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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主要的子平台和最早的共享网站ꎬ植物标本子平台及其共享网站“中
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的发展经历了试点期、发展期、验收考核期、整改服务期和创新发展期 ５ 个时期ꎮ
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的建设组织 １００ 多家标本馆完成近 ８００ 万份标本的数字化表达和实现网上共享ꎮ 这一

成果对我国分类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物信息的发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ꎬ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也成

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共享合作的重要项目和平台ꎮ 参建标本馆数字化建设能力得到提升ꎬ基本实现了信

息化现代化的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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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植物(生物)标本数字化及其信息共享工

作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启动至今的 ３０ 余年间取得

了长足发展ꎮ 大多数植物标本馆馆藏实现了数字

化ꎬ共有１ ０００多万份标本通过网站实现共享ꎬ有力

支撑了分类学等相关科学研究和我国政府制定生

物多样性保护对策及国际履约ꎬ并在国家层面建

立了生物物种信息数字化合作平台ꎮ 上述成就的

取得主要得益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科技部启动的

由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数所主要大学

共同建设的“植物标本信息系统”项目、２１ 世纪初

中国科学院实施的“中国科学生物标本馆网络信

息系统建设”项目以及(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简称“总平台”)项目“国家标本资源共享

平台建设” 等数个重要项目的实施 (许哲平等ꎬ
２０１２ꎻ刘启新等ꎬ２０２２)ꎮ 以总平台资助项目“国家

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为例ꎬ在 １５ 年间 (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９ꎬ包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验收认定考核期)通过组

织植物、动物、教学、自然保护区、岩矿化石和极地

６ 个标本子平台(课题)建设ꎬ共完成全国 ２００ 余

家单位近１ ５００万份自然科学标本(藏品)的数字

化ꎬ包含１ ０００多万份植物标本和 ３７０ 万份动物标

本ꎬ并通过项目网站及各个子平台共享网站ꎬ如植

物标本子平台 (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Ｓｕｂ￣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 ＰＳ￣
ＳＰ) (简称植物子平台)的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ｗｗｗ. ｃｖｈ. ａｃ. ｃｎꎬＣＶＨ)
实现信息在线共享ꎮ

２０１９ 年ꎬ科技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国家科技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优化调整结果的通知(国科发基

〔２０１９〕 １９４ 号)ꎮ 该通知对原有国家平台进行优

化调整ꎬ确定成立包括“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 “国
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和“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

库”等在内的 ３０ 个国家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

库ꎮ 至此ꎬ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作为官方(课题)名
称完成了历史使命ꎮ

ＣＶＨ 作为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ꎬ是国内上

线时间最早、数据量最大、受众面最广的信息共享

网站ꎬ植物子平台作为国家标本资源共享项目最

主要的课题ꎬ对整个项目实施乃至全国植物标本

规范化整理、数字化表达、信息共享和数字化队伍

建设及协作网络搭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本文及

本期的陈天翔等(２０２２)两篇文章通过对历史资料

的梳理ꎬ对植物子平台及 ＣＶＨ 的工作做一总结性

介绍ꎬ兹以纪念且为今后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建

设等相关工作提供参考ꎮ
曾有数篇文章对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做过介

绍ꎮ 许哲平和赵莉娜(２０１０)介绍了 ＣＶＨ 研发历

程及技术特色ꎻ许哲平等( ２０１２)讨论了 ＣＶＨ 资

源管理和共享应用方面存在问题ꎬ并提出解决对

策ꎻ刘慧圆等( ２０１７)介绍了 ＣＶＨ 各类数据资源

和植物子平台在标本信息化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方面的工作ꎻ肖翠等( ２０１７ꎬ２０１８)在对原国家标

本资源共享平台( ＮＳＩＩ) 发展及现状的介绍中包

含了 ＣＶＨ 和植物子平台部分相关信息等ꎮ 但

是ꎬ缺乏系统论述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建设的作

用和成效ꎬ对植物子平台运作机制、技术特点等

鲜有提及ꎮ 我们尝试通过本文及本期的陈天翔

等(２０２２)两篇文章来弥补上述不足ꎮ 其中ꎬ前者

(本文)在简述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发展历程后ꎬ
侧重介绍其建设效果和意义ꎬ后者 (陈天翔等ꎬ
２０２２)则主要介绍植物子平台作为课题经多年建

设形成的一整套运行机制和技术方法ꎬ包括操作

过程和经验体会等ꎮ

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１　 植物子平台建设及 ＣＶＨ 共享网

站发展的主要历程

２００３ 年ꎬ科技部与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有

关部门联合启动了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重

点领域试点项目“生物标本描述标准和规范的制定

及共享试点”(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的前身)被批

准作为首批试点项目之一于 ２００４ 年正式实施ꎬ项目

承担单位(主持单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主
管部门为中国科学院ꎮ 在项目启动初期ꎬ标本资源

共享平台项目组就对标建设一个国家级共享平台

做好了规划和顶层设计ꎮ 按照总平台统一部署ꎬ对
全国生物标本资源尤其是植物标本资源现状及历

史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性调查分析ꎬ并结合国际发

展趋势和国内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标本信息化建设

经验制订了国家型植物标本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

原则策略(贾渝等ꎬ２００５ꎻ马克平ꎬ２００７ꎻ王运红等ꎬ
２００８ａ)ꎮ 该原则策略包括数字化标准规范(制订)
先行、用优质标本(馆)资源作数字化试点取得经验

再行推广、以标本信息为主整合相关生物(植物)数
据库和以科研用户服务体验为导向的平台建设思

想等ꎮ 植物子平台在往后这些年的建设一直围绕

上述原则策略进行ꎬ并根据平台任务要求结合学科

发展和用户新需求作适当调整ꎮ
按照平台建设目标、共享效果及实施主体等

特点ꎬ把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间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建设

历程划分为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及数字化试点、数
字化发展及信息整合共享、平台验收认定考核、资
源质量整改及提升运行服务水平和植物子平台创

新发展 ５ 个时期(阶段)(表 １)ꎮ
本文所介绍的工作内容包括了国家标本资源

共享平台项目前期部分或大部分工作ꎮ 植物子平

台(课题)名义上首次出现在 ２００６ 年ꎬ但在 ２０１４
年之前ꎬ植物子平台的运作和 ＣＶＨ 的建设基本上

是在项目层面直接指挥和安排下开展工作的ꎮ
１.１ 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及数字化试点期(简称“试
点期”)(２００４ꎬ２００５)

本期工作内容包括标本描述及信息化标准和

规范的制定、馆藏标本标准化整理、标本数字化表

达以及实现信息共享 ４ 个方面ꎮ 在植物方面: 共

组织专家完成 ３６ 项标准和规范的制定ꎬ内容涉及

高等植物各大类群的标本采集、整理与保存规范、
标本描述规范、植物描述术语标准ꎬ以及标本数据

库建设规范、地名库与专家库的建设规范等(马克

平ꎬ２００６ꎻ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０)ꎻ两年共完成中国科学

院 ４ 家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和南京大学

等 ７ 家大学ꎬ共计 １１ 家标本馆 １５６ 万份标本的数

字化工作ꎬ包括标签信息录入和图像制作ꎬ并通过

项目内部网络如原 “中国植物科学网” (现已关

停)和提交国家自然科技资源 ｅ－平台等形式实现

标本信息的初步共享(王运红等ꎬ２００８ｂꎻ马克平ꎬ
２００７)ꎮ 数年后ꎬｅ－平台演变为国家科技资源共享

网(ｗｗｗ.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ｒｇ.ｃｎ / )ꎮ
１.２ 数字化发展及信息整合共享期(简称“发展

期”)(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项目经过前期试点工

作积累了建设国家型共享平台的经验ꎬ尤其是通

过选择中国科学院和大学等几所历史悠久、标本

质量上乘、技术力量雄厚的标本馆开展标本数字

化ꎬ为组织多家标本馆基于统一方案开展数字化

工作探索出一套工作方法和经验ꎬ为开展更大规

模的数字化活动奠定了基础ꎮ
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三年期间ꎬ植物标本数字化及其

共享事业得到很大发展ꎮ 共完成 ３３１ 万份标本的数

字化ꎬ２８ 家参建单位(标本馆)涵盖了中国科学院系

统全部 １４ 家标本馆以及院外一些代表性标本馆ꎬ包
括 ３ 家省级研究院所和 １１ 家大专院校ꎬ共分布在全

国 １９ 个省区 ２２ 个城镇ꎮ 按馆藏量分类: ２１ 家为中

大型标本馆ꎬ包括馆藏量在 ５０ 万份以上的全部 ８ 家

大型标本馆ꎻ７ 家虽为馆藏量在 １０ 万份以下小型标

本馆ꎬ但他们的馆藏颇具特色ꎬ如广西中医药研究

院(ＧＸＭＩ)、湖南科技大学 ( ＨＵＳＴ)、杭州植物园

(ＨＨＢＧ)、贵州科学院生物研究所(ＨＧＡＳ)等ꎮ
ＣＶＨ 的正式上线是本阶段另一个重大进展!

此后ꎬ总平台有了专门对外展示数字化成果及工

作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ꎮ
我们基于学科积累和项目试点期完成的标准

和规范研制了中国植物名称及其发表文献、 研究

５增刊 １ 刘慧圆等: 试论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的发展简史及其地位与作用



表 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标本资源共享项目植物子平台(课题)建设分期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ＰＳ￣ＳＰ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９

实施年份
Ｙｅａｒ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项目名称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ａｍｅ

数字化标本量
Ｎｏ.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其他数据库
(主要)

Ｏｔｈ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ｍａｊｏｒ)

共享网站
(植物)

Ｓｈａｒｅｄ ｗｅｂ
(ｐｌａｎｔ)

参加单位
数量
Ｎｏ.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

参加单位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

Ⅰ. 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及数字化试点期 (简称 “试点期”)

２００４ 生物标本描述标准和规
范的制定及共享试点 ８６ 标准规范 ４３ 项

(含植物 ２２ 项) 无 ４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微生物研究所、四
川大学、中山大学

２００５ 植物标本描述标准和规
范的修订及共享试点 ７０ 标准规范 １４ 项ꎻ

２ ０００ 号模式 无 ７ 中国科学院 ４ 所(园)、
３ 所大学

Ⅱ. 数字化发展及信息整合共享期 (简称 “发展期”)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
平台建设

３３１ꎬ 模式 １.７
植物名录、彩色照片、
标本采集人、采集地
名、标本馆名录等

ＣＶＨ
１.０、２.０

１３６ (植物 ２８)
２ ０００ 人参加

植物、动物、教学、自然
保护区、岩矿化石和极
地标本 ６ 个子平台

Ⅲ. 平台验收考核认定期 (简称 “考核认定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平台验收认定考核期(暂
停经费资助)

３３１
(共享量)

信息 维 护 与 网 站 优
化ꎻ植物志书 ＣＶＨ ３.０ 植物子平台

Ⅳ. 资源质量整改及提升运行服务水平期 (简称 “整改服务期”)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建设

３０.５ꎬ
模式 ０.５
(２０１３)

数据清理完善、网站
升级ꎻ 裸子植物、栽
培植 物 及 亚 洲 苔 藓
名录

ＣＶＨ ４.０ ７ 植物子平台ꎻ ７ 家均为
中国科学院系统

Ⅴ. 植物子平台创新发展期 (简称 “创新发展期”)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建设

２３０ꎬ
模式 ２.７

数字化工具及技术支
撑的完善和升级

ＣＶＨ ５.０ ９２
植物 子 平 台 ( 狭 义):
中国科学院系统 １５、其
他科 研 单 位 ２７、高 校
５０ 家

累计 (去重)
Ｔｏｔａｌ ( ｒｅｍｏｖｅ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７９０
(含 ５ 万模式) １０４

中国科学院系统 １６ꎬ其
他研究院所 ３２ꎬ大专院
校 ５６ 家

人名ꎬ以及标本采集地名新旧对照等一批数据库ꎬ
加上征集来的植物野外生活照片等 １０ 余个植物

学数据库ꎬ并与标本信息对接成为在线标本馆的

雏形(图 １)ꎬ通过网站对外提供信息共享服务ꎮ
模式标本是植物分类命名学的重要依据ꎬ是

实体标本馆的“镇馆之宝”ꎬ在数字化中占据重要

的地位ꎮ 本期组织 ８ 家标本馆完成 １.７ 万份(号)
模式标本的整理及数字化表达ꎬ并实现网络共享ꎮ
与普通标本相比ꎬ模式标本的整理及数字化表达

较为复杂ꎬ具体技术方法参见陈天翔等(２０２２)ꎮ
１.３ 平台验收考核认定期(简称“考核认定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总平台自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起组织对平台在研项

目进行进展评估、对“十一五”平台建设成效进行

阶段性验收和撰写回顾与展望报告ꎬ并结合“十二

五”规范讨论和制订平台建设目标和发展思路等

一系列活动ꎮ 整个活动一直延续至 ２０１１ 年初ꎮ
总平台为此制订了平台认定和绩效考核指标ꎮ 最

终包括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在内共有 ２５ 个平

台通过评议和验收ꎬ得以继续运行(三年间均无平

台经费资助)ꎮ 此外ꎬ总平台还指导各个平台制订

运行服务管理细则等ꎮ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三年期间ꎬ植物子平台除了参

与标本项目组织的验收评估活动外ꎬ由于缺乏专

项经费支持没有开展新的标本数字化工作ꎬ而将

主要精力放在数据整理和 ＣＶＨ 网站运维上ꎮ 例

如ꎬ２００９ 年ꎬ对标 Ｄａｒｗｉｎ Ｃｏｒｅ 数据标准对数据做

了规范化整理ꎬ包括地标化整理 １８２ 万份标本、整

６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图 １　 ＣＶＨ １.０ 数据结构及关联性
Ｆｉｇ. １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ＶＨ １.０

理 ８２ 万份物种名称ꎬ有效地提高了数据质量ꎮ 同

时ꎬＣＶＨ 采用 ＬＳＩＤ(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ꎬ生命科

学标识)国际标准对基于物种名的各类数据进行关

联ꎬ建立与 ＥＯ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Ｌｉｆｅꎬ生命大百科全

书)、ＢＨＬ(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生物多样性

遗产图书馆)、ＩＰＮ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ｓ Ｉｎｄｅｘꎬ
国际植物名称索引)等国际主流生物多样性信息平

台之间的关联ꎬ为生物信息全球信息共享奠定了基

础(许哲平等ꎬ２０１２)ꎮ 随着 ＣＶＨ 新版(ＣＶＨ ３.０)的
研发ꎬ这些高质量数据得到开放ꎬ使科学家和专业

用户更好地对多源数据进行共享和集成ꎮ
１.４ 资源质量整改及提升运行服务水平期(简称

“整改服务期”)(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３)
随着“考核认定期”的结束ꎬ总平台自 ２０１２ 年

起重新启动和资助平台建设ꎮ 本期建设目标是根

据上一期的考核及验收结果ꎬ进一步提高共享数

据质量ꎬ结合平台改造进一步提升网站运维和服

务水平ꎮ 本期植物子平台工作包括对标本数据库

及其他植物学数据库的清理和完善ꎬ新增腊叶标

本照片和生境照片、裸子植物物种信息库、栽培植

物数据库、亚洲苔藓植物数据库等新库ꎬ采集地地

标化、植物名称及采集人名称更新ꎬ以及 ＣＶＨ 共

享网 站 的 改 造 以 提 升 用 户 体 验 等 两 大 方 面ꎮ
ＣＶＨ４.０、国家标本共享平台(ＮＳＩＩ)网站均正式上

线ꎬ后者成为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的门户网站ꎮ
本期共组织中国科学院系统 ７ 家标本馆完成

３０.５ 万份标本的数字化ꎬ以及 ０.５ 万份模式标本的

整理和数字化ꎮ 这些数据都实时在 ＣＶＨ 和 ＮＳＩＩ 网
站上提供查询共享ꎬ并汇交至国家科技资源共享网ꎮ
１.５ 植物子平台创新发展期 (简称 “创新期”)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国家标本资源平台(ＮＳＩＩ)共

完成植物数字化标本 ７００ 多万份ꎮ 其中三分之二

由植物子平台完成ꎬ三分之一由教学标本子平台

完成ꎮ 此时ꎬ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经过 １０ 年建

设ꎬ标本数字化增速大为降低ꎮ 数字化标本虽然

只占全国馆藏量(２ １５０ 万份) (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９)
的三分之一ꎬ但囊括了条件较好的中国科学院系

７增刊 １ 刘慧圆等: 试论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的发展简史及其地位与作用



统及重要大学的主要标本馆ꎬ而尚未开展数字化

标本的大多为标本质量欠佳、采集信息不全或未

整理鉴定标本、数字化难度大且保藏在众多大专

院校和地方行业研究院所(园、馆)的小型标本馆

中ꎬ这些标本馆专业技术力量薄弱ꎮ
植物子平台于 ２０１４ 年正式独立ꎬ成为与其他

子平台平行运营的课题ꎮ 借此机会ꎬ植物子平台

在充分调研后提出一套新的课题运作方法 (模

式)ꎬ以突破老旧小标本馆数字化瓶颈ꎮ 该方法包

括课题实施前实地调研考察、执行“两头严” (严格

把关合同签字、严格审查结题上交数据)、“中间

紧”(紧抓中期进展)和强化对平台参建单位技术

支持等(具体运作方法和技术参见本期的陈天翔

等(２０２２)ꎮ 同时ꎬ把组织中国科学院及地方研究

院所开展标本数字化的子平台(园、馆)标本馆列

为重点吸收对象ꎬ并将工作范围延伸至高校ꎮ
经过 ６ 年的努力ꎬ到 ２０１９ 年底ꎬ植物子平台期

间共组织 ９２ 家单位完成 ２３０ 万份标本的数字化ꎮ
９２ 家参建标本馆中ꎬ６８ 家为馆藏量在 １０ 万份以

下的小型标本馆ꎬ占参建馆的 ７４％ꎬ７４ 家为首次参

加数字化单位(占 ８０％)ꎬ其中地方研究院所(园、
馆)２５ 家ꎬ比 ２０１４ 年前(３ 家)多了 ２２ 家ꎬ增加 ７
倍ꎬ大专院校 ４５ 家ꎬ比 ２０１４ 年前(１３ 家)多了 ３２
家ꎬ增加 ３.５ 倍(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新增数字化标本及其他工作 (植物子平台)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ＰＳ￣ＳＰ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份
Ｙｅａｒ

新增数字化
标本数量

Ｎｏ.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参加单位
数量
Ｎｏ.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

分解单位的数量
(中国科学院系统 /

其他科研单位 / 高校)
Ｕｎｉ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Ｓ / ｏｔ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ｕｎｉｔｓ /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技术培训班次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标本馆的实地调研和技术指导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３１５ ０００ １２ ３ / １ / ８ １１ 月ꎬ 贵阳 贵阳ꎬ ２ 家

２０１５ ３５０ ０００ ２８ ６ / ７ / １５ ７ 月ꎬ 北京 昆蓉渝羊城 ４ 城 １１ 家ꎬ 北京 ５ 家ꎬ 南宁 ３
家ꎬ 太原 ４ 家

２０１６ ４８５ ０００ ４１ ９ / １２ / ２０ 南昌 ３ 家ꎬ 福州 ３ 家ꎬ 上海 １ꎬ 深圳 １ 家

２０１７ ３８６ ０００ ３４ ９ / １２ / １３ 贵阳 ６ 家ꎬ 版纳 １ 家

２０１８ ３３６ ８００ ３１ １２ / ５ / １４ ８ 月ꎬ 呼市 南京 ７ 家ꎬ 兰州 ２ 家ꎬ 长治 ２ 呼市 ３ 家

２０１９ ４３６ ０００ ５０ ８ / １８ / ２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 ３００ ０００ ９２(去重) １５ / ２７ / ５０ ３ 期培训班 １７ 市镇 ５４ 家标本馆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植物子平台组织 １００ 多家标

本馆完成的 ７９０ 万份数字标本(含 ５ 万份模式ꎬ下
同)同其他植物学数据库一道通过本期上线的

ＣＶＨ５.０ 对外提供共享服务ꎮ 该版 ＣＶＨ 尝试以提

供专家辅助工作平台、 构建标本在线管理平台和

开发人工智能系统 ｉ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为创新点ꎬ并取得成

效(李敏等ꎬ２０１８)ꎮ
１.６ ＣＶＨ 发展迭代历程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有关 ＣＶＨ 的发展历程ꎬ曾有三阶段(许哲平ꎬ
赵莉娜ꎬ２０１０)和四阶段(刘慧圆等ꎬ２０１７)的分法ꎮ

ＣＶＨ 作为植物子平台共享网站ꎬ其发展目标和迭

代阶段与子平台的发展历程基本契合ꎮ 结合植物

子平台建设发展历程ꎬ将 ＣＶＨ 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间

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表 ３ꎬ图 ２)ꎮ
Ⅰ期: 数据汇总期 (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ꎮ 本阶段

ＣＶＨ１.０ 作短暂试验后下线ꎬ主要以 ２.０ 版本运行ꎮ
主要提供在线共享中国主要标本馆数字化标本信

息ꎬ并根据来源馆情况分别采用集中式和分布式、
总馆与分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享ꎮ 此后ꎬ随着

数字化项目的持续开展ꎬ 新增数字化标本信息稳

８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表 ３　 ＣＶＨ 的发展迭代阶段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ＶＨ

发展阶段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网站版本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主要特点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网站主要运维人
Ｍａｉ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Ⅰ期: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数据汇总)

ＣＶＨ１.０、２.０ １. 标本及物种、图片、文献等相关数据ꎬ形成数字馆雏形
２. 数据共享方式暨分馆系统: 集中式 １４ 家ꎬ分布式 １５ 家
３. 数字化基本规范、工作流程
４. 工具和工作流程、规范

李荣贵、李奕、
李敏、包伯坚

Ⅱ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数据标准化和规范化)

ＣＶＨ３.０－Ⅰ期 １. 数据清理和规范、国际数据标准的引入和应用
２. 数据共享和使用的探讨: 联邦式、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和分馆
３. 数据内外部的关联: ＬＳＩＤ、ｕＢｉｏ、ＥＯＬ、ＧＢＩＦ 等
４. 社区的互动: 内部论坛ꎬ外部建立交互社区 (Ｆｌｉｃｋｒ)

许哲平、王利松、
李荣贵、包伯坚

Ⅲ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基于 ＳＯＡ 的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

ＣＶＨ３.０－Ⅱ期 １. 管理工作模块化ꎬ提高工作效率
２. 科研活动信息化ꎬ构建中国生物多样性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
３. 更多单位、更多数据、更多应用ꎬ需要更多支持

许哲平、王利松、
李荣贵、包伯坚

Ⅳ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９ (信息整合服务)

ＣＶＨ５.０ (４.０) １. 优化界面、提高共享体验
２. 提供专家辅助工作平台
３. 构建在线标本管理平台
４. 人工智能开发: 花伴侣、ｉ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李敏、赵明月、
李荣贵

Ⅴ期: ２０２０－
(国家植物标本

资源库在线服务平台)

ＣＶＨ６.０ １. 整合、共享资源库的数字化标本、彩色照片、ＤＮＡ 条形码等
数字化资源
２. 资源库运行支撑: 社会服务和信息公开
３. 数字－实体标本馆联动ꎬ标本馆信息管理、标本鉴定同步
４. 数据共享和科研支持: 数据获取工作流程、标准化引用方式

陈天翔、李奕、
刘慧圆

定上传至网站ꎮ 除了标本数据外ꎬＣＶＨ 还建设共享

了物种名称、图片和文献等一批数据库ꎬ构成支持

分类学研究的主要数据体系ꎮ 此外ꎬＣＶＨ 还提供一

些早期的标本数字化工具及流程和标准规范ꎮ
Ⅱ期 (数据标准化和规范化)和Ⅲ期 (基于 ＳＯＡ

的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２００９—２０１２)ꎮ 共历时 ４ 年ꎬ研发

功能较多ꎬ均以 ＣＶＨ３.０ 为载体实现ꎬ又分为Ⅱ期和

Ⅲ期ꎮ Ⅱ期以标本规范化整理为主ꎬ并尝试引入国

际数据标准ꎬ包括站内数据与国际著名数据系统的

关联ꎻⅢ期根据 ＣＶＨ 数据系统特点打造模块化管理

模式ꎬ并建立面向研究型群体的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ꎮ
Ⅳ期: 信息整合服务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９)ꎮ 本期

因网站开发人员更迭ꎬ研制了 ＣＶＨ ４.０ 和 ５.０ 两个

版本ꎬ特色仍然是基于现有标本等信息的整合ꎬ为
各类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ꎮ 在本阶段中ꎬ
ＣＶＨ 强化了面向标本馆和分类学专家的服务ꎬ即
为各标本馆设计了标本馆子站和标本在线录入系

统ꎬ并设置标本馆用户权限以及专家用户权限ꎬ还
开发了适用于智能手机的“ ｉ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标本馆伴

侣”ꎬ尝试将植物标本数字化流程融入标本的采

集、鉴定、入库等环节ꎬ助力提升标本馆的工作效

率和管理水平ꎮ
Ⅴ期: ＣＶＨ６.０ 或称“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在

线服务平台”(２０２０ 至今)ꎮ 本期继承了前期版本

网站的服务宗旨ꎬ关注用户使用习惯ꎬ进一步提升

用户体验ꎬ并结合科技部对国家种质资源库的要

求ꎬ整合共享资源库植物标本、植物彩色照片、植
物 ＤＮＡ 条形码等数字化资源ꎬ同时在线提供资源

库社会服务、信息公开和工作进展等内容ꎮ 在数

据共享方面ꎬ提供了完整的线上数据获取工作流

程、推广标准化的数据引用方式ꎮ 在标本馆能力

建设方面ꎬ本期网站尝试建立数字－实体标本馆联

动桥梁ꎬ建设专家系统、标本馆信息管理、标本鉴

定同步ꎬ实现与实体标本馆的互动ꎮ

２　 植物子平台建设及 ＣＶＨ 网站共

享的重要意义

２.１ 完成核心标本资源数字化ꎬ极大推动我国生物

信息共享和应用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植物子平台共组织完成数字

９增刊 １ 刘慧圆等: 试论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的发展简史及其地位与作用



化标本 ７９０ 万份(含 ５ 万份模式标本)ꎬ同时通过

ＣＶＨ 等网站实现共享ꎮ 参加数字化标本馆共 １０４
家(附表 １ꎻ另有 ５ 家菌物标本馆)ꎬ约占我国活跃

标本馆(２２６ 家ꎬ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９)的一半ꎬ包括中

国科学院系统全部标本馆 (１６ 家)、地方科研院所

(植物园、博物馆)的大部分(３２ 家)ꎬ其余 ５６ 家为

大专院校标本馆(图 ３:Ａ)ꎮ 因此ꎬ可以说所完成

的 ７９０ 万数字化标本代表着我国植物标本资源中

最重要、最集中的部分ꎮ
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ꎬ国内外数字标本依托互联

网等媒介逾越信息孤岛ꎬ快速实现大范围共享ꎬ极
大推动标本信息在植物分类及其相关科学研究、
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和 科 学 传 播 等 领 域 的 应 用

(Ｂｅａｍａｎ ＆ Ｃｅｌｌｉｎｅｓｅꎬ ２０１２ꎻ Ｗ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Ｂｏｒｓｃｈꎬ Ｓｔｅｖｅｎｓ ＆ Ｈäｆｆｎｅｒꎬ ２０２０ꎻ贺鹏等ꎬ２０２１)ꎮ
ＣＶＨ 自 ２００６ 年上线以来ꎬ迅速受到国内外用户访

问ꎬ成为用户了解和获取中国植物标本及其植物

学信息的门户网站(许哲平和赵莉娜ꎬ２０１０ꎻ刘慧

圆等ꎬ２０１７)ꎮ 据统计ꎬ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ＣＶＨ 年平

均用户数达 ３０ 万人ꎬ日均访问 ＩＰ 稳定在 ２ 万以

上ꎮ 仅 ２０１９ 年一年总访问量就达到 ３８.３ 万人次ꎬ
页面点击量１ １６９.９万次ꎬ数据传输量达 ６ ３９５.５
ＧＢꎬ网站注册用户达１ ９００人ꎬ访问用户来自全球

９０ 个国家(表 ４)ꎮ 另据不完全统计ꎬ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间ꎬ使用 ＣＶＨ 数据所发表的同行评议文章达

１ ４００多篇ꎬ包括中文(含学位论文)１ ０００多篇ꎬ英
文 ４００ 多篇ꎬ文章涵盖了气候变化、外来入侵物种

的管理、生物多样性调查、分类学研究、濒危物种

评估、植物保护、中医药植物分析等 ５０ 多个主题ꎻ
共应用于 ３５５ 项各类科技计划和项目ꎬ包含重大

专项 ６ 个、重点研发项目 １８ 个、自然科学基金 ７６
个、省部级项目 １８ 个、其他项目 ２３７ 个(图 ３:Ｂ)ꎮ
国家标本共享平台多次被中国政府列为支撑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国家战略设施(国家环

境保护局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４)ꎮ
２.２ 大力提升我国植物标本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管理能力

成员馆在参加标本数字化项目和提供信息共

享的同时ꎬ也改善和提高了自身的保藏条件和管

理水平ꎮ 许多标本馆通过实施数字化专题ꎬ对全

馆标本进行清查和整理ꎬ既摸清了家底ꎬ又改善了

标本保存条件ꎬ提高了标本鉴定率ꎻ数字化活动还

需添置高性能相机等数字化装备ꎻ技术人员经过

培训熟练掌握了标本数字化技能等ꎮ 馆藏标本的

数字化加上人员技能提升和软硬件条件的改善ꎬ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生物标本馆管理的规范化和现

代化(张莉莉ꎬ２０１６)ꎮ 据调查ꎬ我国除中国科学院

系统以外ꎬ其余部门及高校标本馆普遍缺乏专门

的标本馆维护运行费ꎮ 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１０４ 家

参建单位中ꎬ连续 ２ 年及以上参加数字化项目的

有 ５９ 家ꎬ其中大部分(４３ 家)为地方研究院所(１５
家)和高校标本馆(２８ 家)ꎬ参加标本共享平台项

目可为他们带来标本馆管理必需的一部分资金ꎮ
另据统计ꎬ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间ꎬ２８ 家标本馆共２ ０００
多人参加数字化工作(表 １)ꎬ包括大量大学生、研
究生和青年职工ꎬ他们普遍接受和掌握了数字化

技术培训和技能ꎬ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及共

享队伍的强大后备力量ꎮ
２.３ 建立起国家型标本数字化工作平台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经过 １０ 余年建设和经

营ꎬ成功搭建起一座覆盖全国的生物(植物)多样

性信息化建设协作网络 /平台ꎮ 国家型平台的建

设宗旨、服务对象、服务信息来源及其建设规范、
平台运行机制以及成员单位入选标准等ꎬ经过长

期探索已经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ꎮ
同时ꎬ平台建立起一支专业齐全且稳定的维护团

队和经验丰富的专家顾问团队ꎮ
国家型数字化工作协作平台将既是延续项目

“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建设的重要抓手ꎬ也是我

国今后开展其他生物多样性信息建设和共享业务

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依托ꎮ
２.４ 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许哲平等(２０１２)曾指出ꎬＣＶＨ 发展历程对于

目前我国科研数据库建设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ꎮ
作为标本资源共享平台主要子平台和最早的共享

网站ꎬ 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无论是其框架思想、展
现形式和效果还是相关的研讨介绍均对我国生物

多样性信息学发展产生影响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ＣＶＨ 对生物多样性信息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都起

到极大作用ꎬ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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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ＣＶＨ １.０－６.０ 的各版主页截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 ｏｆ ＣＶＨ １.０－６.０

的建设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ꎮ ＣＶＨ 的数据库系统

和表现形式、总馆与分馆架构ꎬ提出的中国生物多

样性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框架和建设思路ꎬ以及子平台

的“两头严”“中间紧”和“三有标本”管理模式等ꎬ
为国内同类信息系统和管理平台提供了榜样和借

鉴ꎮ 一些现行的重要网站或直接脱胎于 ＣＶＨ 网

站或其主创人员即为原来 ＣＶＨ 和子平台团队的

骨干ꎬ如植物智(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中国植物图像库

(ｐｐｂｃ.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中 国 植 物 主 题 数 据 库 ( ｗｗｗ.

ｐｌａｎｔ. ｃｓｄｂ. ｃｎ) 和 中 国 自 然 标 本 馆 ( ＣＦＨꎬ ｗｗｗ.
ｃｆｈ.ａｃ.ｃｎ)ꎮ 同时ꎬ国家标本共享平台网站(ＮＳＩＩꎬ
ｎｓｉｉ.ｏｒｇ.ｃｎ)在 ２０１３ 年上线时也借鉴了 ＣＶＨ 的建

设经验ꎮ
共享平台团队通过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交

流、培训和撰写生物多样性信息学文章(王利松

等ꎬ２０１０ꎻ许哲平和赵莉娜ꎬ２０１０ꎻ许哲平等 ２０１０ꎬ
２０１１)等方式报道标本资源平台及 ＣＶＨ 网站建设

历程、成效和经验ꎬ介绍国际学科发展趋势ꎬ并且

１１增刊 １ 刘慧圆等: 试论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的发展简史及其地位与作用



图 ３　 ＣＶＨ 参建单位组成图 (Ａ)和线下数据申请服务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Ｂ)的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
Ｆｉｇ. 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ｏｆ ＣＶＨ (Ａ)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 ｂｙ ＣＶ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表 ４　 ＣＶ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的访问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ｉｓｉ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Ｖ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份
Ｙｅａｒ

访问量 (次)
Ｖｉｓｉｔｓ

访问人数(人)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ｎｉｑｕ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访问页面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ｇ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１０ １８６ ５６４ ７４ ９９０ ５ １３１ ７２８

２０１１ — — —

２０１２ ４３４ １０９ １８２ ０６７ ６ ４９７ ８７３

２０１３ １ ６７２ ８５１ ５０５ ０８３ ３０ ４９２ ４３０

２０１４ １ ０３３ １０８ ６７１ ６１０ ２６ ０７８ ９１２

２０１５ １ ２３２ ７１４ １８５ ５８８ ５１ ８３９ ５７４

２０１６ １ ４１８ ３２９ ２８９ ５３８ １５８ １８５ ９７７

２０１７ １ １００ ４９９ ２３１ ３１２ ９３ ３２９ １０９

２０１８ ２ ９２８ ４６７ ３２６ ４６６ １１０ ３３１ ７３１

　 注: 数据来自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信息技术中心ꎮ
　 Ｎｏｔ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

提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建设思路和框架等ꎮ
这些宣传报道对我国的科研数据库建设及科技资

源共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ꎬ引起了众多同行对

科学数据库和共享平台建设的思考ꎬ影响了国内

一大批共享网站的建设ꎬ推动了我国生物多样性

信息学的发展(沈晓琳等ꎬ２００８ꎬ２０１０ꎻ李勇ꎬ２０１５ꎻ
张洋等ꎬ２０１５ꎻ张洋ꎬ２０１６ꎻ陈建平等ꎬ２０１８ꎻ吴倩倩

等ꎬ２０１９ꎻ肖洒ꎬ２０１９)ꎮ

４　 总结

十几年来ꎬ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网站在建设过

程中ꎬ按照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要求和国家标

本资源共享平台项目的指导意见ꎬ在不断强化顶

层设计、持续进行数据积累、探索提升运行服务水

平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尝试ꎻ在提升国家生物

信息共享水平、支持政府决策制定和加强队伍建

设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但是ꎬ也存在不少缺

陷和未尽事宜ꎮ 例如ꎬ在标本数据的清理、为专业

用户建立在线协同研究平台、与实体馆的在线信

息联动以及与国际著名信息系统对接和扩大海外

宣传推广等方面ꎬ虽然做过不少尝试和努力ꎬ但效

果欠佳ꎬ或事倍功半或半途而废等ꎮ 希望后人在

继续开展类似信息共享建设时能吸取教训、引以

为戒ꎮ
生物多样性信息化及共享化建设永远在

路上!
致谢　 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网站建设得到 １００

多家标本馆千余位老师同学的支持ꎻ对参建馆各

位馆长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ꎻ非常感谢国

２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项目负责人马克平老师和项

目办崔金钟老师、陈铁梅老师、肖翠老师的指导、
监督和帮助ꎻ感谢原研究组包伯坚、王利松、杨永、
何强、赵莉娜、周世良、于胜祥、单章建、谢丹等老

师、同学的支持和帮助ꎻ感谢所在研究室“系统与

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室”历任主任、馆长的支持和

指导ꎻ感谢科技部和财政部对标本资源共享项目

的鼎立支持ꎬ感谢贾渝、陈彬、陈建平、来金朋、王

锦秀、林祁、杨志荣、林秦文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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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ꎬ 彭洁ꎬ ２００８. 国外自然科技资源共享政策法规分析及

对我国的启示 [Ｊ]. 中国科技论坛ꎬ ６: １２５－１２９.]
ＷＡＮＧ ＹＨꎬ ＷＵ Ｘꎬ ＺＨＡＯ Ｗꎬ ２００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Ｊ ].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Ｍａｎａｇｅ Ｒｅｓꎬ
２９(３): ３１０－３１２. [王运红ꎬ 吴霞ꎬ 赵伟ꎬ ２００９. 自然科技

资源共享服务用户及共享服务的特点研究 [Ｊ]. 科技管

理研究ꎬ ２９(３): ３１０－３１２.]
ＷＡＮＧ Ｙ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Ｇꎬ ＳＨＥＮ ＸＹꎬ ２００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Ｊ]. Ｃｈｉ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 Ｒｅｖꎬ ４: １６－１９. [王运红ꎬ 张莞ꎬ 沈欣媛ꎬ ２００８. 国
家自然科技资源 ｅ－平台建设实践 [Ｊ]. 中国科技资源导

刊ꎬ ４: １６－１９.]
ＷＥＮ Ｊꎬ ＩＣＫＥＲＴ￣ＢＯＮＤ ＳＭꎬ ＡＰＰＥＬＨＡＮＳ ＭＳꎬ ２０１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ｆｏｒ
２０５０ [Ｊ]. Ｊ Ｓｙｓｔ Ｅｖｏｌꎬ ５３(６): ４７７－４８８.

ＷＵ ＱＱꎬ ＬＩ ＢＣꎬ ＳＨＩ Ｙ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ｕｓｅｕｍｓ —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ｕｓｅｕｍ [Ｊ]. Ｊ Ｎａｔ Ｓｃｉ Ｍｕｓ Ｒｅｓꎬ
４(１): １５－１９. [吴倩倩ꎬ 李必成ꎬ 石亚亚ꎬ 等ꎬ ２０１９. 自然

博物馆标本数字化建设———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

[Ｊ].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ꎬ ４(１): １５－１９.]
ＸＩＡＯ Ｃꎬ ＬＩ ＭＹꎬ ＹＥ 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ＳＩ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ｅｎｓ ｏｆ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 Ｊ]. Ｆｒｏｎｔ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ｕｔꎬ ９(５): ７－ ２６.
[肖翠ꎬ 李明媛ꎬ 叶芳ꎬ 等ꎬ ２０１８. 基于千万标本记录的

ＮＳＩＩ 发展方向的探索 [ Ｊ]. 科研信息化技术与应用ꎬ
９(５): ７－２６.]

ＸＩＡＯ Ｃꎬ ＬＵＯ ＨＲꎬ ＣＨＥＮ Ｔ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 Ｆｒｏｎｔ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ｕｔꎬ ８(４):
６－１２. [肖翠ꎬ 雒海瑞ꎬ 陈铁梅ꎬ 等ꎬ ２０１７. 国家标本资源

共享平台数字化进展与现状分析 [Ｊ]. 科研信息化技术

与应用ꎬ ８(４): ６－１２.]
ＸＩＡＯ Ｓꎬ ２０１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Ａｇｒ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３９(８):

２. [肖洒ꎬ ２０１９. 浅谈植物标本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

[Ｊ]. 农业与技术ꎬ ３９(８): ２.]
ＸＵ ＺＰꎬ ＣＵＩ ＪＺꎬ ＱＩＮ Ｈ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１８(５): ４８０－４８８. [许哲平ꎬ 崔金钟ꎬ 覃海宁ꎬ 等ꎬ
２０１０. 中国生物多样性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建设构想 [Ｊ]. 生物

多样性ꎬ １８(５): ４８０－４８８.]
ＸＵ ＺＰꎬ ＱＩＮ ＨＮꎬ ＣＵＩ Ｊ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６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许哲平ꎬ 覃海宁ꎬ 崔金钟ꎬ 等ꎬ ２０１１. 中国生

物多样性信息资源管理和共享服务 [Ｃ]. 第六届科技信

息资源共享促进会会议论文集.]
ＸＵ ＺＰꎬ ＱＩＮ ＨＮꎬ ＭＡ Ｋ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ＣＶＨ)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 Ｃｈｉ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 Ｒｅｖꎬ
４４(１): ２７－３３. [许哲平ꎬ 覃海宁ꎬ 马克平ꎬ 等ꎬ ２０１２. 自
然科技资源的管理、共享和应用研究———以中国数字植

物标本馆为例 [Ｊ].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ꎬ ４４(１): ２７－３３.]
ＸＵ ＺＰꎬ ＺＨＡＯ ＬＮꎬ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ＣＶ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Ｊ]. Ｓｃｉ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ｍｕｎꎬ ３: ３３－３６. [许哲平ꎬ 赵莉

娜ꎬ ２０１０.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平台(ＣＶＨ) [Ｊ]. 科学数

据通讯ꎬ ３: ３３－３６.]
ＺＨＡＮＧ ＬＬꎬ ＣＨＥＮ Ｊꎬ ＱＩＡＯ ＧＸꎬ ２０１６.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Ｓ１): ８８－９０. [张莉莉ꎬ 陈军ꎬ 乔格侠ꎬ
２０１６. 我国生物标本馆现状与展望 [Ｊ]. 世界环境ꎬ (Ｓ１):
８８－９０.]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２０１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Ｊ]. Ｒｅｓ Ｎａｔ Ｈｉｓｔ
Ｍｕｓꎬ ３: ８４－８７. [张洋ꎬ ２０１６. 植物标本数字化技术及数

字化标本在自然博物馆的应用 [ Ｊ]. 自然博物ꎬ ３:
８４－８７.]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ＦＧꎬ ＦＡＮ Ｚ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Ｊ]. Ｊ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５６(９):
１５２０－１５２３. [张洋ꎬ 张方钢ꎬ 范忠勇ꎬ 等ꎬ ２０１５. 自然博物

馆植物标本数字化平台的构建与思考 [Ｊ]. 浙江农业科

学ꎬ ５６(９): １５２０－１５２３.]

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附表 １　 植物子平台及 ＣＶＨ参建单位名单及共享标本数量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Ｓ￣ＳＰ ａｎｄ ＣＶＨ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ｓｈａｒｅｄ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序号
Ｏｒｄｅｒ

馆代码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ｃｏｄｅ

标本馆名称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ｎａｍｅ

标本记录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１ ＰＥ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２ ０７７ ０８１

２ ＩＢＳＣ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６６０ ５０４

３ ＫＵ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５８０ ３８２

４ ＷＵ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４４２ ９３３

５ ＮＡＳ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４２６ ０８８

６ ＩＢＫ 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３００ ８１６

７ ＨＮＷＰ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２３９ １２８

８ ＳＺ 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２１３ ３８５

９ ＣＤＢＩ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２１０ ８８１

１０ ＩＦＰ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 １７９ ７８９

１１ ＨＩＢ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标本馆 １５０ ０３５

１２ ＨＩＴＢＣ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 １４０ １０８

１３ ＬＢＧ 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标本馆 １３３ ５４６

１４ ＳＭ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标本馆 １３０ ４８４

１５ ＩＭＣ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标本馆 ９９ ９８８

１６ Ｎ 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９３ １４２

１７ ＧＺＴＭ 贵阳中医学院药学院标本室 ８９ ９６６

１８ ＸＪＢＩ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８１ ７８４

１９ ＡＵ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７８ ６８７

２０ ＧＸＭＧ 广西药用植物园中药材标本馆 ７７ ９０５

２１ ＣＳＨ 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 ７７ ４６６

２２ ＳＹＳ 中山大学植物标本室 ７４ １０７

２３ ＣＳＦ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森林植物标本室 ７０ ８１４

２４ ＴＩＥ 天津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６９ ９５８

２５ ＢＪＦＣ 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 ６８ ４８５

２６ ＨＭＡＳ 中国科学院菌物标本馆 ６７ ３９３

２７ ＪＪＦ 九江森林植物标本馆 ６４ ６０４

２８ ＨＨＢＧ 杭州植物园植物标本室 ６０ ０４３

２９ ＱＦＮＵ 曲阜师范大学生科院植物标本室 ５９ ９９８

３０ ＧＸＭＩ 广西中医药研究院植物标本馆 ５８ ４６３

３１ ＢＮＵ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４８ ５７８

３２ ＪＩＵ 吉首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馆 ４６ ８７７

３３ ＮＥＦＩ 东北林业大学植物标本室 ４５ ６４６

３４ ＳＺＧ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植物标本馆 ４４ ９１７

５１增刊 １ 刘慧圆等: 试论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的发展简史及其地位与作用



续附表１

序号
Ｏｒｄｅｒ

馆代码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ｃｏｄｅ

标本馆名称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ｎａｍｅ

标本记录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３５ ＣＺＨ 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科技学院植物标
本室 ４３ ０００

３６ ＨＩＭＣ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４０ ７１０

３７ ＨＧＡＳ 贵州省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４０ ５４５

３８ ＨＥＮＵ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馆 ３８ ５７２

３９ ＰＥＹ 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３７ ５０５

４０ ＨＵＳＴ 湖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３４ ４４９

４１ ＣＡＦ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植物标本馆 ３０ ９８３

４２ ＦＪＳＩ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２８ ９９７

４３ ＨＥＡＣ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室 ２５ ９８５

４４ ＮＦ 南京林业大学树木标本室 ２４ ８４３

４５ ＧＺＡＣ 贵州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室 ２２ ６９４

４６ ＸＢＧＨ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植物标本室 ２２ ３７３

４７ ＱＮＵＮ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植物标本室 ２１ ２５４

４８ ＳＨＭ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植物标本室 ２０ ８５６

４９ ＺＭ 浙江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２０ ２１５

５０ ＳＸＵ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２０ ０９４

５１ ＧＦＳ 贵州省林业学校树木标本室 ２０ ０００

５２ ＷＣＳＢＧ 华西亚高山植物园标本室 １９ ９９７

５３ ＳＸＴＣＭ 山西中医学院植物标本室 １９ ９９４

５４ ＪＸＵ 南昌大学生物标本馆 １９ ８７２

５５ ＭＢＭＣＡＳ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 １７ １１９

５６ ＩＭＤＹ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标本馆 １５ ４９４

５７ ＮＫＵ 南开大学生科院植物标本室 １５ １５４

５８ ＧＡＣＰ 贵州大学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１５ ０６０

５９ ＨＳＩＢ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１５ ００９

６０ ＳＮ 华南师范大学生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１４ ９９５

６１ ＮＥＡＵ 东北农业大学生科院植物标本室 １４ ５７１

６２ ＩＧＡ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湿地标本馆 １４ １２７

６３ ＦＪＩＤＣ 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标本室 １３ ９９８

６４ ＳＹＡＵ 沈阳农业大学植物标本室 １３ ０１８

６５ ＣＱＮＭ 重庆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１３ ０１０

６６ ＣＣＡＵ 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植物标本馆 １１ ４９０

６７ ＢＪＭ 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１０ ３２９

６８ ＧＮＵＧ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１０ ０４４

６９ ＦＪＦＣ 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室 １０ ０００

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续附表１

序号
Ｏｒｄｅｒ

馆代码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ｃｏｄｅ

标本馆名称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ｎａｍｅ

标本记录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７０ ＨＢＮＵ 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１０ ０００

７１ ＳＤＦＧＲ 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中心植物标本馆 １０ ０００

７２ ＰＥＭ 北京大学药学院中药标本馆 ９ ９９８

７３ ＳＡＢＧ 云南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标本馆 ９ ９９８

７４ ＧＮＮＵ 赣南师范大学植物标本馆 ９ ９９６

７５ ＨＴＣ 杭州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９ ９６７

７６ ＢＪＴＣ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９ ８９５

７７ ＧＹＢＧ 贵阳药用资源博物馆标本室 ９ ６６９

７８ ＪＸＡＵ 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馆 ９ ３３１

７９ ＪＸＣＭ 江西中医药大学标本馆药用植物标本室 ８ ３１４

８０ ＹＡＫ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植物标本室 ７ ９９９

８１ ＮＹＡ 湖南省南岳树木园标本室 ６ ２６８

８２ ＬＺＤ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５ ９２３

８３ ＭＵＣＨ 中央民族大学植物标本室 ５ ９１９

８４ ＸＺ 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５ ３４７

８５ ＧＡＣ 广西大学森林植物标本馆 ５ ２９１

８６ ＨＵＦＤ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中药系植物标本室 ５ ２３８

８７ ＪＳＰＣ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５ ０８０

８８ ＳＡＵＴ 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标本室 ５ ０６３

８９ ＨＳＮＵ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博物馆植物标本馆 ５ ０３４

９０ ＣＤＣＭ 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标本馆 ５ ００３

９１ ＮＭＡＣ 内蒙古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 ５ ０００

９２ ＩＡＴＭ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４ ９９９

９３ ＺＹ 遵义师范学院植物标本馆 ４ ９９０

９４ ＳＳＭＭ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植物标本室 ４ ９８４

９５ ＨＮＮＵ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４ ８００

９６ ＱＹＴＣ 陇东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植物标本馆 ４ ７４８

９７ ＪＬＳＬＫＹ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３ ９６４

９８ ＦＧＣ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饲用植物标本室 ３ ４９８

９９ ＨＮＲ 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３ １９５

１００ ＡＮＵＢ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３ ０３９

１０１ ＪＭＳＭＣ 佳木斯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标本室 ３ ０００

１０２ ＴＹＮＵＢ 太原师范学院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３ ０００

１０３ ＸＭＢＧ 厦门园林植物园标本室 ３ ０００

１０４ ＮＦＰ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植物标本室 １ ２０８

(责任编辑　 蒋巧媛　 邓斯丽)

７１增刊 １ 刘慧圆等: 试论植物子平台和 ＣＶＨ 的发展简史及其地位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