

应用价值ꎮ
致谢　 广西植物研究所韦发南教授为该文提

供宝贵建议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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