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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覃海宁ꎬ 刘慧圆ꎬ 陈天翔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

　 　 ２００３ 年ꎬ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正式启动

时ꎬ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持的“生物标本描

述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及共享试点”项目作为首批子

平台之一开始实施ꎮ 此后ꎬ经历了“国家标本资源

共享平台 ( ＮＳＩＩ)” 项目阶段 (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ꎬ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ꎬ至 ２０１９ 年经调整为 “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

(ＮＰＳＲＣ)”ꎬ前后历时 １６ 年ꎮ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

平台(ＮＳＩＩ)”在 １６ 年间共组织全国 １００ 余家标本馆

完成１ ０００万份植物标本的数字化ꎬ并实现网络共

享ꎬ在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化及共享事业的发

展以及生物类标本馆的数字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ꎮ

“中国植物数字标本馆(ＣＶＨ)”及植物子平台

作为“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ＮＳＩＩ)”最早建立的

共享网站及子平台之一ꎬ 是实施植物标本数字化及

共享工作的主要组织者ꎮ 为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和

为“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ＮＰＳＲＣ)”建设提供有益

参考ꎬ我们联合«广西植物»编辑部策划了本期«植

物子平台及数字植物标本馆 ＣＶＨ 纪念文集» 的

出版ꎮ

本期共组织相关文章 １６ 篇ꎬ分别从植物子平台

及 ＣＶＨ 的发展历史、技术特点、数字化成效以及全

球标本数字化趋势和中国植物分类以及标本采集

简史等概论、成员馆数字化建设案例和数字标本应

用案例等 ３ 个方面展示这一时期植物标本数字化及

信息共享的进展、成效及经验和教训ꎮ 刘慧圆等

(２０２２)以 ＣＶＨ 为例ꎬ梳理了植物子平台建设的发

展历程ꎬ以及 ＣＶＨ 平台搭建各阶段的特点ꎬ系统总

结了 ＣＶＨ 平台建立的成效及历史意义ꎮ 陈天翔等

(２０２２)介绍了植物标本子平台及其共享网站 ＣＶＨ

运行管理的技术特点ꎬ尤其是子平台作为课题操作

的管理方式以及所制订及推广的技术规范等ꎬ这些

经验和做法作为国家级数据集成共享范式ꎬ对于其

他类似项目的运行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

鉴意义ꎮ 刘慧圆等(２０２２)通过整理和分析近 １ ０００

万份中国数字植物标本数据ꎬ揭示了我国植物标本

采集和数字化程度及其空缺状况ꎬ以期为未来生物

多样性调查及标本采集提供科学依据ꎮ 谢丹等

(２０２２)通过整理和分析中国植物模式标本数据ꎬ提

出了模式考证和模式类型清理是下阶段亟待加强

的工作方向ꎮ 陈建平和许哲平(２０２２)通过调查梳

理全球各大洲标本数字化和平台建设情况ꎬ从数据

使用协议、新技术新方法和公众科学等方面对全球

标本数据共享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ꎬ并对国

内标本数字化工作提出了建议ꎮ 王瑞江(２０２２)一

文简要回顾了作为标本数字化重要基础的植物分

类学研究和标本采集的历史和成效ꎬ并分析了新时

代植物分类学的挑战和机遇ꎮ 文中指出:一方面ꎬ



国家对植物分类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ꎻ另一方

面ꎬ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应当抓住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的机遇ꎬ继续深入调查、摸清植物本底资源ꎬ科学评

估濒危物种和外来入侵植物ꎬ并加强信息资源共享

和科学普及工作ꎬ助力实现国家重大需求目标ꎮ 刘

启新等(２０２２)来自国内开展标本数字化最早单位

之一的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ＮＡＳ)ꎬ该文详细介绍和梳理了 ＮＡＳ 标本数字化发

展的经历ꎬ以及近年来通过发掘和利用数字化标本

信息推动分类学发展及信息共享的情况ꎮ 林春蕊

等(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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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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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刚(２０２２)等阐述了贵

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ＧＮＵＧ)通过参加“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植物子

平台建设ꎬ全面清理和实现馆藏数字化ꎬ使得 ＧＮＵＧ

这一地方特色标本馆重新焕发生机的故事ꎮ 蒋成

英等(２０２２)以重庆市中药博物馆(ＳＭ)为例ꎬ展示

了中药类标本馆如何利用数字化资源创新中药科

普工作、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ꎮ 刘艳艳等(２０２２)介

绍了新组建 (合建)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

(ＨＥＡＣ)的发展历程ꎬ通过发挥高校功能和人力资

源优势ꎬ实现了人才培养(教学)和标本馆建设的多

重目标ꎬ为众多小型高校标本馆实现数字化成功转

型提供了范例ꎮ 葛斌杰等(２０２２)以上海辰山植物

标本馆(ＣＳＨ)设立建设为例ꎬ探讨了新型标本馆的

建设如何实现革新管理理念、合理规划功能区、提

升标本数字化质量、利用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响应

社会需求等目标及功能定位ꎮ 朱光福等(２０２２)作

为 ＮＳＩＩ 和 ＣＶＨ 数字化标本资源重要用户ꎬ该文主

要从生物地理学、入侵生物学、气候变化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方面论述了数字化标本在科学研究中

的应用ꎬ探讨了当前数字植物标本存在的问题和解

决对策ꎬ并对未来数字化工作及其应用进行了展

望ꎮ 曹家谅等(２０２２)对从网络平台获取的 １ ８９４ 份

紫堇属模式标本信息进行核实、整理和归纳ꎬ对模

式类型、馆藏地、采集人、模式产地和采集时间等关

键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ꎬ认为未来应当结合文献ꎬ

加强对该属模式标本的信息考证和规范化整理ꎮ

曹雨夏等(２０２２)基于包括 ＣＶＨ、ＮＳＩＩ 在内的国内外

数字化标本的收集和文献分析ꎬ揭示了元宝槭植物

的地理分布格局与主要分布区的资源特点ꎬ为利用

数字化标本资源研究和利用特色植物资源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ꎮ 徐洲锋等(２０２２)介绍了标本数

字化建设产物 Ｂｉｏｔｒａｃｋｓ 这一款连接野外考察记录

与馆藏标本信息公众科学平台的使用方法和应用

效果ꎮ 该平台可有助于提高植物标本收集的效率

和品质ꎬ为系统解决传统标本馆收集流程中的诸多

缺陷提供有益探索ꎮ

本期专集之所以能顺利出版ꎬ归功于各位作者

老师的积极响应及共享精神ꎬ«广西植物»蒋巧媛主

编的耐心推动和对文稿进行细致的编辑加工ꎬ植物

子平台暨 ＣＶＨ 参建标本馆各位馆长、工作人员以及

老师和同学们的大力支持ꎬ“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

台(ＮＳＩＩ)”项目及其他子平台各位领导、老师的指

导和帮助! 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因疫情等原因ꎬ本专集迟至今日才得以出版ꎬ

借此机会向参与写作的各位老师表达歉意! 对于

本专集仍然存在的不足和疏漏之处ꎬ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责任编辑　 蒋巧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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