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１　 标本数字化流程及技术指南

植物标本子平台课题组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前言

经过多年实践ꎬ 植物标本子平台及 ＣＶＨ 参建

单位在标本数字化技术的各个环节上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ꎮ 为总结经验和促进今后工作ꎬ 子平台在各位

同行的支持及配合下ꎬ 撰写本技术指南ꎬ 内容包括

标本数字化工作流程、标本影像制作技术指南及标

本影像验收标准等内容ꎮ 指南中对标本影像部分作

了重点描述ꎮ 我们认为ꎬ 符合指南要求的标本影像

既是数字化工作成果也是用户共享的最重要信息ꎬ
高质量的标本影像还可以弥补信息录入的不足ꎬ 例

如信息录入误漏等ꎬ 因而ꎬ 对长期保存数字化标本

信息也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对于那些存在不足和未能

全面达标的标本照片ꎬ 若再予以重照补拍ꎬ 将带来

标本再次遭受损耗和人力资源浪费的后果ꎮ
由于时间匆忙ꎬ 此版指南可能会有错漏ꎬ 希望各位

同仁不吝批评指正ꎮ

１　 标本数字化工作流程

标本的数字化流程主要包括标本整理、信息录

入、影像制作和信息及图像上传四个步骤(图 １):
１. 标本整理

在进行标本信息录入和照相之前ꎬ 需要对馆藏

标本进行整理及清理ꎬ 目的是选出合格标本ꎮ 合格

标本的主要标准是有花果或其中之一、有采集记录

签和鉴定签———即“三有标本” (图 ２)ꎮ 采集记录

至少包含采集人 /队(和采集号)、采集时间和采集

地等基本信息ꎻ定名签或鉴定名称要求到种ꎬ 至少

到属(拉丁名)ꎻ标本本身即使缺少花果ꎬ 至少也有

相当的茎叶枝条ꎬ 否则不予数字化和提交ꎮ
标本整理的难点在于邀请专家鉴定标本ꎬ 还有

所缺标签的增补、褪色标签的更换ꎬ 以及加固标本

和清扫灰尘等等ꎮ

２. 信息录入

将采集记录签、定名签和条形码等信息录入到下

发的录入系统中(附件 ２ꎬ 图 ３)ꎬ 要求“忠于原著”－－
－即将标签信息原原本本地录入到相应的字段中! 注

意辨别标签上的字体ꎬ 尤其是人名和地名ꎬ 一旦错误

录入将难于发现和纠正ꎮ 标本信息录入好后应及时

校对ꎬ 保证录入正确率符合任务书的要求ꎻ
３. 标本影像制作———拍照或扫描

对整理好的标本进行影像制作ꎬ 不外乎是通过

拍照或扫描的方式来实现(图 ４)ꎮ 无论是哪种方

式ꎬ 都应该贴好条形码并在合适位置放置标尺及色

卡(图 ６)ꎮ
条形码和标尺的位置应选在台纸中心附近及靠

右侧处ꎬ 靠左的位置常常被属 /种夹盖住而不便查

看ꎬ 同一标本馆的位置应固定ꎬ 且摆放正ꎬ 不要倾

斜ꎮ
原则上条形码应贴在台纸下方边缘中部或靠外

侧ꎬ 也可以贴在台纸右上角ꎬ 避免贴在里侧或左上

角ꎮ 条形码由子平台课题统一制作ꎬ 如果自行制

作要求打印清晰、粘贴牢固、不易脱落、不反光ꎻ编
码必须同馆不断号、不重复ꎮ

原则上标尺及标准色卡位置摆放也应相对固

定ꎮ 标尺通常是放在台纸右侧ꎬ 摆正ꎬ 以不遮盖

标本为宜ꎻ
４. 信息及图像上传提交

照片拍摄之后ꎬ 进行批量裁边及调光ꎬ 然后

以条形码号命名好ꎬ 妥善保存ꎬ 等待上传至平台ꎮ

２　 标本影像验收标准(与任务书上

的描述一致!)

拍摄标本必须使用 １２００ 万像素及以上的数

码相机ꎮ 照片的尺寸为 ３０００ 像素×４０００ 像素以

上ꎬ 图像 １２００ 万像素以上ꎮ 每张至少 ３ 兆字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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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标本数字化流程图

上(像素推荐: ２４００ 万像素ꎮ 建议使用 Ｎｉｋｏｎ
Ｄ３２００ 或者更高档次的数码相机拍摄)ꎮ

相片的质量要求成像清晰(包括所照的植物

体和标本上的标签、标尺、色卡、条码)ꎬ 白平衡准

确ꎬ 色彩自然ꎬ 画面光亮统一适度ꎬ 大小要求覆盖

整份标本ꎮ
模式标本: 所使用的扫描仪规格为 Ａ３ 型ꎬ 分

辨率为 ６００ 线ꎬ 照片大小是: 　 １２ × ６００ ＝ ７２００
(宽)ꎻ１６×６００ ＝ ９６００(长)ꎻ９６００×７２００ ＝ ６９１２ 万像

素ꎻ原始文献扫描使用: ３００ 线ꎮ
照片拍摄后ꎬ 需要批量进行裁边及调光ꎬ 使

画面被整个台纸铺满ꎮ
照片处理后ꎬ 以条形码命名图像文件(图 ５)ꎮ

３　 标本影像制作技术指南

１. 基本概念

１.１ 条形码 　 参加本项目数字化的标本必须有条

形码ꎮ 条形码是数据库中每份标本的特异编码ꎬ
同一标本馆条码号应该是连续(不间断)和不重复

的ꎮ 项目组统一规定ꎬ 条形码构成为: 标本馆代

码＋ ７ 位标本编码ꎬ 如 ＰＥＹ００６６７７３ 代表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院植物标本馆第 ００６６７７３ 号标本ꎮ
建议条形码应贴在台纸下方边缘中部或右

(外)侧ꎬ 避免贴在里侧或左上角ꎬ 因台纸里侧被

插入属种夹子而不易查看ꎬ 另外ꎬ 通常台纸左上

角通常贴采集签、上方边缘粘 /别有散落材料包、
右下角有鉴定签而不适ꎮ 注意条形码不可覆盖原

来的标本馆代码或图标ꎬ 也不要被标本覆盖ꎮ
１.２ 标尺和色卡 　 标尺和色卡同样是数字化标本

所必备的ꎮ 前者便于研究者丈量标本各个部分大

小ꎬ 后者(色卡)主要是用于纠正颜色的偏差ꎬ 从

而精确区分花瓣、果实等结构的颜色ꎮ 项目组(课
题组)提供统一的标尺和色卡ꎬ 各单位也可以自己

制作ꎬ 只要质量合格即可ꎮ
建议标尺置于台纸右侧或下方ꎬ 与边缘平行

为好ꎬ 色卡位置则稍灵活ꎬ 以不压住标本和其他

签(鉴定签、采集签、号牌等)为准(图 ６)ꎮ
１.３ 号牌　 多数标本都挂有号牌ꎬ 为硬纸质ꎬ 方形

或圆形ꎬ 统一印制或手写的ꎬ 也有用纸张做成的

号牌ꎮ 号牌在标本鉴定、研究及引证中具有重要

的意义ꎮ 拍照或扫描标本时ꎬ 须将号牌有记录的

一面朝上ꎮ
１.４ 像素 　 像素是组成位图的最小单位ꎮ 像素多

少决定了位图图像细节的精细程度ꎮ 通常情况

下ꎬ 图像的分辨率越高ꎬ 所包含的像素就越多ꎬ 图

像就越清晰ꎬ 印刷的质量也就越好ꎮ 同时ꎬ 它也

会增加文件占用的存储空间ꎮ
１.５ 分辨率　 分辨率(亦称为解析度)是指单位英

寸中所包含的像素点数ꎬ 即像素密度ꎮ 往往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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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有标本”—有花果、采集签、鉴定签(ＰＥ: 数字化以后)

扫描、打印设置或者显示设备ꎬ 通常表示成每英寸

像素 ( Ｐｉｘｅｌ ｐｅｒ ｉｎｃｈꎬ ｐｐｉ) 和每英寸点 ( Ｄｏｔ ｐｅｒ
ｉｎｃｈꎬ ｄｐｉ)单位为 ＰＰＩ 或者 ＤＰＩꎮ 一般显示器的显

示分辨率为 ７２ ｐｐｉ、视网膜屏 １４４ ｐｐｉꎬ 打印分辨率

一般为 ３００ ｄｐｉꎻ一般打印机分辨率为 ３００ ｄｐｉꎮ
注意: 实际使用中“分辨率” 常与“像素” 混

用ꎮ 分辨率被表示成图像或设备每一个方向上的

像素数量(比如 ４Ｋ 屏幕分辨率其实是指长边像素

为 ４０００ 像素左右ꎬ １６ ∶ ９ 的显示器一般为 ４０９６×
２１６０)或总像素(尼康 Ｄ８００ 相机的最高分辨率为

３６００ 万像素)ꎮ
１.６ 像素与分辨率的关系 　 边长像素 ＝尺寸×分辨

率ꎬ 总像素 ＝长边像素×宽边像素

如: 标本尺寸 ２９×４２ｃｍ(１２×１７ｉｎｃｈ)ꎬ 推荐的

扫描分辨率为 ３００ ｄｐｉꎬ 则短边 １２ ｉｎｃｈ×３００ ｄｐｉ ＝
３６００ｐｉｘ 总像素为: ３６００×５１００ ＝ １８３６００００ꎬ 即一

千八百万像素ꎮ
２. 标本影像制作途径

标本影像主要通过 ２ 条途径获得ꎬ 一是扫描

仪扫描ꎬ 二是相机拍摄ꎮ
扫描仪扫描　 扫描数字化途径通常使用平板扫描

仪扫描ꎬ 其优点是分辨率可调ꎬ 结构简单ꎬ 操作容

易ꎮ 但普通扫描仪有两个直观的缺点ꎬ１.景深(清
晰范围)不可调控ꎬ 限于扫描仪结构ꎬ 材料比较厚

的标本ꎬ 例如果实比较大的树木标本ꎬ 靠近扫描

一端清晰ꎬ 压不到扫描平板的地方则模糊ꎻ２、颜色

表达不准确ꎬ 可以调整白平衡ꎬ 但是调整过程比

较麻烦ꎬ 扫描仪使用时间久了之后ꎬ 冷阴极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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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标本数据录入软件(ＧＩＮＫＧＯ－ｓ ３.４)

图 ４　 仪器设备(电脑、扫描仪、标本照相系统等)

色偏严重ꎬ 后期需要使用软件根据标本上的颜色

标尺校准颜色后方可达到项目合同要求ꎮ
欧美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采用专用扫描仪扫描

植物标本ꎬ 较好地克服上述的缺点ꎮ 我们因条件

所限未用普遍推广该办法ꎮ
相机拍摄　 使用相机拍摄优点在于: 景深易于控

制ꎬ 对于藏量较小标本馆ꎬ 不拍摄标本时相机可

作它用ꎬ 增加实用性ꎻ缺点在于: 需要操作人员具

有一定的摄影知识和一定的时间的操练才能灵活

掌握ꎮ
使用相机快门线和软件控制相机拍摄 　 一般拍摄

时将相机安装在翻拍架(推荐)或者三脚架上ꎬ 手

动按下相机快门拍摄ꎮ 此方法比较费时ꎬ 且拍摄

完成后ꎬ 需要将存储卡取下ꎬ 导入计算机中ꎬ 费时

费力ꎻ大量拍摄使用存储卡ꎬ 易达到使用寿命ꎬ 可

能会有照片损坏ꎬ 此外ꎬ 长期插拔存储卡ꎬ 会磨损

插卡槽ꎮ
建议有条件标本馆ꎬ 尤其是大中型标本馆采

用相机快门线和软件操控相机法ꎮ 该法除了解决

上述问题ꎬ 还能将所拍摄照片直接存储到计算机ꎬ
根据一定规则对照片进行命名ꎬ 实时查看照片拍

摄结果ꎬ 等等ꎮ 但此法的应用需要操作人员具有

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耐心ꎬ 一旦熟练使用则大大提

升拍摄速度和工作效率ꎮ
选择什么途径　 以上途径中ꎬ 选择相机＋三脚架 /
翻拍架＋软件控制拍摄标本(图 ４)是比较经济划

算、可行ꎬ 易于实现的方案ꎮ 具体方式的选择由各

单位根据主客观条件来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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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上传的合格标本图像(四川农大小麦研究所标本馆)

图 ６　 合格数字标本(注意标签、标尺及条码的位置)

无论哪种标本影像制作途径ꎬ 对影像的质量

要求都是一致的ꎮ 本项目对标本影像质量有 ４ 点

基本要求: 清晰、色准、覆盖标本、像素大于 １２００
万ꎮ 覆盖(整张)标本、１２００ 万像素主要是对硬件

配置的要求ꎻ清晰和色准是人为操控校准上的要

求ꎬ 也是难度较大、最需下功夫的技术要点ꎬ 包括

事先设置和事后处理ꎮ

５增刊 １ 植物子平台及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运维: 做法和经验



附件 ２　 Ｇｉｎｋｇｏ－ｓ ３.８ 用户手册(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修订)

植物子平台课题组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一、安装

１. 程序下载

Ｇｉｎｋｇｏ－ｓ ３.８ 安装包可以从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植物标本馆网站免费下载ꎬ 下载网址: ｈｔ￣
ｔｐ: / / ｐｅ.ｉｂｃａｓ.ａｃ. ｃｎꎬ 在菜单中ꎬ 进入数据中心后

点击程序下载标签ꎬ 在下载页面中选择 Ｇｉｎｋｇｏ－ｓ
软件ꎬ 下载到电脑或直接安装ꎮ
２. 程序安装

点击安装文件开始安装ꎬ 一路点 ｎｅｘｔ 即可ꎮ
在安装过程中如果遇到防火墙出现安全提示并询

问是否允许本次操作ꎬ 选择允许本次所有操作ꎮ
杀毒软件可能会提示软件有危险ꎬ 是因为它未识

别的软件都认为有危险ꎮ
３. 程序升级

点击主菜单中的升级项可将系统升级到最新

版本ꎬ 升级时需要电脑连接互联网ꎮ
如果采用重新安装方式升级需要注意的是要

将现有数据库备份ꎬ 因为安装后数据库将被替换

为新数据库ꎬ 原有数据将全部丢失ꎮ
４. 新功能

Ｇｉｎｋｇｏ－ｓ ３.８ 主要更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预

装了中国物种学名库ꎬ 可以直接选择录入ꎻ录入学

名时直接弹出科、中文名、命名人等信息ꎻ查询界

面增加多个自动提示功能ꎻ数据合并工具中增加

了错误数据导出功能ꎮ

二、数据录入

启动程序ꎬ 点击标本录入标签打开录入界面

(见下图)ꎮ

１. 通则

馆代码和条形码是必录项ꎬ 这两项不能空ꎮ
输入某项内容后按回车键可以自动进入下一

项ꎮ
所有数据录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ꎬ 如果中

途点保存则只能到标本修改界面添加还未录入的

信息ꎮ
２. 采集地录入

采自中国的标本要录入省份和县的行政区名

称ꎬ 省级只能选择ꎬ 县一级最好选择ꎬ 如果选择列

表中没有要录入的名称可点击右侧带∗号按钮添

加新名称ꎮ 县以下小地名录入到地名栏中ꎮ
国外标本除国名外其余各级别名称均录入到

地名中ꎮ
３. 学名录入

本软件已将所有国产物种名称预装到数据库

中ꎮ 学名共七项内容: 科拉丁名、属拉丁名、种加

词、种级命名人、种下等级、种下等级命名人和中

文学名ꎮ 拉丁名在录入时会根据已输入字符列出

与之匹配的名称ꎬ 如果没有所需要输入的信息可

点出右侧带∗号按钮添加新名称ꎮ
学名录入技巧: 直接在学名处理开始录入ꎬ

如果弹出所需名称选中之后其他信息会自动填

入ꎬ 包括科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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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信息可以在物种信息界面中录入或修

改ꎮ 如图ꎮ

４. 历史鉴定记录录入

历史鉴定记录是指标本台纸上有多个鉴定签

时鉴定时间较早的若干个标签内容ꎮ 录入应该是

在输入该份标本条形码后进行ꎮ 先点击此栏目内

的添加按钮后再录入相关内容ꎬ 录入完成之后要

按保存按钮ꎮ 如果有多个历史鉴定记录重复上述

操作ꎮ

三、数据修改

有两种方式进入修改界面ꎮ 一是点击标本修

改标签进入ꎬ 此外ꎬ 也可以由查询界面直接进入

修改界面ꎮ
１. 点击标本修改标签进入修改界面

进入修改界面后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开始检

索按钮ꎬ 待数据返回后即可修改相关信息ꎮ
２. 在查询结果中点击图标进入修改界面

如果需要在查询中修改当前记录ꎬ 可点击图

标直接进入修改界面进行修改ꎮ

３.注意事项

修改数据的要求与录入基本一致ꎬ 主要注意

学名、行政区名称及经纬度格式等ꎮ
４. 录入新鉴定标签

点击转至历史鉴定按钮即可将现有鉴定信息

保存到历史鉴定中ꎬ 如保存成功学名信息会清空ꎬ
此时可录入新的鉴定信息ꎬ 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保存新的鉴定信息ꎮ
５. 其他

条形码和馆代码是不能修改的ꎬ 如发现条形

码输入错误可删除该条记录重新录入ꎬ 或者打开

数据直接删除ꎮ

四、数据查询

程序启动后首先看到的就是查询界面ꎮ 查询

界面分四个区域ꎬ 分别是查询条件设置、结果显

示、照片显示、分布图显示ꎮ
１. 查询条件设置

根据需求填写查询条件ꎬ 查询内容如上图所

示ꎬ 各条件之间是和的关系ꎬ 也就是说输入的条

件越多返回的记录数越少ꎮ 设置好检索条件后点

击开始检索按钮开始检索ꎮ 如要重新设置检索条

件可点击清空选项按钮清空全部已设内容ꎮ
有些项目是要在列表中选择ꎬ 如科、属、种等ꎮ
涉及日期的项目可以限定范围ꎮ 选择不同符

号(‹、›、 ＝ )可设置该项目的时间段ꎮ
２. 数据浏览

移动记录有两种方式ꎬ 一是点击左侧的条形

码列表ꎬ 另外就是点击列表下面的导航按钮ꎮ 如

下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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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列表显示按钮可以表格形式显示数据ꎮ
３. 照片浏览

照片需要放到安装目录下的 ｉｍａｇｅ ＼ ｓｐｃｉｍ ＼目
录下ꎬ 文件为 ＪＰＧ 格式ꎬ 文件名为该标本的条形

码号ꎮ
照片可进行放大镜、原大和保存等操作ꎮ

４. 报表打印

如果需要打印检索出来的数据可选择报表类

型后点击显示报表按钮ꎬ 这样会生成所选报表格

式ꎬ 预览没问题可打印ꎬ 也可另存为 Ｗｏｒｄ 或 Ｅｘ￣
ｃｅｌ 等文件格式ꎮ

也可输出为采集记录签ꎮ
５. 数据导出

检索出来的数据可以直接导出为 ＥＸＣＥＬ 文

件ꎬ 点击" 导出" 按钮系统会将数据存为 ＥＸＣＥＬ
文件ꎮ
６. 修改数据

点击"修改"按钮可进入修改界面修改当前数

据ꎮ
７. 删除数据

点击"删除"按钮可直接删除当前记录ꎮ

五、模式标本

模式标本录入与普通标本相同ꎬ 所不同的是

模式文献录入ꎮ
在菜单中选择种子及模式标本－模式标本录

入与查询ꎬ 弹出模式标本数据库窗口ꎬ 如下图ꎮ

在此窗口操作之前应已经完成模式标本基本

信息的录入ꎬ 在这里只是将相关的物种信息与其

绑定ꎮ 首先要做的是选择物种学名ꎬ 之后添加模

式标本并保存ꎮ
选择物种学名之后还可以添加原始文献信

息ꎬ 添加后保存即可ꎮ
点击导出数据按钮可以导出数据库中所有模

式标本信息ꎮ

六、系统维护

１. 数据备份

在菜单中选择系统维护－数据备份ꎬ 弹出文件

管理器窗口ꎬ 在此选择一个路径用于保存数据库

即可ꎮ
２. 数据恢复

在菜单中选择系统维护－数据恢复ꎬ 弹出文件

管理器窗口ꎬ 在此选择一个备份的数据库ꎬ 此时

将替换现有数据库ꎬ 这也是和数据合并的区别ꎮ
３. 数据合并

数据合并与数据导入的区别在于数据合并是

将两个分别录入的数据库

ｔａｘｏｎ.ｍｄｂ 的数据合并ꎬ 而数据导入是指将其

他方法录入的 ＥＸＣＥＬ 表导入数据库ꎮ
在菜单中选择系统维护－数据合并ꎬ 弹出合并

数据窗口(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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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第一步是点击打开文件按钮选择要

导入的数据库文件ꎬ 选择好后点击开始导入按钮

直到出现成功提示ꎬ 在导入过程中不要终止此项

操作ꎮ 导入的数据库必须是 ＧＩＮＫＧＯ２ 及以上版

本ꎬ 因之前版本数据库在结构上与 ２.０ 之后是有

区别的ꎬ 无法正常导入ꎮ 如果遇到数据无法导入

系统会将未导入的数据列表于当前窗口ꎬ 用户可

以将其导出至 ＥＸＣＥＬ 表中ꎮ
４. 数据导入

数据导入主要是指将 ＥＸＣＥＬ 格式数据导入

到数据库中ꎬ 也可是与本系统不同的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

库ꎬ 但对数据表的字段有一定要求ꎮ 如果是 Ｇｉｎｋ￣
ｇｏ２ 的数据库可采用合并的方式更为简单ꎮ

在菜单中选择系统维护－数据导入ꎬ 弹出导入

数据窗口(见下图)

导入数据分为四步ꎬ 首先是打开导入的文件ꎬ
第二步选择一个要导入的数据表ꎬ 第三步确认馆

代码是否正确ꎬ 如不正确可修改ꎬ 最后点出开始

导入按钮开始数据导入ꎮ
导入的数据必须包含所提示的所有字段ꎬ 字

段内容除条形码外均可以空ꎬ 字段顺序可不同ꎮ
在导入过程中不要终止操作ꎮ

５. 数据库操作

本系统采用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ꎬ 文件名是 ｔａｘｏｎ.
ｍｄｂꎬ 在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ꎮ 如果需要直接操

作数据库可以将其打开编辑数据ꎮ 标本数据保存

在 ｓｐｃｉｍ 表中ꎬ 物种信息保存在 ｔａｘｏｎ 表中ꎬ 行政

区名称在 ｇｅｏｇ 表中ꎬ 历史鉴定记录保存在 ｓｐｃｉｍ＿
ｈｉｓ＿ ｉｄｅｎ 表 中ꎬ 性 状 保 存 在 ｓｐｃｉｍ ＿ ｐｌｕｓ 表 中ꎮ
ｓｐｃｉｍ 是系统主表ꎬ 与其他表关联是依赖于条形码

号或相关表 ＩＤꎬ 因此ꎬ 要确保这些关联字段的完

整性ꎮ 需要注意的是子表 ｔａｘｏｎ 和 ｇｅｏｇ 中不应有

重复数据ꎬ 如有重复数据会导致查询时出问题ꎮ

七、照片编辑

在系统中提供一个简单的照片编辑工具ꎮ 可

以对照片进行旋转、切裁和条形码识别ꎮ

八、技术支持

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有任何问题或疑问请与

课题组(子平台)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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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标本数据审核的一般流程及审核内容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一、植物子平台数据审核软件(ＣＶＨ＿
Ｄａｔａ＿Ｃｈｅｃｋ)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１. 提取审核数据表

将同一单位不同时间上交的数据合并到一个数

据表中ꎮ (注意: 上交的全部数据表格都要备份)
２. 调整数据字段格式及顺序

将该单位的数据表中的字段顺序调整成数据

审核软件(ＣＶＨ Ｄａｔａ Ｃｈｅｃｋ)中自带的“待审数据”
表中的字段顺序ꎬ 以便下步审核使用ꎮ
３. 将数据表导入软件根目录的 ｔａｘｏｎ 中

可以复制、粘贴实现此步ꎬ 也可以通过数据库

自带的“导入外部数据”来实现ꎮ
４. 打开“ＣＶＨ＿Ｄａｔａ＿Ｃｈｅｃｋ.ｅｘｅ”进行设置

指定照片位置ꎬ 选择该单位的馆代码ꎬ 随机

选择待审记录(一般选择 １０％)ꎬ 审核后转入总

汇ꎮ (注意: 在第 ３ 步后ꎬ 应将“ ＣＶＨ”数据库关

掉ꎬ 然后启动 ＣＶＨ＿Ｄａｔａ＿Ｃｈｅｃｋ.ｅｘｅ)
５. 审核并提取审核结果

进入审核界面ꎬ 左边是录入的标本信息ꎬ 右侧

是标本照片ꎮ 将标本信息与照片上的采集签、鉴定

签、吊牌以及条形码进行比对ꎬ 并查看照片的亮度、
清晰度以及标本的完整性ꎬ 若都合格ꎬ 就点击“合
格”ꎬ 进行下一份标本ꎻ若不合格ꎬ 写清楚不合格的

原因ꎬ 点击不合格进行下一份标本ꎮ 当所有标本都

审核完毕ꎬ 返回“设置”页面ꎬ 点击“导出抽样不合

格记录”便可得到不合格的 ｅｘｃｅｌ 表格ꎮ (注意: 在

写不合格原因时ꎬ 最好越详细越好ꎬ 并且同一不合

格原因用同一语句表达ꎬ 便于最后统计ꎮ)

二、审核内容

１. 数据审核要求:
录入信息与台纸上的标本及标签信息一致ꎻ

重点检查必录字段ꎬ 即包括采集人－号码－采集时

间、采集地点(至少到省和县级)和植物名称(科名

和学名)———如果原标本上没有这些信息ꎬ 需要补

全之后再数字化ꎬ 否则为不合格数据!

需要输录的字段要求及注意事项

字段名 要求 备注

条形码 馆代码＋数字编码ꎮ 数据信息与扫描的台纸信
息完全匹配ꎮ

名称

科名

属名

拉丁名 属名＋种加词＋种下等级

命名人

种下等级

种下命名人

中文名 如果有多个中文名称ꎬ 需要录入前三个信息ꎮ

１.名称体系每个部分单独一个字段ꎻ
２.不能出现其他无关的符号ꎬ 如“?”、汉字等ꎻ
３.拉丁名要求跟台纸上的名称完全一致ꎬ 而不是接受名或
异名ꎻ
４.如果台纸上有多个拉丁名ꎬ 录入鉴定时间最新的那个ꎮ

采集人 按采集签录入ꎮ 如果有多个采集人ꎬ 全部罗
列出来ꎬ 不同的采集人名字之间用逗号隔开ꎮ

１.不能出现一些不确定的数字或? 号ꎻ
２.如果大批量缺失采集人信息需要核实资料补充后录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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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号
按采集签录入ꎮ 如果有多份标本ꎬ 同一个采
集号只算一次ꎮ 不能出现一些无关的数字格式或? 号等字符ꎮ

采集日期 格式要求: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年月日) 格式必须全部统一ꎮ 如: １９３８０９１３ꎬ ２００５１２０１ꎬ
１９００００００ꎮ

采集地

国家

省份

区县

小地点

按采集签录入ꎮ 不能出现无关字符ꎬ 如数字、? 号等ꎮ
采集地信息至少补充到县级ꎮ

鉴定人 要求同采集人ꎮ

鉴定时间 格式同采集时间ꎮ

经纬度 全部统一成小数点格式ꎮ

ｅｇ: ３７°１５′５４″ ＝ ３７.２６５
如果原标签非小数点格式ꎬ 建议:
１ 保留原始格式ꎻ
２ 增加一个字段ꎬ 为小数点格式ꎮ

海拔 格式要统一ꎮ 对于区间海拔ꎬ 录入高的那个
数字ꎬ 比如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米ꎬ 则录入 １２００ 米ꎮ

负海拔指的是低于海平面的海拔ꎬ 而不是区间中的低的那
个海拔数值ꎬ 比如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米ꎬ 负海拔不是 １０００ 米ꎮ

标本性状描述:
花、果、植物高度、颜色等 按照台纸上的内容逐一录入ꎮ

生境 按照台纸上的内容录入ꎮ

２.照片审核要求

审核项目 要求

方向 全部直立

裁边 全部裁边

清晰度
清晰(包括所照的植物体和标本上的标签)ꎬ 大小要求覆盖整份标本ꎬ 图片大小短边不小于 ４８００ 像素或长

边不小于 ６４００ 像素ꎬ 局部放大仍然清楚ꎮ

色彩 曝光适度

三、审核合格率

要求合格率不能低于 ９５％ꎮ 以标签信息上的必录字段(采集

人号时间ꎬ 地点ꎬ 植物名称)及照片为计ꎮ

四、生成该馆标本核查记录表

ｘｘ 标本馆数据核查记录表(模板)
核查时间:
核查人:
核查结果: 有关该批标本数量及质量情况的描述ꎮ
结论(简要): 合格与否ꎬ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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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 ”数据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身份 １ 研究生: 硕士□博士□ꎻ２ 职工及职称: 初级□中级□高级□ꎻ３ 其他□

单位及部门

通讯地址

申请人邮箱及电话

导师 / 组长 / 主任姓名及邮箱

∗∗∗项目 / 课题名称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 项目)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重大专项

国家基金: □面上ꎻ□青年ꎻ□地区ꎻ□重点ꎻ□杰青

中国科学院项目

其他项目(来源部门及名称)

研究生论文(题目)

申请数据描述

数据应用说明

发送数据描述 [这部分由 ＣＶＨ
联系人填写ꎬ 包括总份数ꎬ

及馆藏、省份和类群

等细节]

数据使用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ꎬ 严格遵守 ＣＶＨ 有关数据共享使用的规定: １)所得数据需妥善保存ꎬ
未经许可ꎬ 不得整体发给第三者ꎬ 也不直接放置网络上ꎻ２)在论文中注明标本数据

来自“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网站ꎬ 并把论文 ｐｄｆ 文档发给 ＣＶＨ 联系人存档ꎮ

申请人签名: 　 　 　 　 　 日期: 　 　 　 　 　 　 　

∗申请流程: 申请人从 ＣＶＨ 网上下载表格填写→ＣＶＨ 审核→申请人签名→ＣＶＨ 发放数据ꎮ
∗∗身份: 如果申请人是研究生或非高级职称者ꎬ 需填写导师或课题组长(室主任)信息ꎻ
∗∗∗项目 / 课题名称: 需填写标本所用于基金(或其他项目 / 课题)的名称ꎮ

ＣＶＨ 工作组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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