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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建立与发展
———以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为例

刘艳艳１ꎬ 史志远２ꎬ 李家美２∗

( １. 河南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ꎬ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ꎻ ２. 河南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ꎬ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

摘　 要: 高校标本馆作为重要的科普和教学实践基地ꎬ是连接大学与社会的桥梁ꎬ在提升高校社会影响力和

加快高校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ꎮ 目前ꎬ高校标本馆普遍存在经费少和缺乏管理等问题ꎮ 如何立足高校现

状ꎬ有效解决标本采集和标本数字化过程中耗时耗力的难题ꎬ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植物标本馆ꎬ是高校

标本馆建设关注的焦点之一ꎮ 该文以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新馆建设为例ꎬ介绍了河南农业大学标本馆

成立以来ꎬ充分发挥高校的人力资源优势ꎬ让学生通过实验课或野外实习积极参与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建设ꎬ
基本实现了标本采集、制作、鉴定和数字化的同步进行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既有效锻炼了学生能力ꎬ加深了学

生对植物形态的认识ꎬ发挥了植物标本馆在教学、科学研究及科学普及中的积极作用ꎬ又极大地丰富了标本

馆馆藏量ꎬ有效地促进了高校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发展ꎮ
关键词: 植物标本ꎬ 资源ꎬ 教学ꎬ 科研ꎬ 科普ꎬ 标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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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标本作为收集植物资源信息的一种手

段ꎬ承载着植物的性状和生境信息ꎬ既是研究植物

类群现状和系统演化的重要资料ꎬ也是记录生物

多样性档案和调查资源研究活动的百科全书(覃

海宁和杨志荣ꎬ２０１１ꎻ贺鹏等ꎬ２０２１)ꎮ 植物标本馆

作为植物标本长久妥善保存的收藏地ꎬ既储存了

宝贵的生物学教研材料ꎬ也为相关学科科普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场所ꎮ 文军博士曾在第十九届

国际植物学大会闭幕式报告上提出ꎬ下一个十年

将是种级系统学发展的黄金时期ꎬ而标本馆将是

未来的主战场ꎬ基于标本开展系统学研究需要得

到强化与重视ꎮ 传统标本馆建立和管理成本高、
使用不便以及标本保存困难等(林春蕊等ꎬ２００８ꎻ
陈贤兴ꎬ２０１３ꎻ刘慧圆等ꎬ２０１７)ꎬ已经远远不能满

足人们对植物标本的更高需求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以来ꎬ在高科技和信息数字化的影响下ꎬ国外主

要标本馆开始着手标本信息贮存和收藏的数字化

以及资源共享等数字化建设工作(覃海宁和杨志

荣ꎬ ２０１１ꎻ肖翠等ꎬ２０１７)ꎮ 自 ２１ 世纪以来ꎬ标本

数字化在全球得到了极大推动ꎮ 我国从 ２００３ 年

开始推进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ꎬ并由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ＰＥ)牵头ꎬ联合国内主要标本

馆成 立 了 国 家 植 物 标 本 资 源 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ｖｈ. ａｃ. ｃｎ / ) (覃 海 宁 和 杨 志 荣ꎬ ２０１１ꎻ肖 翠 等ꎬ
２０１７)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全球４ ２８５个标本馆已

加入标本数字化进程( ｈｔｔｐ: / / ｓｗｅｅｔｇｕｍ. ｎｙｂｇ. ｏｒｇ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ꎮ 目前ꎬ世界各地成立了多个网络平台

且提供标本数据查询和共享服务ꎬ如我国的国家

标本资源共享平台(ＮＳＩＩ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ｉｉ.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１７ / ｈｏｍｅ. ｐｈｐ )、 美 国 国 家 标 本 数 字 化 平 台

( ｉＤｉｇＢｉ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ｄｉｇｂｉｏ. ｏｒｇ / )、澳大利亚生

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ａｕ / )以及

整合了多地多家单位的全球标本数据最大的共享

平台———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ꎬ ＧＢＩＦ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ｂｉｆ.
ｏｒｇ / )等ꎮ

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相继建立了数

字植物标本馆ꎬ并积极参与到国家植物标本资源

库的建设中来 (陈贤兴ꎬ ２０１３ꎻ许彩娟ꎬ ２０１５ ) ꎮ
高校标本馆作为重要的科普和教学实践基地ꎬ是
连接大学与社会的桥梁ꎬ是社会认识大学的窗

口ꎬ在提升高校社会影响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ꎮ 但是ꎬ与中国科学院系统大型标本馆相比ꎬ
高校标本馆普遍存在经费少、缺乏管理等问题ꎮ
如何立足高校现状ꎬ有效解决标本采集和数字化

过程中耗时耗力的难题ꎬ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兼
具传统标本馆和数字标本馆功能的新型植物标

本馆ꎬ让高校标本馆在服务教学、科研和社会大

众中发挥其最大的作用ꎬ这是高校标本馆建设关

注的焦点之一ꎮ

１　 河南农业大学新型植物标本馆

的建立

河南农业大学是百年老校ꎬ现有 ２０ 多个学

院ꎮ ２００５ 年ꎬ河南农业大学将农学院和林学院等

几个学院的教学标本汇集在一起ꎬ成立了河南农

业大学植物标本馆(ＨＥＡＣ)ꎮ ２０１４ 年在国家标本

资源共享平台(ＮＳＩＩ)资助下ꎬ河南农业大学植物

标本馆开始进行标本数字化ꎬ建立了数字植物标

本馆ꎬ这标志着河南农业大学新型植物标本馆的

成立ꎮ 目前ꎬ新型植物标本馆的主要工作包括标

本的采集、整理、鉴定及数字化ꎬ以及依托馆藏标

本ꎬ服务植物学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ꎬ以及

面向大众的科学普及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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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河南农业大学标本馆的发展与

利用

２.１ 标本采集和制作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的馆藏标本主要来

源于本科生教学实习、校内教师和研究生科学研

究及与国内外高校及研究所的交流ꎬ其中本科教

学实习中采集的标本是最主要来源ꎮ 本科实习基

地主要设置在大别山区(鸡公山)、伏牛山区(内乡

宝天曼)和太行山区(黄楝树林场和辉县万仙山)
等地ꎬ实习生来自生物科学、农学和中药学等十几

个专业ꎬ每年达上千人ꎮ 由于任务和行程安排强

度较大ꎬ每天都会采集到大量植物标本ꎬ及时整理

才能保证标本的质量ꎮ 野外实习期间ꎬ老师白天

在野外传授植物识别知识ꎬ夜晚和学生们一起查

阅科、属和种植物检索表ꎬ确保鉴定准确性ꎬ详细

记录其采集信息ꎬ并对标本进行简单压制和干燥ꎮ
实习结束之后ꎬ在«植物资源学»和«植物分类学»
等课堂上ꎬ组织学生对实习期间采集到的大量植

物标本进行固定(图 １)ꎮ 这样ꎬ既便于学生及时

巩固野外获得的感性认识ꎬ又解决了制作标本需

要大量的人力问题ꎮ 采集的标本不仅作为标本馆

的补充ꎬ而且在制作标本过程中ꎬ学生们的动手实

践能力得到了提高ꎬ从而激发了学生们浓厚的学

习兴趣ꎮ
２.２ 标本数字化

标本数字化是将标本的各种形态特征转化成

数字化信息且存储起来ꎬ使用者可以借助互联网

方便快捷地查阅馆内实体标本完整的信息资料ꎮ
标本数字化一般包含标本的修复和规范化整理、
采集信息完善、分类鉴定、条形码粘贴、图像获取

及处理、信息录入、平台建设等多个环节ꎮ
一份合格且信息完整的植物标本是进行标本

数字化的前提ꎬ但标本在保存和流通过程中容易

造成标本信息的缺失ꎮ 一方面ꎬ腊叶标本属于易

损藏品ꎬ随着保存时间的增加ꎬ不可避免地出现不

同程度的变色和信息缺失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条件

所限ꎬ因此目前大多数传统标本馆ꎬ尤其是高等学

校标本馆常常面临以下两大问题:(１)大多数高校

标本馆都不具备防虫蛀的管理能力ꎬ随着保存年

限的增加ꎬ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虫蛀标本ꎻ(２)教学

展示和频繁查阅使用ꎬ会导致植物标本出现不同

程度的损坏ꎮ 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植物标本的观察

识别ꎬ也给标本数字化带来了困难和挑战ꎮ 缩短

实体标本采集、制作与数字化的时间间隔ꎬ能够尽

量还原标本的最真实状态ꎬ提高标本数字化的质

量和速度ꎮ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新馆建立过

程中ꎬ利用实验课及课程实习环节ꎬ发挥研究生和

本科生的主观能动性ꎬ在标本制作完成之后ꎬ当年

基本完成标本的数字化ꎬ减少了标本数字化之前

标本的损耗ꎬ大大提高了数字化标本的质量ꎮ

３　 新馆建立后成效显著

自 ２００５ 年成立以来ꎬ河南农业大学标本馆新

馆新增馆藏实体标本 ３ 万余份ꎬ其中 ２.６ 万余份标

本已完成数字化ꎬ包含模式标本 ６０ 号ꎮ 植物标本

馆已成为本校师生学习、了解植物学相关知识的

重要基地ꎬ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开放的场所ꎬ成为

生物、农、林等专业辅助教学的重要手段ꎬ在直观

教学和形象教学中发挥着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同时ꎬ在向社会开放、进行科普宣传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ꎮ
３.１ 教学

高校标本馆凭借丰富的馆藏标本可以为本科

生和研究生提供植物分类以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学

习和培训ꎬ是现场教学、实习实训的基地、外部形

态观察的重要场所ꎬ使教学与标本室工作、植物园

工作与野外工作结合在一起ꎬ达到最佳学习效果ꎮ
在河南农业大学人才培养方案中ꎬ“植物学” “植物

资源学”“木材学”和“中药学”等 ２０ 多门课程与

实践结合密切ꎬ在这些课程的学习中植物辨别占

有重要地位ꎮ 以往对于这些知识的学习多依赖于

教师的课堂讲解ꎬ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只听其

名ꎬ未见其物”ꎬ经常感到枯燥乏味ꎮ 针对这种情

况ꎬ我们不仅将植物标本的采集制作、整理和植物

标本图像信息的采集等列为课堂教学的一部分ꎬ
还将参观植物标本馆列为课程实习的一个重要环

节ꎮ 学生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既提高了自身能

力ꎬ又增强了对植物的感官认识ꎮ
除了现场教学以外ꎬ利用虚拟标本馆传授知

识ꎬ也是高校实践教学中直观教学的一种主要方

式ꎮ 新型植物标本馆建立后ꎬ在野外实习前或实

习后ꎬ 我们指导学生利用河南农业大学生物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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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课堂制作标本
Ｆｉｇ. 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网络平台(图 ２)ꎬ熟悉植

物的形态ꎬ既有效提高了实践教学效果ꎬ又减少了

对实体标本的损耗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我们利用信

息化和数字化技术ꎬ建立植物资源“数据库”和“查
询系统”ꎬ并利用多媒体技术再现生动画面ꎬ通过

五彩斑斓的色彩和动静结合的馆内外互动ꎬ帮助

师生有效完成教学目标ꎮ 此外ꎬ我们还将数字标

本馆与虚拟仿真教学软件有效结合ꎬ进一步结合

植物学专业资源库和云课堂ꎬ组建远程虚拟仿真

实验室ꎬ大大提高了实践教学的伸缩性和适应性ꎬ
克服了实验场地、实验器材、课时数等对学生实践

能力培养的限制ꎮ
３.２ 科研

在河南农业大学标本馆新馆建立过程中ꎬ我
们立足于本标本馆ꎬ在专科专属研究、新类群和新

记录研究以及经济植物资源调查等方面开展了大

量工作ꎬ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植物区系的资料ꎬ为查

明、研究、开发和利用河南植物资源奠定了基础ꎬ
这些工作对河南省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ꎮ 一批植物分类学专业的研究生ꎬ发表了一系

列河南省植物资源专科专属学位论文(李纪红ꎬ

２００６ꎻ谷志云ꎬ２００８ꎻ刘兆云ꎬ２００９ꎻ董利萍ꎬ２００９ꎻ
秦小艳ꎬ２０１１)ꎮ 此外ꎬ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ꎬ我们发现

河南省新分布属 ５ 个、新分布种(包括种下类群)
约 ４０ 个(未发表)ꎮ 在河南省内调查入侵物种异

檐花(Ｔｒｉｏｄａｎｉｓ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ｂｉｆｌｏｒａ)时ꎬ我们发

现带土移栽是其入侵的可能途径ꎬ为生物安全和

外来物种监控敲响了警钟(刘瑶等ꎬ２０１７)ꎮ
３.３ 科普

高校植物标本馆馆藏大量种类繁多的植物标

本ꎬ对植物科学知识的普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ꎮ
自河南农业大学标本馆新馆成立以来ꎬ每年在植

物分类学、生态学和林学等专业研究生中ꎬ招聘标

本馆讲解员ꎻ定期安排专业教师或者标本馆管理

人员讲解植物学相关知识ꎬ增进公众对植物资源

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了解ꎮ 此外ꎬ我们还开展

了一系列陈列展览和科普教育活动ꎬ向公众普及

相关自然科学知识ꎬ唤醒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ꎬ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我们服务的对象包括教

师、研究生、本科生、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市民、
农业科技人员、林业科技人员、进出口贸易工作人

员、自然资源管理人员、药物开发人员、保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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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河南农业大学生物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Ｆｉｇ.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学家、生态学家、国外友好人士、专家学者等ꎮ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先后接待各类人士共计５ ０００人次ꎮ
参观者可现场学习如何采集和制作植物标本ꎬ并
在解剖镜下观察特殊资源植物的显微特征ꎬ亲身

体验自然科学研究的乐趣ꎮ

４　 讨论与结论

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建立ꎬ既需要大量腊叶标

本的充实ꎬ又需要高质量图像信息采集和完善的

平台建设ꎬ这一过程涉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ꎮ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河南农业大学 １ 万余名学生积极参

与标本制作和数字化过程ꎬ实现新增实体标本 ３
万余份ꎬ完成数字化的植物标本 ２.６ 万余份ꎬ极大

丰富了标本馆的馆藏量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既有效

锻炼了学生能力ꎬ加深了学生对植物形态的认识ꎬ
又发挥了高校的人才资源和技术优势ꎬ基本实现

了标本采集、制作、鉴定和数字化的同步进行ꎬ有
效推动了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建设ꎮ

当然ꎬ高校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建设也存在一

些问题ꎬ如标本的来源有限ꎬ绝大部分来源于省内

有限的几个实习基地ꎬ并且采集时间相对集中(每
年的教学实习时间相对固定ꎬ集中于春季学期

末)ꎬ这对于了解本省植物资源来说是远远不够

的ꎮ 此外ꎬ植物分类学被排挤、分类学专业人才后

继无人、缺少经费、缺乏管理等严重制约了地方高

校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可持续发展ꎮ 目前ꎬ河南农

业大学标本馆的建设和日常维护主要依托于国家

标本平台专项资金以及部分校级项目(植物标本

数字化建设项目ꎬ河南农业大学标本馆的数字化

与共享项目)的支持ꎮ 为节省开支ꎬ我们主要依靠

部分植物分类学专业相关的专任教师和研究生兼

职负责指导学生采集制作标本以及标本数字化ꎮ
如何立足本校、本省现状ꎬ加强与其他高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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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几家大型植物标本馆之间的

合作交流ꎬ把分散的标本资源有机整合起来ꎬ同时

发挥高校标本馆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科学院几家大

型标本馆的资金优势和相对先进的管理模式优

势ꎬ促进我国高校及国家植物标本馆的可持续发

展ꎬ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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