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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小议

对中国植物标本室统一代号的想法

C OM M E NT S A R N B B OE V I A T I OS N OF CH I E NS E H E R A BR I A

《 广西植物 》 1 9 8 8年 8 卷 1 期刊登了香港中文大学毕培曦先生关于我 国植物标本室代号

的文章
,

读后触动很大
。

感慨之余
,

说说 自己的想法
,

与同行们一起讨论
,

以推动这一工作

更快更好地解决
。

我国标本室代号
一

混乱问题
,

不仅国外专家们对其感到迷惑不解
,

就是 国内的同行们每当

谈论起此事
,

或做一个综合的分类工作而引证标本存放地时
,

或考证前人的标本引证时
,

也

常感到束手无策
。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

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标本室 的管

理水平
,

甚至在 某种程度上也影 响了我国植物分类学界的形象
。

目前这种状态与我国丰富的
.

植物资源及其大 量的研究成果是很不相称的
。

作为一个刚步入植物分类学领域的青年
,

我呼

吁我们的有关专业组织 与有关期刊的编辑部能协手共进
,

促成 国内外统一
、

人人遵守
,

各个

编辑部采 纳的标准代号早 日形成与实施
。

我想是否可以这样
:

1
.

以 中国植物分类学专业委员会为组织
,

联合各个期刊的编辑部
,

发动全国各个标本室

重新审定或拟定 自己的代号
,

并经讨论
、

修改后在国内 ( 有关植物 分类学 ) 外 (如 T
a x o n

或

未来版本的 I n d e x H e r b a r i o r u m ) 期刊上公开发表
,

并要求每个作者和各个编辑部遵守执

行
。

目前 国际上公开的我国标本室代号 ( 即 I n d e x
H er b a r io r u m 所载 )

,

多为各个单位自

己拟定邮给该书的资料收集人
。

随公众于外
,

但国内却未引起重视
,

无论是作者引用或是编

辑部采纳多如此
。

这样就造成了国内外不统一
,

国内各个编辑部之间甚至个别作者的不同文

章之间也不统一的现象
。

I n
de

x H e r b ar i or
u m 第八版发行即在

,

从 其 先 行 刊 出 的 内 容

( T a x o n 37 (2 )
: 4 9 0 , 1 9 8 8 ) 看

,

其中关于我国的仍不全
,

既使是有
,

国内也未全面采用
。

2
.

这样公开制定的统一标准代号
,

希望分类学界的专家们能自觉遵守
,

大家都这样做
,

问题不难解决
。

同时
,

国内所有刊登植物分类学文章的期刊
,

如 《 植物分类学 报 》
、

《 木本

植物研究 》
、

《 云南植物研究 》
、

《 广西植物 》
、 《 武汉植物学研究 》

、

《 西北植物研究 》

等专业期刊
,

以及各研究所的专集和大专院校的院 (校 ) 刊
,

其编辑和审稿人员有权要求作者

遵守这样的标准代号
,

不遵守者可 以退稿修改
。

这一条是保证上述统一标准代号实施的关键
。

3
.

在有关组织拟定统一代号时
,

要审慎处理已沿用代号或已出现在国外期刊如 ( T a x o
n)

或工具书 (如 I n
de

x
H er b ar i or

u m ) 中的代号
,

以免添加新的困难
。

同时
,

对放弃
、

合并或

改变名称的代 号都要专条说明其归宿
。

4
.

最后希望拟定标准标本室代号时
,

能包括或填加较为全面的 内容 (中英文并举 )
,

诸 如

标准代号
、

通信地址
、

主要负责人
、

建立年代
、

隶属
、

历史
、

现存标本量
、

重要采集人
、

收

藏的主要对 象与范围
、

研究的主要内容
、

现有专业人员及离退休人员
、

年龄
、

专长
、

研究生

介绍及论文题目
、

标本室的出版物
、

交换标本及借阅标本的规则
、

国内外主要访问学者
、

名

誉成员以及附助设施等
。

北京师范大学马金双 M a ,

J in S h u a n g

编者编后语
:

希望 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分类委员会就此文建议作 出反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