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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标本馆数字化发展的缩影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ＮＡＳ)

刘启新ꎬ 褚晓芳ꎬ 董晓宇ꎬ 惠　 红ꎬ 周义峰∗

(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南京中山植物园) 标本馆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

摘　 要: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ＮＡＳ)是中国最早的植物标本馆之一ꎬ也是国内最早开展植

物标本数字化的标本馆ꎬ其标本数字化发展经历了 ４ 个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尝试的标本文字信息数

字化的起步阶段ꎻ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的标本图像数字化和文字信息数字化规范阶段ꎻ２００４ 年以后的标本批

量数字化与信息网络共享快速发展阶段ꎻ２０１８ 年后的标本数字化信息维护与优化阶段ꎮ 这一过程集中代

表和反映了中国植物标本数字化的发展历程ꎮ 此外ꎬ近年来开始了发掘和利用江苏植物标本的数字化信息

工作ꎬ包括建设江苏省级数字植物标本馆、开发江苏省维管植物标本时空分布可视化系统、开展标本采集－
入库过程数字化等ꎮ 今后ꎬ将不断深化标本数字化的工作ꎬ以期形成有 ＮＡＳ 特色的数字化植物标本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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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标本是开展植物学研究的一类重要实物

材料ꎬ不仅承载了植物的形态特征和遗传物质信

息ꎬ而且记录或携带着植物的产地、采集和资源信

息ꎬ甚或载有植物种类的鉴定信息、标本研究信息

以及鉴定与研究的历史信息ꎬ在植物学研究领域ꎬ
诸如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区系等学科的研究

中备受关注ꎬ特别是模式标本ꎬ是植物种类及其名

称的唯一实物凭证ꎬ具有不可替代性ꎬ其地位尤其

特殊和重要ꎮ 因此ꎬ业界极为重视对于植物标本

的收集、保藏、研究与应用ꎮ
标本馆的重要任务之一ꎬ就是长期妥善保藏

植物标本ꎬ并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利用提供支撑和

服务ꎮ 但是ꎬ植物标本(尤其是腊叶标本)具有随

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老化或极易破损的局限性ꎬ
加之保存条件的不适或过多翻阅易造成标本实体

损坏ꎬ甚或天灾及人为失误可造成标本损毁或丢

失ꎬ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标本的保护与利用往往产

生矛盾ꎬ特别是对于保存时间久且已“老化”的标

本ꎬ矛盾愈显突出ꎮ 这一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困扰着标本馆管理人员ꎬ也是标本馆工作的难点

和必须解决的问题ꎮ
２０ 世纪中后期ꎬ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ꎬ利

用计算机技术将标本信息数字化ꎬ为标本馆解决

管理和应用方面的矛盾和困难提供了十分有效的

方法和途径ꎮ 数字化的植物标本信息以数据库的

数字形式与标本实体分离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直接查阅植物标本实物才能获取相关信息的依

赖性或局限性ꎬ而且可以减少人为活动造成标本

损失ꎬ实现多人同时、多次、异地获得完全相同的

标本信息ꎮ 这是传统方式管理植物标本所不能及

的ꎬ更能有效地延续实体标本寿命ꎮ 无疑ꎬ标本的

数字化为标本的管理、检索、利用和保护提供了崭

新的途径ꎮ 正因如此ꎬ计算机一经引入标本馆管

理ꎬ国内外的主要标本馆都陆续启用并迅速推进

馆藏 标 本 的 数 字 化 工 作 ( 王 利 松 等ꎬ ２０１０ꎻ
Ｓｏｂｅｅｏｎꎬ １９９９ꎻ 李鸣光等ꎬ １９９５ꎻ 马波等ꎬ ２００１)ꎮ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ＮＡＳꎬ
原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标本馆ꎻ以下

简称“本馆”)源于 １９２３ 年的我国第一个生物研究

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建立于 １９３４ 年

的原动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室ꎮ 与国内其他植物标

本馆相比ꎬ本馆应是我国最早的植物标本馆ꎬ至今

已近百年ꎬ是国内四大植物标本馆之一ꎬ也是华东

地区最大的植物标本馆ꎬ保存有被子植物、裸子植

物、蕨类植物及苔藓植物的腊叶标本 ８０ 余万份ꎬ
模式标本 ５ ０００ 余份ꎮ 本馆最大的保存特色和优

势是有众多模式标本、大批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我国早期植物学家采集的标本以及来自世界

其他标本馆早年的标本ꎮ 中国植物学研究最早发

起于南京和上海ꎬ我国早期植物学家在开展植物

学研究过程中采集有许多植物标本ꎬ如秦仁昌、方
文培、耿以礼、蒋英、王启无、蔡希陶、陈焕镛、贺贤

育等在我国植物分类学发展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专

家和学者ꎬ他们在西南(滇川贵)、华东、华南等地

采集的大量标本ꎬ多数保存于本馆ꎮ 此外ꎬ还有一

些外 国 植 物 学 家 ( 如 Ｐ. Ｊ. Ｍ. Ｄｅｌａｖａｙ、 Ｃ. Ｃ.

２７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Ｃｏｕｒｔｏｉｓ、Ｈ. Ｍｉｇｏ、Ｊ. Ｆ. Ｒｏｃｋ、Ｙ. Ｙａｂｅ 等人)在中国

各地 采 集 的 许 多 标 本 和 震 旦 博 物 院 ( Ｍｕｓｅｅ
Ｈｅｕｄｅ)的馆藏标本等ꎮ 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中国

科学院时收藏的主要植物标本ꎬ本所作为中国科

学院专设的高等植物分类研究所将这部分标本予

以全盘接收并存于本馆中ꎮ 这些植物标本经历了

抗日战争期间从南京西迁至重庆、战后又迁回的

颠沛ꎬ以及“文革”时期的易地搬迁ꎬ保存至今ꎬ非
常不易(薛攀皋ꎬ １９９２)ꎮ 上述标本ꎬ许多仅保存

于本馆ꎬ在我国近代植物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ꎬ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极高的价值ꎬ十分珍贵ꎮ 如

何妥善保存这些标本是本馆工作的重中之重ꎬ也
成为本馆积极开展标本数字化工作最直接、最迫

切的原动力之一ꎮ
除此之外ꎬ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信息化的深入ꎬ

植物科学工作者ꎬ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家ꎬ除了到馆

实地查看植物标本细节ꎬ更希望通过网络平台获

取或关注标本的相关信息ꎬ加之为了更好地全面

保护馆藏标本ꎬ也为了让人们更方便、有效地利用

这些标本的信息资源ꎬ在较大的范围内做到信息

共享ꎬ本馆不仅充分认识到植物标本数字化的重

要性ꎬ而且及早开展标本数字化工作ꎬ并在 １９８４
年就率先在国内开始建设植物标本数据库ꎬ从此

拉开了我国植物标本馆开展标本信息化建设的

序幕ꎮ

１　 本馆标本数字化的经历与发展

阶段

纵观中国植物标本馆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植

物标本的管理并进行标本信息数字化的过程ꎬ本
馆最有代表性———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率先在

国内建立了植物标本数据库ꎬ历经了各个发展阶

段ꎬ成为我国植物标本数字化平台的重要参与单

位ꎬ是国内开展标本数字化最早、历程最长的标本

馆ꎮ 回顾本馆植物标本数字化过程以及开展的工

作ꎬ即可管窥我国植物标本馆数字化的历程ꎬ概为

缩影ꎮ 就本馆开展的标本数字化的工作与经历ꎬ
大体可以分为 ４ 个阶段ꎮ

１.１ 第一阶段:率先在国内尝试将计算机应用于标

本管理———建立植物模式标本管理系统(ＭＳＢＳ)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国外就将计算机技术应

用于植物标本的管理ꎬ主要用于简单的植物类群

检索系统和列表ꎻ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一些有代

表性的植物研究单位的标本馆根据各自的特点和

优势独立研发ꎬ扩大标本信息的贮存和检索功能ꎬ
如密苏里植物园的植物标本数据库(１９７０ｓ)、爱丁

堡 皇 家 植 物 园 植 物 标 本 馆 的 ＰＡＮＤＯＲＡ 项 目

(１９８６)、史密森研究院的植物标本数据库(１９７０ｓ)
( Ｓｈｅｔｌｅｒꎬ １９７３ꎻ Ｐａｎｋｈｕｒｓｔꎬ １９９３ꎻ 李鸣光ꎬ ２０００)ꎮ
在此国际发展大趋势的背景下ꎬ伴随着密苏里植

物园与我国签署编写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的合作协议的

逐步实施ꎬ本标本馆于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６ 年与南京

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联合研发了

植物标本计算机管理系统ꎬ并利用该系统对 １２５
科 ２９０ 属约２ ０００份模式标本进行了信息数字化

(凌萍萍和汤儆杉ꎬ １９８８)ꎮ 这是我国标本馆第一

次尝试开发的植物标本信息系统ꎬ并开始标本数

字化管理ꎮ
该系统实现了植物标本信息的存贮、排序、查

询、检索、增加和删除等功能ꎬ显著提高了植物标

本(特别是模式标本)的管理水平ꎮ 一方面避免了

人工查阅标本造成的磨损ꎬ能更有效地保护标本ꎬ
有利于标本的长期保存ꎻ另一方面又可准确、多次

显示植物标本的信息ꎬ避免因人工观察和记录造

成所获信息的误差ꎬ尤其是在进行大量标本查阅

和涉及的分类群较多时ꎬ人工查询往往会产生各

种差错ꎬ而且工作量大ꎮ 此外ꎬ实现了标本信息的

异地查阅ꎬ可以大幅度节省研究费用ꎬ缩短查阅

时长ꎮ
由于技术的限制ꎬ当年所有标本信息首先采

用人工登记(图 １)ꎬ再通过人工将这些信息录入

计算机(微机)系统中ꎮ 整个标本管理系统软件是

在 ＩＢＭ￣ＰＣ / ＸＴ 计算机和 Ｌｏｔｕｓ １－２－３ 集成软件基

础上开发的(图 ２)ꎬ资料数据的输入工作以 Ｌｏｔｕｓ
１－２－３ 的编辑方式进行ꎬ输入区、输出区和标准查

询区的范围用资料命令功能块进行制作ꎬ而应用

程序则用宏汇编进行编制ꎮ 用户可以通过显示屏

窗口查看数据库的内容ꎬ 包括标本信息和操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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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ＮＡＳ 馆藏植物标本的微机信息登记卡
Ｆｉｇ. １　 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 ｃａｒｄ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Ｓ ｉｎ １９８０ｓ

序ꎬ使得植物标本管理实现了计算机化ꎮ
本馆标本数字化最早使用的是美国国际商用

机器公司( ＩＢＭ)于 １９８３ 年发布的个人电脑产品

ＩＢＭ ＰＣ / ＸＴ 台式计算机ꎬ这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硬

件设备ꎬ采取 ＸＴ 设计ꎬ使用了 Ｉｎｔｅｌ 的 ８０８８ 芯片ꎬ
引入了标准的 １６ 位 ＩＳＡ 总线以及采用了当时最新

的英特尔 ８０２８６ 处理器ꎬ硬盘为 １０ ＭＢꎬ预装了

ＤＯＳ ２.０ 系统ꎬ支持“文件”的概念ꎬ并以“目录树”
形式存储文件ꎮ 这是硬盘第一次成为 ＰＣ 的标准

配置ꎮ 标本数据贮存器是 ５.２５ ｉｎ 的软磁盘( １.２
Ｍ)ꎬ后期改用了 ３.５ ｉｎ 软磁盘(图 ３)ꎮ

该系统将所有标本分别存放于 １１ 个信息库

中ꎬ每份标本信息包括(标本馆)标本流水号ꎬ标本

植物隶属的科号、科名、属名和种名ꎬ种名的异名

或俗名ꎬ种名发表的原始文献ꎬ标本采集的采集

人、采集号、采集日期、产地、生境和海拔ꎬ植物的

习性、叶、花、果、雄蕊、雌蕊、用途、分布ꎬ标本的模

式类型等等ꎬ共 ３０ 项信息ꎮ
用户可以调用任何一个库中的标本信息ꎬ也

可以随时增加、删除和修改这些信息ꎬ还可以根据

需要对存放的标本信息进行检索ꎬ不仅能对每份

标本进行检索ꎬ而且能从 １０ 个角度或方面查询标

本ꎮ 例如:①植物种名发表的原始文献ꎻ②植物标

本隶属的科、属、种的名称ꎻ③标本的采集人ꎻ④标

本的产地ꎻ⑤标本的生境ꎻ⑥标本采集地的海拔高

度ꎻ⑦植物的性状ꎻ⑧花色ꎻ⑨模式类型ꎻ⑩植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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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ＮＡＳ 植物标本管理系统程序设计图 [引自凌萍萍和汤儆杉(１９８８)]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Ｓ ｉｎ １９８０ｓ

途ꎮ 也可以采取多种或复合条件进行查询ꎬ如查

询某人在某地、某生境下采集的某科草本植物标

本ꎬ还可以对植物标本的科、属、种的数目和标本

份数进行统计ꎮ
系统操作以“菜单”的选择方式进行ꎮ 先显示

出文件索引(调档)、统计、检索、排序、打印、贮存、
编辑等主菜单ꎻ选择了主菜单的某菜单项后ꎬ可点

击它ꎬ以显示出下级的子菜单ꎻ再根据需要ꎬ在子

菜单中进行选项操作ꎻ如此逐层往复ꎬ直至完成一

次检索ꎬ系统会返回到主菜单ꎮ 系统易于掌握ꎬ使
用方便ꎮ

根据标本管理的要求ꎬ将植物标本管理软件

系统划分为资料数据库、表格图形区和应用程序

区 ３ 个主要部分:(１)资料数据库可分为输入、标
准查询和输出 ３ 个区ꎬ其中输入区供用户手工输

入每份标本的 ３０ 项信息ꎻ标准查询区供用户建立

栏位的查询标准ꎬ以满足用户不同的查询要求ꎻ输

出区供用户显示各种检索结果ꎬ可在显示器上视

阅ꎬ也可打印输出ꎮ (２)表格图形区可将输出的任

意植物标本中每一项信息填入表格中ꎬ得到标本

信息的表格形式ꎬ或者可将输出的某些数据加以

统计ꎬ获得直观的图形显示ꎬ这些表格或图形也可

打印输出ꎮ (３)应用程序区供存放应用程序ꎬ应用

程序将资料数据库与表格图形区联系在一起ꎬ组
成层状叠套的“菜单”工作方式ꎬ使系统能按一定

方式自动进行(图 ２)ꎮ
但是ꎬ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ꎬ该系统也有不足

之处ꎮ 一是系统使用的是英文ꎻ二是系统采用的

Ｌｏｔｕｓ 集成软件具有一定局限性ꎬ植物标本信息需

分别存放于若干个库中ꎬ使用前要根据所查询标

本所在的科或属进行调库ꎬ操作基本上按库进行ꎻ
三是打印信息只能按已编好的格式进行ꎬ而且用

户自行进行组织打印格式比较复杂ꎻ四是受限于

当时的计算机容量等硬件条件ꎬ该系统只有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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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信息ꎬ缺乏标本的图像信息ꎬ不能直观地看

到标本图像ꎮ
考虑到电子产品的性能具有一定不稳定性和

标本数据库软件系统的安全性ꎬ本馆在进行标本

数字化时首先将标本信息进行文字纸质记录ꎬ以
作为数字化信息的一种传统备份形式ꎮ

本馆首次开展的标本数字化仅涉及模式标

本ꎮ 之所以如此ꎬ一是模式标本是一类比普通标

本更加重要和特殊的标本ꎬ二是本馆的模式标本

是单库另存ꎬ便于试点和操作ꎮ 但是ꎬ如同所有标

本馆一样ꎬ本馆保存最多的标本是普通标本ꎬ对标

本馆的管理和标本查询而言ꎬ更需要对普通植物

标本信息进行数字化ꎮ 然而ꎬ本馆这一时期开发

的标本数据库未涉及普通标本ꎮ 同时ꎬ此数据库

仅有标本的文本信息ꎬ而且数据库开发尚未采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可使世界各地的用户通过网络直

接查询数据库信息ꎬ能在更大范围、更有效地实现

标本信息资源共享ꎮ
尽管如此ꎬ这项工作在我国具有开先河性ꎬ为

本馆以及我国植物标本馆开展植物标本数字化建

设奠定了基础ꎬ而且本馆植物模式标本数据库(名
为 ＭＳＢＳ)也被美国 ＩＯＰＩ 网站收载ꎮ 这是当时我

国唯一一个被国外知名网站收载的植物标本信息

管理系统ꎬ说明该项工作跟上了国外标本馆现代

化管理的发展潮流ꎮ 此后ꎬ我国其他部分植物标

本馆闻息或来访交流后ꎬ逐渐开始了植物标本数

字化软件的开发工作ꎮ 可见本馆在我国馆藏标本

数字化启动阶段中起到了示范或促进作用ꎮ
１.２ 第二阶段:开始普通标本图像数字化和标本数

字化规范建设

１.２.１ 参与国家科技部首次启动的植物标本数字

化项目———馆藏植物标本图文信息系统建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伴随着数码相机和扫描仪的兴起ꎬ
标本图像数字化成为标本数字化的重要内容ꎮ 此

时ꎬ国外标本馆愈加重视标本的数字化ꎬ不仅有了

标本图像信息ꎬ而且标本数字化的规模也越来越

大ꎮ 如阿拉巴马大学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牵头建

设了美国东南部地区各小型标本馆的植物标本信

息系统 ＳＥＲＦＩＳꎻ１９９１ 年宾夕法尼亚州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博

物馆开始建设植物标本数据库ꎻ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加利福尼亚大学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分校牵头的美国西部地

区加利福尼亚植物标本管理系统 ＳＭＡＳＣＨ 等ꎮ 在

此期间ꎬ本馆在原有数据库基础上ꎬ开始普通标本

的数字化工作ꎬ同期国内其他植物标本馆也纷纷

开始建立自己的标本数字化软件系统ꎬ如 １９９４ 年

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合作研

制植物标本数据库ꎬ１９９５ 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研究所标本馆开始尝试建立植物标本馆数据库ꎬ
１９９７ 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ꎬ中山大学

标本馆与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联合研制共享标

本数据库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也开始研发植物标本管理系统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科技部首次启动标本数字

化建设项目ꎮ １９９９ 年科技部基础司同时资助了与

植物标本馆的标本数据库有关的 ４ 个基础性工作

项目(由华东地区的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华南地区的中山大学、西南地区的四川大学和

东北地区的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承担)ꎬ并加以合

并ꎬ形成由 ４ 个单位共同参与建设的“植物标本信

息系统”项目ꎬ本馆为参与单位之一ꎮ 同年 １２ 月ꎬ
科技部在中山大学主持召开了由广东省科委、４ 个

参建单位以及特邀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华

南植物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和科研人员(共 ３６
人)参加的专题讨论会ꎬ以期统一数据库的规范ꎬ
为今后数据共享打下基础ꎬ建成的信息系统可以

在全国通用ꎮ 会上同时演示了中山大学基于

Ａｃｃｅｓｓ 系统软件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基于

Ｆｏｘｆｒｏ 系统软件各自开发的植物标本信息系统数

据库ꎬ２ 个软件平台各有利弊ꎬ但都能适应或满足

当时的发展需求ꎬ会议最后确定各单位可以根据

自身需要任选其中之一ꎮ 这次会议标志着植物标

本数字化以及建立信息系统平台引起了国家的重

视ꎬ并有意向标准化、共享和普及推进ꎬ成为后来

国家科技部启动植物标本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

享平台项目的基础ꎮ
随后ꎬ项目组以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

馆为主ꎬ联合研制了植物标本信息共享数据库ꎬ并
拟定了植物标本信息录入内容的试行标准ꎬ以及

可选项及其录入内容ꎮ
在该项目支持下ꎬ 本馆以此系统为基础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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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用于 ＮＡＳ 植物标本管理系统的 ＩＢＭ ＰＣ / ＸＴ 计算机以及 ２ 种规格的存储介质(软磁盘)
Ｆｉｇ. ３　 ＩＢＭ ＰＣ / Ｘ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ｗｏ ｓｉｚ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ｆｔ ｄｉｓｋ)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Ｓ ｉｎ １９８０ｓ

了馆内普通植物标本的数字化———标本文本和图

像数字化ꎬ其中植物标本数据库的录入系统采用

的是“植物标本信息系统 ４.４”(李鸣光ꎬ ２０００)ꎬ共
完成了 ４ 万份普通标本信息的录入ꎬ包括标本的

文字信息和图像信息ꎬ并采用光盘和硬盘保存ꎮ
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ꎬ所有数据分别采用了系统、
光盘和硬盘的双备份(图 ４)与之前本馆开发的植

物模式标本数据库相比ꎬ本数据库具有如下的特

点和改进:(１)为了适应我国各标本馆仍以个人电

脑为主的现状ꎬ该数据库基于个人电脑ꎬ并以微软

公司的 Ａｃｃｅｓｓ 软件为平台开发ꎮ (２)除了进行标

本文字信息数字化ꎬ还对标本图像进行数字化(数
码图像)ꎬ但受限于当时数码相机的成像技术ꎬ图
片像素只有 ３００ 万ꎮ (３)标本信息中增加了标本

鉴定的历史记录ꎬ即将标本上不同时期的所有鉴

定标签信息(包括学名、鉴定人和鉴定时间)均全

部录入数据库ꎮ (４)数据库服务器软硬件配置有

了明 显 的 提 升ꎮ 此 时 已 有 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 ｓｅｒｖｅ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网络服务器操作系统、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数据库管理系统、双硬盘的服务器等ꎬ
同时数据保存条件也有了极大改进ꎬ存贮性能和

容量有明显提高(如光盘和移动硬盘)ꎮ (５)新开

发的标本数据库是教学和科研两大系统的多个单

位合作形成的ꎬ兼顾多方需求和特点ꎬ适应性强ꎬ
便于推广使用ꎮ

１.２.２ 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生物标本信息系统建设

项目———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

数据库建设 　 ２０００ 年ꎬ中国科学院生物局开展了

生物标本馆网络建设项目ꎮ 本馆作为参与建设单

位承担了本所标本馆网络信息系统建设任务ꎬ其
中植物标本数据库建设作为独立的部分ꎬ重点是

进行标本数字化ꎮ 由于该项目恰巧与科技部的

“标本馆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及信息网络建设”项目

相衔接或相近ꎬ因此实际上这 ２ 个项目有部分套

合ꎬ但又有所改进ꎮ
在该项目的录入工作中ꎬ标本文字信息或数

据项共有 ２０ 个:标本馆代码、标本流水号(台纸

号)、拉丁科名、拉丁属名、拉丁种名、种下等级拉

丁名、定名人、模式标本类型、采集人、采集号、采
集时间、采集地[包括国家、省、县、具体采集地(如
乡镇、水系、山体、景区等)]、生境、海拔、经度、纬
度、鉴定人、鉴定日期、标本照片、备注等ꎮ 此外ꎬ
数据库中的标本信息还包括图像信息ꎬ其中普通

标本每个物种(包括种下等级)须包括 １ 张标本整

体实物照片ꎬ模式标本原则上须附 １ 张标本整体

实物照片ꎮ
在该项目的支持下ꎬ本馆共完成了 ８ 万份标本

的数字化ꎬ包括馆藏模式标本、蕨类植物和裸子植

物两大类群的全部标本以及被子植物部分科的部

分标本ꎮ 每份标本附图片 １ 张ꎬ 并且每份标本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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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植物标本信息系统 ４.４”的安装程序、标本数据界面和数据存储介质
Ｆｉｇ. ４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４.４”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ｅｄｉｕｍ

有唯一的条形码ꎬ而标本图片与文字数据通过标

本条形码一一对应ꎮ 通过该项目ꎬ本馆初步建设

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信息数据库ꎬ并且该

数据库可通过网络进行标本信息查询ꎮ
此次开展的标本数字化项目ꎬ与前述的两次

数据库建设相比ꎬ在如下几方面有不同或改进ꎮ
(１)在标本信息内容上有别于其他标本馆:①

将馆代码编入标本条形码中ꎬ即馆代码＋８ 位数字

编码ꎬ如 ＮＡＳ００００３４５０ꎬ以便与其他标本馆的标本

区别或进行网络平台检索时能区分出本馆的标

本ꎻ② 增加了本馆的标本流水号(即台纸编号)ꎬ
因为本馆的标本台纸流水号在馆内是唯一的ꎬ而
且流水号的先后次序表明每一份标本装订时的先

后时间和次序ꎬ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标本入馆的

时期和馆藏的历史阶段ꎻ③ 增加了备注ꎬ用以记录

标本上采集信息和鉴定信息以外的其他文字说

明ꎬ以及录入标本信息时需要对标本进行必要的

补充说明ꎮ

(２)标本信息全部提供给中国科学院的标本

信息网络平台ꎬ供网络查询ꎮ
(３)标本实物采用数码相机进行拍摄记录ꎬ图

片的像素达到 ５００ 万ꎮ 但根据网络平台要求ꎬ限
于平台的容量ꎬ真正上网的图片经过压缩ꎬ仅有

２００ Ｋꎮ
(４)第一次采取了馆内与馆外、在职与非在职

人员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开展和完成相关工作ꎮ
(５)本馆标本的保存采用的是具轨集装箱式

密集柜方式ꎬ并且标本库内空间有限ꎬ标本数字化

不宜在库内随取随录ꎬ需在库外进行ꎮ 因此ꎬ为了

最大限度地保护标本ꎬ减少标本移动次数ꎬ在标本

的鉴定基础上ꎬ采取标本整理与标本图像拍摄合

一、标本文字信息直接录自标本图片、文字信息校

对直接参照标本图像信息的做法ꎮ 只有当录入信

息有误时ꎬ才按条形码回库查找标本ꎮ
(６)结合标本数字化ꎬ对馆内标本加强了精细

化管理ꎮ 在此次标本数字化的过程中ꎬ除了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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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种名的已装订标本集中进行物种鉴定ꎬ还对馆

内已有种类鉴定信息的标本进一步精细化管理ꎬ
重点开展了 ４ 个方面的工作: ① 对标本上原有信

息进行审核认定ꎬ查阅有关资料ꎬ弄清每个信息的

来源和正误ꎬ包括标本上文字的书写辨析和确认ꎻ
② 结合标本鉴定和标本图像采集ꎬ对馆内标本进

行全面的次序整理ꎬ对于错误鉴定的标本ꎬ根据新

定种名进行必要的位置调整ꎻ③ 对于破损标本进

行补救ꎬ尤其是有一些老标本使用频率高ꎬ加上早

期保存条件有限ꎬ急需补损补缺ꎻ④ 对于早期标本

的采集信息ꎬ由于记载简约、地名更替、记录丢失

等不同历史原因ꎬ重点进行了查考ꎮ
(７)由于标本信息数据量大ꎬ这些信息的保存

开始采用了 ＤＶＤ 光盘和大容量移动硬盘ꎮ
１.３ 第三阶段:植物标本批量数字化与信息共享平

台的快速发展时期

１.３.１ 参与科技部的“植物标本标准化整理、整合

及共享平台建设”项目( Ｉ 期)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０８ 年ꎬ
本馆参加了国家科技部项目“植物标本标准化整

理、整合及共享平台建设” ( Ｉ 期)ꎮ 对于本馆而

言ꎬ这是标本数字化的第三阶段ꎮ
经过近 １０ 年的发展ꎬ我国各个标本馆的标本

数字化软件和硬件条件都得到了改善ꎬ植物标本

信息系统开发也逐渐成熟ꎮ 在此期间ꎬ科技部更是

积极推进这项事业ꎮ 在 １９９９ 年启动了“植物标本

信息管理系统”项目之后ꎬ２０００ 年又在四川大学主

持召开了“实物数据共享研讨会”ꎬ在原有参与单位

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细胞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和

中国地质大学 ４ 个单位ꎮ 本馆参与了该会议ꎮ 此会

为科技部提出“植物标本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享

平台建设”项目做了充分的准备ꎮ
本馆作为重要的参与单位之一参加了该项

目ꎮ 在此期间ꎬ根据项目的要求ꎬ标本数字化采用

的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生态中心包伯坚先生

等人研发的输录软件系统———植物标本数据管理

软件(网络版) Ｄａｖｉｄｉａ ２.０ 及 Ｄａｖｉｄｉａ ３.０(图 ５)ꎬ
将植物标本的采集信息、鉴定信息以及标本的图

像信息进行了数字化ꎮ 在此期间ꎬ本馆共完成了

３０ 万份普通标本的数字化ꎮ 所有标本的数据(文

字和图像)均提交至项目管理和共享平台中心ꎬ其
中本馆的图像数据均采用移动硬盘保存ꎮ
１.３.２ 继续参加“植物标本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

享平台建设”项目(Ⅱ期) 　 从 ２００９ 年至今ꎬ本馆

继续参与了科技部的标本数字化项目(Ⅱ期)ꎬ并
成为国家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平台建设的主要

标本馆之一ꎮ 通过该平台ꎬ本馆完成的数字化标

本信息向社会公开ꎬ并借以此平台与教学平台和

保护区平台合并后构建的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ＮＳＩＩꎬ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标本的共享范围和价值ꎮ
从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２ 年ꎬ本馆标本数字化录入采用

的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包伯坚等人研发的植

物标本录入查询软件 Ｇｉｎｋｇｏ ３(单机版)以及后期的

在线录入信息系统ꎬ继续对普通标本进行数字化ꎮ
其中本馆于 ２０１０ 年后开始在以往开展标本数字化

的基础上ꎬ对原有数据进行补充和修订ꎬ以及数据

库的维护和升级ꎮ ２０１３ 年开始ꎬ重点开展了下列多

类标本的图文数字化ꎬ包括全部单子叶类群的标

本、西藏植物专项采集的标本、新编«江苏植物志»
连续多年普查的标本、邬文祥先生家人捐赠的标

本、蔷薇科和菊科新鉴定的标本ꎬ以及近年新采集

的标本ꎮ 在此期间共完成 １２.５ 万份标本的数字化ꎮ
此时标本图像的拍摄设备有了很大改善(图 ６)ꎬ图
片的像素和质量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ꎮ
１.４ 第四阶段:植物标本数字化信息的维护与优化

时至今日ꎬ本馆已数字化的标本共约 ５０ 万

份ꎬ其中包括蕨类植物 ３９ 科 ２.０６ 万份、裸子植物

１０ 科６ ９５１份、被子植物 ２３０ 科 ４７.２４ 万份ꎬ其中模

式标本４ ０００余份ꎮ 但是ꎬ本馆的标本数字化工作

远没有结束ꎬ其中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已经数

字化的标本信息进行维护和优化ꎬ尤其对于早期

数字化的标本ꎬ或作信息补充、纠正ꎬ或进行图像

更新等ꎮ 这是本馆植物标本数字化建设的最重要

阶段ꎬ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点工作ꎮ
１.４.１ 馆藏植物模式标本高精度数字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本馆的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始于模式标

本的数字化ꎮ 但彼时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属于起

步阶段ꎬ有许多不完善:一是仅记录了标本采集和

鉴定的文字信息ꎻ二是尚无标本图像信息ꎻ三是仅

对少量标本进行了数字化信息采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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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植物标本数据管理软件 Ｄａｖｉｄｉａ(包括标本信息的录入、复查、修改和图像处理等)
Ｆｉｇ. 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ｄａｔａ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ｎｔｒｙꎬ ｒｅｃｈｅｃｋ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ｍａｇｅ)

图 ６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９ 年用于标本信息数字化的标本图像获取和录入设备
Ｆｉｇ. ６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ｙ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ｍａｇ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１９

　 　 随着本馆标本数字化的不断深入和硬件设备

的改进ꎬ在开展“植物标本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

享平台建设”项目的同时ꎬ另行专项重新对馆藏植

物模式标本进行了数字化———标本图像高精度数

字化ꎮ 此次数字化工作ꎬ采用了共享平台提供的、
量身定做的标本扫描仪采集图像信息(图 ７)ꎬ像
素可达到６ ０００万ꎮ 在该项目的支持下ꎬ共完成了

４ ０００份模式标本的高精度数字化ꎮ 此次模式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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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用于模式标本图像采集的高像素植物标本扫描仪
Ｆｉｇ. ７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ｓｃａｎｎ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ｉｘｅｌ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图像数字化是在第一次模式标本数字化基础上的

升级版ꎬ无论在模式标本的数量上还是在图像质

量上都有了全面的提升ꎬ极大提高了模式标本的

利用效率和价值ꎮ
与第一次模式标本数字化工作相比ꎬ有 ２ 个重

要进展:一是所有的标本都进行了高像素的扫描ꎻ
二是所有标本都按种类附上新种发表原始文献的

扫描版(图 ８)ꎮ 同时还有两个特点:一是采用了扫

描仪获取图像信息ꎬ像素精度有了极大提高ꎻ二是

每份标本既有高像素的标本图片ꎬ也有新种发表原

始文献的图片ꎬ完全不同于普通标本的数字化ꎮ
１.４.２ 馆藏标本早期数字化信息与图像的更新优

化　 本馆标本数字化起步比较早ꎬ开展图像数字

化的时间跨度也比较长ꎬ馆内保存的不同时期的

数字化标本图像在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ꎮ 相比之

下ꎬ早期拍摄的图片质量普遍不佳ꎬ像素较小、分
辨率低ꎬ主要是当时的数码相机分辨率不高ꎬ同时

与标本拍摄经验和拍摄条件有关ꎬ但这部分照片

的数量有限ꎮ 就数码相机而言ꎬ从当初的富士、柯

达ꎬ到现在使用的 Ｃａｎｏｎ ５ＤＳｒꎬ其中经历了多代更

新ꎬ像素分辨率从原来的 １００ 万到目前的５ ０００万ꎬ
相差 ５０ 倍ꎮ 此外ꎬ早期数码相机拍摄的标本照

片ꎬ虽然原图清晰ꎬ但放大后部分细微结构的清晰

度已远不如当今高清晰的数码相机ꎮ 由于现在拍

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ꎬ对于早期拍摄的少量标

本进行必要的复拍ꎮ
与上相似ꎬ本馆的标本数字化经历了不同发

展时期、采用不同数据库及其标准ꎬ一些条目和规

定有一定的差异ꎬ加之本馆保存的许多早期采集

的标本的信息甄别和录入比较困难ꎬ诸如手写文

字不易辨认(主要源于手写字体不规整、不规范或

潦草ꎬ还因标本年代久远而字痕变淡)ꎬ非英文的

外文采集信息难以辨识和录入ꎬ纪年随时代和个

人习惯变更而不同ꎬ地名随时代变更而变得难以

考证等等ꎬ导致有些标本信息需要考证或纠正ꎮ
这些数据错误中ꎬ除少量采集人、鉴定人名错误能

够通过批量处理来修改以外ꎬ其他均需人工校对ꎬ
投入更多时间ꎬ提高早期数据的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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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ＮＡＳ 模式标本及其原始文献扫描图像
Ｆｉｇ. ８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ＡＳ

１.４.３ 开展全国江苏标本信息的专家核查 　 中国

国家标本网络平台的标本数据来自国内各个研究

单位和教学单位的标本馆 /室ꎬ参与人员广泛ꎬ标
本来源复杂ꎬ标本信息质量难免参差不齐ꎬ需要提

高准确率ꎮ 作为我国国家标本网络平台标本信息

数据的主要参建单位之一ꎬ理应在这方面有所贡

献ꎻ身为华东及江苏的标本馆ꎬ更应该加强江苏标

本的核查ꎮ 近年来ꎬ本馆除了继续推进库存标本

数字化工作ꎬ还开始对包括本馆早期录入在内的、
网络平台上已有(含国内其他标本馆录入)的江苏

标本信息进行清理与核查ꎬ例如ꎬ２０２１ 年起我馆开

展了 ＮＳＩＩ 平台中江苏地区全部标本数据的专家核

查工作(不含花果、树皮等非主要检索性状)ꎬ对其

进行清理校对ꎮ 一方面用以支持区域植物学、生
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ꎬ另一方面可指导本

馆后续的标本采集与数字化的方向ꎮ

２　 本馆标本数字化的深化与利用

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ꎬ本馆标本数字化工作仅局限

于将标本图片数字化ꎬ以及采集和鉴定的文本信

息数字化ꎮ 但对于植物研究者来说ꎬ这些工作及

其信息有一定的局限性ꎻ对于标本馆的数字化管

理而言ꎬ这些工作和信息有待完善和提高ꎮ 有鉴

于此ꎬ根据馆内标本收藏特点和数字化现状ꎬ本馆

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在对余下的标本继续进行常规标

准的图文数字化的同时ꎬ加强了标本数字化的信

息深化工作ꎬ重点对已有数字化的标本信息进行

发掘与利用ꎮ
２.１ 开展江苏省标本数字化网络平台建设———省

级数字标本馆

２０１８ 至 ２０１９ 年ꎬ本馆参加了 ＮＳＩＩ 平台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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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字植物标本馆联盟ꎬ籍于此创建了省级数字

植物标本馆 Ｗｅｂ 平台(简称 ＰＶＨ)(图 ９)ꎬ为开展

本省植物研究的研究者提供植物名录的编辑与维

护ꎬ以及名录参考的标本库、图像库、文献库的在

线维护与管理等服务ꎬ形成开放式的区域植物学

研究平台ꎮ 其要点:一是根据新版«江苏植物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与文献ꎬ整理并上传江苏植物基础

名录(每种均有出处)ꎬ包括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

被子植物共计 ２３５ 科１ ２４０属３ ４９４种ꎻ二是对所有

植物种类的凭证标本进行了审核ꎬ共计１４.９万份ꎬ
其中对２ ０３７种指定了２ ８０４份凭证标本ꎻ三是开展

了江苏植物的原色图像库建设ꎬ并上传了１ ３１８种
的彩色图片共计４ １８２张ꎮ
２.２ 开发江苏植物时空分布可视化软件

为了利用标本馆数字化建设的优势ꎬ为植物

研究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地方性植物分布信息ꎬ为
地方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ꎬ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ꎬ
本馆开展了江苏地区植物时空分布规律与变化的

分析ꎬ同时与软件公司合作ꎬ开发了标本时空分布

的可视化软件———维管植物标本时空分布可视化

系统(图 １０)ꎮ 目前ꎬ该软件的制作已经完成ꎮ 将

校准、“清洗”过的标本数据导入软件后ꎬ可以实

现:(１)在指定时间段内ꎬ基于标本采集数量和物

种数ꎬ估算出实际物种数量ꎬ并投射在本省的网格

化地图上ꎻ(２)可对比指定的两个时间段内各网格

化区域中物种数量的增减ꎻ(３)可展示各时间段中

各科的占比ꎮ

３　 开展标本采集—入库全过程数字化

为了加强馆内工作暨标本的信息化管理ꎬ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ꎬ本馆开始采用时任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员的徐洲锋工程师开发的

“ Ｂｉｏｔｒａｃｋｓ ” 手 机 Ａｐｐ、 “ 标 本 馆 助 手 ” 和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系列软件ꎬ实现野外标本采集至入库

全过程的标本信息化管理(图 １１)ꎮ
本馆的做法大体如下:(１)在野外采集标本的

同时ꎬ应用“ Ｂｉｏｔｒａｃｋｓ”手机 Ａｐｐ 同步记录采集信

息ꎬ包括采集的时间、地点和地理坐标ꎬ以及采集

人、采集号和植物性状信息ꎬ还有采集轨迹和同步

拍摄的植物数码照片 (每份标本的实物及其生

境)ꎻ压制标本时ꎬ可补充野外记录以及相关标注

(如留存 ＤＮＡ 样本)ꎮ 这些信息可同步到服务器ꎬ
同时整理所有数码照片至按标本采集号命名的文

件夹ꎮ (２)标本鉴定后ꎬ自“Ｂｉｏｔｒａｃｋｓ”下载当次野

外采集全部记录ꎬ生成 Ｅｘｃｅｌ 文本ꎬ录入相应鉴定

信息ꎬ并使用 “标本馆助手” 程序ꎬ将其统一为

ＤａｒｗｉｎＣｏｒｅ 格式的表格ꎬ并转换为打印格式ꎬ打印

一份留作采集记录存档ꎬ另外根据采集份数打印

带条码格式的采集－鉴定合并记录签ꎮ (３)标本经

装订和再次冷冻杀虫后ꎬ即可入中转库ꎬ进行数码

照片的拍摄ꎮ 标本采集信息通过“标本馆助手”转
化ꎬ 生 成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可 读 取 格 式 后ꎬ 上 传 至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标本管理平台的缓冲区ꎬ即可与上传至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的标本照片自动识别及匹配ꎮ 标本数据

经人工审核与校错后ꎬ便可以释放至公共数据库ꎬ
也可以其他格式导出保存ꎬ提交或共享至其他平

台ꎮ 目前ꎬ由于本馆原采集数据关键检索词的分

割方式与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平台不同ꎬ且旧数码相片的像

素无法满足平台自动识别与关联的要求ꎬ需要大

量人工处理的工作ꎬ目前这部分工作尚在进行中ꎮ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平台除了能让标本采集至入库的流

程更系统化以外ꎬ也可添加标本对应的野外照片ꎬ
并自动关联“Ｂｉｏｔｒａｃｋｓ”中野外记录标本信息时拍

摄的照片ꎮ 这就为标本查阅者提供了该植物更翔

实丰富的外部形态信息ꎬ也可作为文本信息中“生
境”信息的补充ꎮ 同时ꎬ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与 “标本馆助

手”的配套使用也为标本提供了库区内定位的功

能ꎬ能够通过在库内扫描网格二维码及标本条形

码ꎬ来标注标本在库区内的位置及出入库情况ꎬ避
免了过去清理和借还标本时因疏漏而导致标本无

法查找乃至遗失的问题ꎮ 这项工作的开展ꎬ极大

提高了标本管理的效率ꎮ 由于本馆标本数量较

大ꎬ因此目前该工作正在起步阶段ꎮ

４　 结论

本馆是我国开展植物标本数字化最早的标本

馆ꎬ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植物标本馆ꎬ 标本数字

３８增刊 １ 刘启新等: 中国植物标本馆数字化发展的缩影———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ＮＡＳ)



图 ９　 “江苏数字植物标本馆”网页
Ｆｉｇ. ９　 Ｗｅｂ ｐａｇｅ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图 １０　 江苏植物时空分布可视化示意图及软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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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ＮＡＳ 标本采集至入库过程数字化界面图
Ｆｉｇ. １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ｕｔ ｉ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ＮＡＳ

化工作前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ꎬ包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尝试标本文字信息数字化的起步阶段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的标本图像数字化和文字信息数

字化规范阶段ꎬ２００４ 年后的标本批量信息化以及

信息网络共享的快速发展阶段ꎬ以及 ２０１８ 年后的

已有标本数字化信息维护与优化阶段ꎬ其中第一

个阶段对我馆的数字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ꎬ是
国内其他标本馆未经历过的ꎮ 作为我国植物标本

数字化网络平台( ＣＶＨ 和 ＮＳＩＩ)建设的重要单位

之一ꎬ本馆进行的数字化标本信息已经共享于平

台ꎬ而且也开始数字化标本信息的深化工作ꎮ 但

是ꎬ截至目前ꎬ数字化工作主要局限于将标本图片

和文本信息的数字化ꎬ国内其他标本馆也几乎类

似ꎮ 从标本馆的数字化管理和开展的研究看ꎬ仍
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ꎬ例如:(１)标本文本信息化

过程中标准化程度不高ꎬ导致关键词检索匹配度

较低ꎬ甚至出现错误ꎻ(２)标本采集制作过程中ꎬ更
多有价值的信息未录入数据库ꎬ包括采集时拍摄

的大量生境、伴生植物和植物分类特征细节等的

数码照片ꎬ无法展现给查阅者ꎻ(３)目前的数字化

工作并未备注其在实体馆中的位置ꎬ无法实现馆

内库区的信息化管理ꎻ(４)可提供数据统计分析的

平台尚未完善ꎬ不足以支撑更多的应用需求ꎮ 由

此可见ꎬ时至今日ꎬ虽然本馆的馆藏标本数字化工

作从馆藏量上看已近完成ꎬ但是标本数字化的工

作仍任重道远ꎬ不仅尚有部分标本(与之前已数字

化的标本相比在信息完善上往往要花费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未及时进行数字化ꎬ而且标本数字化信

息的维护、优化、发掘、利用则刚刚开始ꎮ
致谢　 本馆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得到标本馆

和信息中心许多同仁的参与和帮助ꎬ如刘心恬高

级实验师作为早中期阶段的主要成员负责了数据

的整理与核查ꎻ邓懋彬研究员为该项工作鉴定了

大量的标本ꎬ解决了许多信息录入过程中的书写

疑问ꎻ姚淦工程师和徐增莱研究员在后期阶段的

标本信息录入过程中ꎬ在疑难标本的鉴定以及文

字识别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ꎻ陈岳高级工程师随

时解决软硬件出现的问题ꎻ熊豫宁和马振秀参与

标本的整理ꎬ做了大量工作ꎮ 正因为上述各位的

大力协助ꎬ使得本馆的标本数字化得以顺利开展ꎬ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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