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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标本信息共享与整合—— 以广西植物标本馆为例 

沈晓琳，赵志国，刘 演 

( 薯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 ：以植物标本资源整合共享为主线，寻求和探索“信息孤岛”现象的原因，进一步体现共享整合的价值。 

通过开展深入调研 ，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整合方式和共享模式，来实现植物标本信息资 

源的高效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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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标本是植物学家长期从事科研活动的积累 

和人类 自然遗产的永久记录之一 ，是 研究物种的分 

布及其历史 、现状、系统演化的证据 。广西植物资源 

丰富，维管束植物就有 8 354多种，物种数量仅次于 

云南 、四川而位居我 国第三位 ，是发展经济、建设生 

态广西得天独厚 的重要 战略资源 。随着社会 的发 

展、年代的积累 ，馆藏的标本数 量 日益增多 (梁畴芬 

等，1985)，广西 植物标 本馆馆藏标本 已达 4O余万 

份；而全国其他植物标 本馆也相应地收藏了大量植 

物标本 ，如何能从海量信息中，快速、准确 、便捷地从 
一 个查询界面上能获取全部信息成为一个急需解决 

的难点问题。为了解决信息孤岛问题，把分散的、单 
一 的标本数据库通过 网络技术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标 

准；由中科院植物标本馆牵头，各地方标本馆配合， 

构建数字植物标本馆是为了更好地整合植物资源信 

息共享 ，也是相关科研人员必不可少的，是科技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促进全 

社会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平台构建的基础 

1．1广西植物标本数据库构建情况 

广西植物标本馆 (IBK)创建于 1935年，是我 国 

建立较早的植物标本馆之一 ，在全 国 318个植物标 

本馆收藏量的排名中居第七位，为全国十大标本馆 

之一(傅立国，1993)，总建筑面积为 2 000 m。。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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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标本馆的标本来源以广西各地 为主，经过几代 

植物学家的艰苦奋斗，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维管束 

植物标本已达 4O万份(沈晓琳等 ，2005)，共收录 国 

内外植物物种约 12 000种 ，涵盖 了广西植物 8 000 

多种，其中模式标本 4 000余份，涉及 150科 1 100 

余个分类群(刘演等 ，2ooo)，馆藏标本年代最早的采 

集于 1889年。其中尤以石灰岩地区的植物标本最 

为齐全，占本馆馆藏标本的 3O％，是全 国馆藏广西 

石灰岩石山地区植物标本最多的植物标本馆 (林春 

蕊等 ，2008)。在石灰岩石山地 区植物研究领域 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外 ，标本馆还广泛收集华 

南、西南和东北等其他各省区的标本 ，并同时积极与 

周边国家和其它国家的标本馆建立标本交流关系， 

收藏了美国、英国、日本、印尼、新西兰、越南等国的 

部分标本 。目前已完成了 2O万份维管植物标本信 

息数据库的建立，正逐步实现标本数字化、网络化 。 

把网络共享整合数据库技术引入植物标本的管理与 

应用，有助于提高对植物资源的理解与利用，实现资 

源共享。这使得标本馆从传统的以标本借阅为主的 

单功能服务向以信息和知识收集、传播发布、检索为 

主的多功能服务转化 ，由此从“被动式”服务转向“主 

动式”服务，使植物标本馆充分发挥了效益。 

1．2中国数字标本馆数据库构建情况 

“中国数 字植 物标本 馆 (Chinese Virtual Her～ 

barium，简称 CVH”网站(www．cvh．org．cn)是在 

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项 目资助下建立 

的，其宗 旨是为用户提供一个方便快捷获取中国植 

物标本及相关植物学信息的电子网络平台。CVH 

建设的 目的包括：(1)提供中国植物标本及相关植物 

学的全面和最新的信息 ，供专家及一般用户上网查 

询 ；(2)为国内同行间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并实现 

与国际接轨；(3)提供政府及民间对植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参考资料；(4)促进参与标本馆的现 

代化管理建设进程。最终目标是把 CVH建设成为 

中国植物标本信息及植物学科的国家型门户网站。 

网站提供 国内主要标本馆数字化标本信息，包 

括一般标本及模式标本，每份标本信息包括标签信 

息及图像信息，前者包括标本采集人 、采集 日期 ，地 

点、生境与海拔以及科名、种名和鉴定信息及标本存 

放地点(标本馆)等信息。模式标本还附有原始文献 

pdf文件及较高画质影像。网站还提供了与分类学 

研究及相关领域的数据库，包括标本采集地名库、模 

式标本文献库、植物名称及分布、植物名称作者及其 

论著 目录以及《中国植物志》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的电子图书等。目前 CVH网站包含数据库 2O余 

个 ，数据量达 3．3 TB。参与建设单位(共建单位／成 

员单位)达 2o余家，包括中国科学院和地方科学院 

及一些大学标本馆，基本上包含了我 国主要和重要 

的标本馆。 

2 数据共享的技术方法 

2．1数据共享的技术方法 

全国各标本馆都有 自己各 自的平台，所使用的 

系统和数据库各不相 同，但是各成员馆必须使用统 

一 的 标 准 ，其 共 享 数 据 标 准 采 用 Darwin Core 

V1．4，共享系统推荐采用 TapirLink，或者支持导出 

为 Darwin Core格式 的系统；数据交换采用通用的 

XML语言作为标准 ；数据资源共享采用资源 目录以 

文件或数据库形式 提供 资源共享；整个平 台使用 

webservice技术、ASP．NET技术、异步调用技术来 

解决各标本馆彼此之间的差异，使得标本数据可以 

无平台差异、无数据库差异的完美组合。在信息交 

换与共享的技术实现方面，采用了J2EE体系结构， 

利用 Jsp、资源目录、数据交换等技术实现(王卫玲， 

2007)。所有“CVH”系统 中的数据 ，其开放程度由 

各成员馆决定，但至少要提供 Darwin Core中规定 

的 7个必需字段和省份字段。 

2．2数据共享的网络结构 

共享整合数据库是由一组数据库组成，这些数 

据库物理地分布在计算机网络的不同结点或者场地 

上 ，而在逻辑上这些数据库组成一个整体、一个系 

统 ，即构成一个共享整合数据库 。共享整合数据库使 

用计算机网络将地理位置分散而管理和控制又需要 

不同程度集中的多个逻辑单位(通常是集中式数据库 

系统)连接起来，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数据库系统。 

该系统由一台主服务器和各地标本馆客户端及 

相应的 Web服务网站构成。由主服务器调用各节 

点服务器上的数据，调用是异步进行的，不会因为某 
一 节点不通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各节点数 

据在 主服务器上 汇总，将结果返 回给 WEB用户。 

为了保证整个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降低网 

络拥塞可能带来的系统迟滞和不稳定性 ，提高客户 

端处理的效率，该系统数据库分别放在各自的局域 

网内部，彼此相互独立，通过 web Service穿越防火 

墙与外网交换信息 。不能通过 Internet网络直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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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沈晓琳等，2008)，网络结构如图 l所示。 

图 1 数据共享网络结构 

Fig．1 Network structure of data sharing 

馆 

边接数字植物标本馆网络和通信系统 

地区、国家、国际网络、电子邮政等各种区域网f 校园明、馆内终端等 

i 竺兰至 机l联机查询系统』 ‘ 
『外部信息}l_一本单位信息源l广I传统的标本馆信息源『I数字标本馆查询系统 

j I U f 【
． ． ． ． ． ． ． ．_ J 

I 

图 2 数字植物标本馆的模式 

Fig．2 The model of digital Herbarium 

2．3植物标本数据共享模式 

植物标本数据共享模式是一个开放式的硬件和 

软件集成平台，通过数码摄象机和数码像机把植物的 

各种特性数字化，并通过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把植 

物标本的各种特性全方位地集成在 网上服务。在这 

个工程中需要较大的软件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工 

程、信息组织工程、面向市场的用户运营等部分的有 

机组合。按照“整合 、集成、共享 、提升”的基本思路， 

构建具有基础性、公益性、开放性等特点的标本信息 

库(陈三茂等，2003)。将有效地推动数字植物标本馆 

的应用 ，为研究生物多样性及植物现时的、历史 的特 

性提供一个快捷查询平台，其共享模式如图 2所示。 

3 实现共享结果与分析 

3．1共享系统分析 

各标本馆数据库服务器作为该标本馆局域网上 

的一个网络结点 ，在服务器上安装相应的数据库程 

序(如广西植物标本馆 安装 的是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存放着该标本馆的本地数据， 

不同标本馆之间的访问是访 问放置于各标本馆数据 

库服务器上 ，通过分 布式事务或复制来保持数据 的 
一 致性 ；另外 ，各标本馆数据库服务器在主标本馆数 

据库服务器上必须注册 ，才能实现各标本馆对总部 

数据库服务器的访问。 

采用这种方案 ，一方面，减少网络上本地数据库 

服务器的负载 ，降低 了不 同标本馆之间互访的复杂 

性；另一方面，即使整个系统中有某个标本馆出现故 

障，系统仍能运行，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由于各标 

本馆数据库在主标本馆数据库服务器上都有备份， 

所以一 旦 某 站点 出现 故 障数 据 损 坏，通 过 SQL 

Server的复制很容易实现数据 的迅速恢复(张庆莉 

等，2007) 

3．2共享运 行分 析 

整合植物标本数据库 目前参与测试并采用这种 

方式接入的单位有 20余个，可检索总数据量约 250 

多万条记 录(http：／／pe．ibcas．ac．cn／sptest／synin— 

vok．aspx)，这 2O余家单位的植物标本数据已经实 

现共享整合，各单位使用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不完 

全相同，各成员馆使用 的数据库类型有：SQL Serv- 

er2000、MS Access和 MY SQL。但各单位 的整合 

数据库运行情况良好，从调试至今，Ft均独立 IP稳 

定在 2万以上 ；年均访 问量超过千万 ；访问前五名域 

名是：成都生物所、福建省福州市、兰州大学、北京植 

物所 、中科院西北高原研究所；查询前三名的属分别 

为 Blumea(166)菊 科、Clematis(19)毛 莨 科、 

Schisandra(16)木 兰 科；查 询前 三名 的省 ：四川I 

(15487)，甘肃(1437)，西藏(1133)；访问人数最多的 

前 10份标本如表 1所示 ；目前系统运行稳定 ，查询 

速度快而准 ，可扩展性强，易维护。 

3．3实现共享的意义 

植物标本蕴含的信息是研究植物系统分类 、区 

系、进化、种群、群落等的基本资料，从中可提取物种 

现时及历史上的分布特征 、濒危植物的历史和现状， 

而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正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也 

有赖于对已知标本信息的综合概括能力(包秀艳， 

2007)；植物标本信息资料越全，统计出来的信息就 

越精确，对鉴定物种、分析物 种多样性 、研究物种分 

布、系统发育、演化等提供第一手数据源，共享整合 

之前查询 的标本只能是一个单一 的数据库 中的数 

据 ，不能调用其他标本馆的相应的数据，如在广西植 

物标 本馆 网站 (http：／／www．gxib．en／WebSetup／ 

VHAdvQuery．aspx)上查询 的植物标本只有 20多 

万份标本资源 ，且只是本馆 的标本数据 ，不能同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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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标本馆的标本数据 ，而共享之后在中国数字 

标本馆 (http：／／pe．ibcas．ac．cn／sptest／syninvok． 

aspx)上查询，可以互访、互通、协调统一；目前已有 

250多万份标本资源共 享上 网查询，共享整合后的 

数据库使植物标本信息远远大 于单一标本馆 的信 

息，且查询速度快，资料全 ，不会因某一网站瘫痪而 

影响查询资料；通过数据整合，可以快速找到各自所 

需的资料 ，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查 

询全国各地标本馆的植物标本资源。这样可以减少 

人力物力的浪费 ，还可以有效地保护植物标本的损 

表 1 访问人数最多的前 10份标本 

Table 1 The top 10 specimens with the most visit records 

坏；同时可以提高本馆的知名度。所以通过对植物标 

本信息共享整合，将为从事植物方面研究及相关领域 

研究的人员提供一个简便、快捷、全面的查阅植物标 

本的技术平台，同时可以充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植物 

标本信息资源，能有效地保护馆藏的实物标本。 

4 讨论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生物科学中的渗透和应用， 

基于在植物研究的大量原始材料，以及该领域几代 

人努力的丰硕成果，整合备类生物资源信息的共享 

平台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于科 

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对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促进全社会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植物标 

本馆是一个新 生事物 ，它不 可避免地存在 一些缺 

陷，例如保存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目前 CVH的 

标本信息是通过集中式实现共享查询的，其主要缺 

陷是更新周期长 ，存储压力大。“中国数字植物标本 

馆”仍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现阶段主要任务是 

在增加数据库记录数和提高数 据质量。通过对平 

台、网络 、数据库、应用以及终端等一系列的整合，提 

高信息化的效益，以共享机制建设 为核心，按照“整 

合、集成、共享、提升”的基本思路，构建具有基础性、 

公益性、开放性特点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整合而成 

的植物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已基本完成，由于该平台 

还处在调试阶段 ，后 台程序还没完全定格，还需进一 

步完善，功能还需在使用中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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