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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标本标签的计算机印制数据系统

陈 涛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阮 广州 51 06 50)

摘 要 本文讨论了主要用以印制标本采集记录标签的数据系统及其数据库建库方案与编程原

理
。

该系统可在 BI M 及其兼容系列个人计算机上使用
,

适合用于个人或科研与教学机构中小型标

本采集信息管理 ; 可用以数据的检索
、

标本标签的印制和植物名录的打印; 也可用以地区性的植

物区系与生态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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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国际合作项 目于 1992 年至 1 994 年实施期

间
,

先后有几千号标本被采集
,

大量的采集记录需要制作标签
。

为此
,

作者开发了一个数据

系统
,

利用计算机来管理标本信息
,

从而有效地达成植物标本标签的印制
。

计算机在植物学中的应用历史不长
,

但应用范围却相当广泛
.

计算机技术已用于植物的

种类鉴定 ( P a n k h u r s t
,

1975 ; H a ll
,

197 0 )
、

分类关系的确定 (S n e a t h a n d S o k a l
,

1973 )
、

系统

发育与演化的探讨 (H e n n ig
,

19 66 ; F a r r i s e t a l
,

19 70 : F e ls e n s t e i n
,

198 8 )以及植物标本数据的管

理
。

植物标本电子数据处理 (E D P
,
e l e c t r o n i e d a t a Por e e s s in g )的重要意义已有许多论述

(C
r o ve l l o

,

196 7 : C r o ve l lo a n d M a e D o n a ld
,

197 0 : H a l l
,

1 97 2 : H a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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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B r e n a n e t a l
,

19 7 5 :

S o p e r a n d p e rr i n g
,

19 6 7 : M o sr e
,

19 7 4 )
。

不少标本数据管理系统业已 开发
,

并得到成功地应

用 ( F o r e or a n d P e r e i r a
,

19 7 6 ; Sw e e t a n d P o P P l e t o n
,

19 7 7 : M o r r i s a n d G le n
,

19 78 ; J o n e s e t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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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
,

计算机是存储和检索标本数据的有效管理工具
。

电子数据处

理技术在生物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

可 以节省大量人力
,

增加准确程度
,

提高运作速度
,

使标

本数据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

数据系统与标签印制

1
.

1 系统环境与组成

本数据系统目前主要用于标本采集信息的管理
,

对运行环境没有特别要求
。

硬件方面
,

需要具有 40 M 以上硬盘和 I M 以上 内存的 BI M 或其兼容系列个人计算机 ; 软件环境方

面
,

要求 3
·

o 或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和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D B M s
,

d a t a b a s e m a n a g em e n t

sy st e m )
.

整个数据系统由若干个数据库和一个标签印制程序组成
。

1
.

2 数据库的建库
、

维护年呢致据检索
1

.

2
.

1 数据库的建立

包含采集记录信息在内的标本数据
,

首先必须输人数据库
.

这些数据通常包括区系和生

态等方面的信息
。

数据系统含有一个主数据库和几个其他数据库
.

A
、

主数据库 主数据库 ( M A IN
.

D B F ) 由野外记录号
、

简要记述
、

和一系列其他数

据库的记录代码等字段组成
。

其数据结构和内容如下 :

字段 1
,

野外记录号
,

数字类型
,

8 个字节
.

每一标本均按采集顺序编号
.

字段 2
、

标本份数
,

数字类型
,

2 个字节
.

每号标本所采集的份数
.

字段 3
,

扎记
,

文字类型
,

180 个字节
.

简要记述植物的生境
、

习性和主要特征
.

字段 4
,

科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5
,

学名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6
,

定名人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7
,

采集地点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8
,

采集人歇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9
,

采集 日期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数据库中字段的多少
、

数据类型及字节长度
,

均由用户根据信息管理的实际要求而增

减
。

其中
,

字段 4 及其以后字段的内容
、

数据类型及字节长度
,

分别与其他数据库中相关记

录的编号对应
。

B
、

其他数据库 所有其他数据库的数据
,

分别通过其对应代码与主数据库中的数据相

联系
.

本数据系统的主要其他数据库及其结构如下 :

a
、

科名数据库 (L N F
.

D B F )

字段 1
.

科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2
,

科拉丁名
,

文字类型
,

20 个字节
。

按哈钦生或恩格勒系统排列
。

b
、

学名数据库 ( L N S P
.

D B F )

字段 1
,

学名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2
,

拉丁名
,

文字类型
,

110 个字节
.

按字母顺序排列
。

e
、

定名人学名数据库 (D E T
.

D B F )

字段 1
,

定名人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2
,

定名人
,

文字类型
,

20 个字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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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采集地点数据库 (L O C A
.

D B F )

字段 1
,

采集地点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2
,

采集地点
,

文字类型
,

18 0 个字节
.

包括标本的详细产地
、

经纬度及海拔高度等
。

e
、

采集人数据库 (C O L L
.

D B F )

字段 1
,

采集人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2
,

采集人
,

文字类型
,

12 0 个字节
.

长 采集 日期数据库 ( D A T E
.

D B F )

字段 1
,

采集 日期号
,

数字类型
,

4 个字节
.

字段 2
,

采集日期
,

文字类型
,

25 个字节
.

由于采用了主数据库和其他数据库分别建库的设计方案
,

相同记录只需输人一次
,

即可

通过系统程序反复调用
,

因而达成节省大量人力和提高运作速度之 目的
。

1
.

2
.

2 数据库的维护

数据库的维护包括数据文件的结构修改和更新
。

数据文件的结构修改涉及字段的增加以

及字段内容
、

数据类型和长度的修改
,

数据文件的更新则主要分为数据记录的添加
、

修改和

删除 3 方面
.

新的数据记录一但添加之后
,

与系统有关的全部数据文件都必须予 以更新
。

1
.

2
.

.3 数据的检索

数据库一但建立
,

用户便可根据具体要求
,

按字段
、

字段内容或序号代码等对数据库中

的数据进行索引和检索
,

检索结果可通过屏幕显示或打印机打印出来
。

因此
,

用户可以通过

数据检索得到特定类型的标本数据
,

包括各类植物名录的印制
。

1
.

3 标签〔喇的系统程序
本系统的采集记录示签印制程序是在汉化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环境下开发而成的

.

程序

大小约为 .2 5 万个字节
.

程序设计原理如图 1
。

系统程序运行时
,

可在每张 80 列标准打印纸

上印制 6 张标签
.

图 2 是一个植物标本采集标签的印制实例
.

村签实际大小为 1.0 7 c m x 8
.

5

c m
,

采用英文印制
,

基本符合国际规范
.

唯详细采集地点采用中英文对照
,

以便外国学者

查对
.

数数据库管理系缄D B M s)))
CCC dB A S E lllll

标标 签 印 制 程 序序
LLL a b e l一P r i n t in g P r o g ar mmm

数数 据 库库
DDD a t a b a n k sss

打采集号印打印采集人打采集印日打 期海印拔高度打印采集地点打印定名名打学印 人打科名印打标印签头表

图 1 标本采集记录标签印制系统程序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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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个植物标本采集标签的印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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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植物标本馆通常需要打印采集记录标签
、

定名人标签 (小标签 )
、

标本室定名标签 (大

标签 )
、

标本记录卡片及标本室登录等
,

其中后 4 种标签
、

卡片和 目录的计算机印制远较前

者简单
,

完全从达成计算机印制
.

本标本采集记录标签印制系统虽然还不够完善
,

但已被证明行之有效
,

已用于完成近 3

万张采集记录标签的印制
。

系统程序不但可以在流行的个人计算机及廉价的关系数据库管理

系统下运行
,

操作方便实用
,

而且使于修改和完善
,

可 以进一步改进扩展
,

开发成为一个较

大型的标本数据管理系统
,

并通过国际信息高速公路
,

达成标本数据的共享
。

目前
,

本系统

可用以个人采集或教学与科研机构小型标本信息管理
,

也适合用于 区域性的植物区系和生态

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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