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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标本馆标本数字化信息统计与分析 

林春蕊，刘 演，何成新，沈晓琳，邹 蓉，于息息 

( 蓉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为更了解广西植物标本馆概况与各类标本构成情况，该文以标本馆信息数据库的标本信息为基础， 

分别从标本的种类、石山植物标本、采集地、采集年代及采集人等 5个方面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在 

统计的 20万份维管植物标本中，共隶属314科 2 504属11 452种；石山植物标本份数占45．35 ，含 205科 1 

021属2 700种；广西采集的标本份数最多，共 100 372份占总份数的50．19 ；在 50年代标本采集量最大，达 

87 997份占总份数的 44．00 。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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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herbarium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 

LIN Chun-Rui，LIU Yan，HE Cheng-Xin， 

SHEN Xiao-Lin，ZOU Rong，YU Xi—Xi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of 200000 herbarium specimens in IBK，the species，limestone plants，col— 

lecting locality，collecting date and collector of them were counted and analysed respectively．There are 11 452 species 

of vascular plants among them，which belong tO 2 504 genera and 314 familes．There are a tot of limestone plants a— 

mong them and accounts for 45．35 ，which belong tO 205 familes 1 02 1 genera 2 700 species．Most of them are from 

Guangxi，with 100 372 sheets and accounts for 50．19 ．Large number were collected in 1950s，the mumber reaches 

87997 and accounts for 44．O0 ．This results offer som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BK，and sug— 

gestions for the herb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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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标本是植物学家长期从事科研活动的积累 

和人类自然遗产的永久记录之一，是研究物种的分 

布及其历史 、现状、系统演化 的证据，它们主要被收 

藏于各地标本馆内。在过去，当研究者需要了解某 

一 植物的历史、产地、特征等信息时，一般都需要亲 

自到标本馆内进行查询。但随着现代社会向信息 

化、数字化方向的迈进，促进了植物标本馆管理的科 

学化、数字化(陈三茂等，2003)。如无特殊需求，普 

通的查询在网上即能完成，免去了旅差费用和长途 

奔波的辛苦。广西植物标本馆(IBK)创建于 1935 

年，是我国建立较早的植物标本馆之一，目前馆藏标 

本 份，在全国318个植物标本馆收藏量排名居第 7 

位(傅立国等，1993)。目前已完成2O万份维管植物 

标本信息数据库的建立，正逐步实现标本管理的科 

学化、数字化。为了更充分地了解标本馆的概况与 

各类标本构成，本文对已入库的2O万份标本从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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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石山植物标本 、采集地 、采集年代及主要采集 

人等 5个方面进行统计与分析，加强了标本馆对社 

会与科研的信息服务功能。 

1 标本信息数据库的建立 

广西植物标本馆以馆藏维管植物标本的信息数 

据为基础，以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网络工程项 目 

提供的植物标本与物种信息系统软件为支撑，结合 

本馆的实际情况，通过标本数据的录入、标本图像的 

数码拍照和电脑处理，应用 SQL数据库组建了标本 

信息数据库(沈晓琳等，2005)。 

标本在录入前先按系统进行整理，本馆馆藏的 

蕨类植物标本采用秦仁昌(1978)的系统、裸子植物 

标本采用郑万钧(1978)的系统、被子植物标本采用 

哈钦松系统(双子叶植物 1926年、单子叶植物 1934 

年)归柜放置的。标本信息录入时，内容必须详尽、 

清晰和完整地忠实于标本的原始记录，在数据库中 

具体信息包括标本馆记录、采集记录、鉴定记录和经 

济用途等 4个方面，其字段名主要有条形码、标本号、 

标本模式、采集人、采集号、采集 日期、国家、省份、市 

县、地名、生境、海拔、性状、体高、叶、花、果、科拉丁 

名、属拉丁名、种名词、定名人、种下等级、中文名称、 

鉴定人、鉴定日期、历史鉴定、经济用途等 4O项。录 

入后专家进行校对，标本上鉴定的科、属、种是按《中 

国植物志》、《广西植物志》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上 

的学名来统一的，异名放在历史鉴定项中。到目前按 

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网络中心统一制订的数据 

规范和标准已完成了2O万份标本信息数据的录入。 

2 标本信息统计与分析 

2．1按标本种类统计 

在已入库的 2O万份标本中，绝大部份都已鉴定 

到种，只有少量鉴定到科或属。针对已鉴定到种的 

标本进行统计，共有314科 2 504属 11 451种(不包 

括亚种、变种、变型)，其中蕨类标本 9 783份，含 59 

科 185属 759种；裸子植物标本 3 150份，含 11科 

39属 153种；双子叶植物标本 163 732份，含 200科 

1 806属 8 943种；单子叶植物标本 23 335份，含 44 

科 474属 1 596种(表 1)。其中入库的模式标本有 

3 640份，含 145科 478属 1 375种和种内等级。 

从标本份数看，平均每种有 17．46份标本；双子 

叶植物标本份数约占总数的 3／4，其中份数最多的 

是樟科(8 653份)，其次是蔷薇科、茜草科、大戟科、 

蝶形花科、茶科、壳斗科和菊科，均在5 000份以上；单 

子叶植物标本份数最多的是禾本科(7 156份)，占单 

子叶植物标本总数 3O．67 ，其次是莎草科和兰科；蕨 

类标本份数最多的是水龙骨科(1 845份)，其次是鳞 

毛蕨科(953份)；裸子植物标本最少，只占总数的 

1．58 ，其中标本份数最多的是松科(1 145份)。 

从科的组成看，含 400种以上的有 4科，即菊科 

(143属 ：478种)、蔷薇科 (50属 ：463种)、禾本科 

(171属 ：439种)、蝶 形花 科 (98属 ：437种)；含 

300～399种的有 3科，即樟科、茜草科、兰科；含 200 

～ 299种的有 5科，即茶科、大戟科、壳斗科、杜鹃花 

科和莎草科。这 12个大科共含 4 001种，约占总种 

数的 35 ，共含标本数 72 103份，约占总份数的 

36 。此外 ，含 100～199种 的有 19科 ，含 5O～99 

种的有 32科，含 20~49种的有 54科，含 1O～19种 

的有41科，含 5～9种的有48科，含 2～4种的有 53 

科，含 1种的有 55科(其中有 37科是属于单型科)。 

在含 5O种 以上并己入库 的标本中，其科 (58 

科)、属(1 622属)、种(8 305种)分别占己入库标本 

科、属、种的 18．53 、64．75 和 72．53 ，共有标本 

144 415份，约占总数的 72．21 。显示 58科的种 

数和标本份数均占其总数的 3／4，因而它们是构成 

馆藏标本的主体。按吴征镒等(2003)的分布型统 

计，58科 中属世 界 分 布有 2O科，占总科 数 的 

34．48 ；属热带分布有 28科，占 48．28 (含泛热 

带分布的 23科，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 

断分布的 4科，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的 1 

科)；属温带分布有 1O科，占 17．24 (含北温带分 

布的 8科，东亚及北美间断的 1科，东亚分布的 1 

科)。可见热带科 比例最大，几乎占了一半，且以泛 

热带科为主，这与馆藏的主要标本在我国中南和西 

南地区尤其是广西采集相关。58科与全国相应科 

比较如表 2(侯宽昭等，1982)。从表 2中看猕猴桃 

科的种数占全国的比例最高(87．34 )，其次是樟科 

(82．27 )，这两科在全国分布的属在馆藏标本都有 

保存，这不仅是地理分布的优势，更是本馆收藏的优 

势，是广西植物研究所几代分类学家的辛勤结晶。 

但热带分布的苦苣苔科、爵床科、秋海棠科、姜科不 

仅其种数占全国的比例较低，且平均每种的标本份 

数也较少，尤其是姜科，全国种数有 150种，广西分 

布有 74种(梁畴芬，1985)，但馆藏标本种数有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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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这说明广西分布的种类至少还有 18种植物没有 

标本，这是馆藏标本里种数和广西分布的种数相差 

较大的一个科。由于广西地处热带北缘和亚热带的 

南部，在热带科的植物采集方面我们应占优势，因而 

标本馆需加强对苦苣苔科、爵床科、姜科等的标本采 

集和积累。 

表 1 馆藏标本种类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vascular plant samples in IBK 

表 2 含 5O种以上科的馆藏标本与全国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families over 50 species of plant samples between IBK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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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石山植物标本的统计 

由于有 21 935份标本没有鉴定到种，因此在统 

计时，以鉴定到种的 178 065份标本为基础，以许兆 

然(1993)的中国石灰岩植 物名录为依据 ，科的处理 

同本馆的标本放置系统相同。统计出石山植物标本 

有 80 756份，占总数的45．35 ，含 205科 1 021属 

2 700种和种内等级，分别占己入库标本科、属、种的 

65．29 、4O．77 和 23．58 。其中双子叶植物标本 

68 740份，含144科 791属 2 082种 140亚种；单子叶 

植物标本 7 163份，含 24科 156属 314种 1O亚种；裸 

子植物标本 1 278份，含 9科 16属27种2亚种；蕨类 

植物标本3 575份，含 28科 58属 123种 2亚种。 

石山蕨类植物各科所含标本份数的顺序：水龙 

骨科(783份)、凤尾蕨科 (292份)、铁角蕨科 (290 

份)、卷柏科(288份)、鳞毛蕨科(235份)、乌毛蕨科 

(215份)，其余科所含标本份数均少于 200份；各科 

所含属数的顺序：水龙骨科 (11属)、金星蕨科 (5 

属)、鳞毛蕨科(4属)、叉蕨科(4属)、蹄盖蕨科(4 

属)，其它各科所含属数少于 4属；各属所含种的顺 

序：铁角蕨属(Asplenium)10种、凤尾蕨属(Pteris)9 

种、卷柏属(Selaginella)7种、星蕨属(Microsori— 

um)6种、毛蕨属(Cyclosorus)5种、石韦属(P rr0一 

sia)5种，其它各属所含种数少于 5种。 

石山种子植物各科所含标本数在 100份以内的 

有 55科，占总科数的 26．83 ，但所含标本数仅占 

石山种子植物标本数的 3．O1 ；标本数在 1 000份 

以上的有 15科，占总科数的 8．93 ，占标本数的 

44．12 ，最多的是大戟科(4 875份)，其次是茜草 

科(3 265份)和樟科(3 166份)。石山种子植物标 

本以最小科(1属)和小科(2～9属)为主，分别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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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科数的 32．74 和 51．19 ，大科(含 1O属以上) 

有 27科，占总科 数 的 16．07 9／6，占 总属 数 的 

56．86 9／6。含属数最多的为大戟科(45属)，其次为 

菊科(41属)和禾亚科(41属)。在石山种子植物标 

本 中，单种属有 475，占总属数的 5O．11 9／6，含 1O种 

以上的有 4O属，仅占总属数的 4．22 9／6，其中榕属达 

45种，其次是悬钩子属27种、铁线莲属21种，其余 

的在 10～18种之间。 

2．3按标本采集地统计 

入库省外标本 有 99 328份 ，华北 、东北 、华东 、 

中南、西南和西北均有标本(表 3)，其中以中南和西 

南地区的标本较多，占省外标本总数的81．56 9／6，而 

华北、东北、华东和西北的标本则较欠缺，这些地方 

应是以后标本交换时特别关注的区域。省外除广 

东、海南的标本主要是 1946年广州中山大学农林植 

物研究所(现在的华南植物园)赠送 40 000余份和 

四川I大学在 2O世纪 7O年代赠送一大批西南标本 

外，其余各省的标本均是通过交换得到。此外，入库 

标本还有来自越南、新西兰、日本、美国等 11个国家 

和地区的国外标本 300份。越南标本 主要是 1965 

年中越采集队采集，其余国家的标本多是通过交换 

或赠送而来。按标本采集地统计，在广西境内采集 

的标本共计 100 372份，占入库标本总数的 5O．19 

(表 4)。其中标本最多的是桂东北，主要包括龙胜 

花坪林区、兴安猫儿山、灵川I海洋七分山的标本，其 

它如全州宝顶山、资源银竹老山、阳朔漓江、灌阳都 

庞岭、恭城势江林区、平乐广运林场等地采集的大量 

标本。其次是桂中北有金秀县大瑶山的标本 9 130 

份 ，融水县九万 山、元宝 山、摩 天岭 的标本达 5 726 

份。在桂西地区，由于进行了几次考察，积累了大量 

标本，如红水河流域综合生物资源考察、广西西南部 

地区综合考察、广西植物土壤调查、凌乐植物资源调 

查、热带药用植物调查、华南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研究 

(广西那坡)等。桂西南的标本有 10 000多份，主要 

是在龙州、宁明两县的弄岗lh然保护区采集了大量 

的石灰岩植物标本 。桂西北主要是红水河流域综考 

和环江木论综考时采集；桂南的标本主要是上思十 

万大山，以及在 1973年和 1989年进行了两次海岛 

植物调查采集；其余各地采集标本量较多的还有武 

鸣、上林两县的大明山、苍梧铜锣山、贺州姑婆山、昭 

平大脑山、容县天堂山等。 

2．4按标本采集年代统计 

馆藏年代最早 的标本是英国人 A．Henry在 

1889年 3月采集于四川I省，采集号 5606，隶属萝摩 

科 Gongronema hemsleyana的一份有花标本，距今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仍保存完好。该馆收藏的 

最早一批广西标本约 325份是由著名植物分类学家 

秦仁昌1928年在广西采集。 

表 3 馆藏标本的省份分布统计 

ble 3 Number of specimens from 

other regions of China in IBK 

按标本采集年代统计分为总的 2O万份标本统 

计和在广西采集的 100 372份标本统计(如表 5)。 

2O世纪 3O年代采集的标本份数在总数中排第二， 

在广西排第三，这时期在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家开始 

进行大量的野外采集工作，所以采集的标本数相应 

较多；而在广西，当时广西植物研究所刚成立，缺少 

科研人员和经费，但在陈焕镛所长主持下仍派出高 

锡朋、梁向日、黄志、钟济新、苏宏汉、陈立卿等在广 

西各地展开植物调查采集(李树刚，1985)，仅在数年 

问采得大量标本，部分至今仍收藏在馆中，成为本馆 

保存较早的一批广西标本，为后来开展广西植物科 

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5o年代的标本采集量 

达87 997份，占总数的44．O0 9／6，其中广西采集的最 

多，达 51 527份占广西总标本数的 51．34 oA。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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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期我国刚解放，全国的科学研究逐渐恢复，植 

物调查采集研究的工作进展较快，广西在这段时间 

进行的植物调查采集研究就有很多项，其中较重大 

的有：1954～1956年间的中兽医药用植物调查、 

1955年广福林区调查、1957~1958年间的红水河流 

域综合生物资源考察、1958年广西十万大山和广西 

西南部地区综合考察、1959年野生植物调查等，这 

些调查积累了大批量的广西各地植物标本。8O年 

代采集的标本仅次于 5O年代，在这期间中国开始进 

行改革开放，经济逐渐繁荣发展，推动了各项科学研 

究的发展，这期间通过在弄岗、大瑶山、猫儿山、广西 

海岛等区域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采集了大量的植 

物标本。而 9O年代至今广西采集的标本大部份还 

没录入信息数据库，因而没在统计之内。 

表 4 广西各地采集的馆藏标本统计 

Table 4 Number of speimens from each county of Guangxi in IBK 

注：有 3074份标本的采集签中没有详细到县的采集地，故不在表内统计。 Note：3074 speimens without exact locality are excluded 

表 5 馆藏标本采集年代统计 

Table 5 Number of specimens collected in diffrent time period 

注：1990~2004年的大部分标本由于没有录入数据库中，故不在 

统计之 内。Note：A majority of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1990— 

2004 have not been digitalized． 

2．5标本主要采集人(队)统计 

广西有：陈立卿、张肇骞、钟济新、梁畴芬(包括 

凌乐采集队和弄岗综考队)、李树刚、钟树权、李中 

提、陈照宙、覃浩富、吕清华、李荫昆、陈永昌、韦发南 

(包括大瑶山综考队)、李光照等；广东、海南：陈少 

卿、梁向日、黄志、高锡朋、刘心祈、侯宽昭、李学根、 

左景烈、徐闻队、海南吊罗山队等；云南：王启无、邱 

炳云、李延辉、蔡希陶等；四川：方文培、戴天伦、杜大 

华、王作宾等；贵州：黔北队、邓世纬、张志松和张永 

田等；湖南：谭沛祥、钟补求、刘林翰等；陕西：邢吉 

庆、傅坤俊、郭本兆等；东北三省：张玉良、傅沛云、王 

战、方振富、王崇书等；江西：聂敏祥、胡启明、赖书绅 

等。采集标本份数在 3 000份以上的采集人如表 6。 

3 讨论与建议 

通过对馆藏标本进行数字化信息统计，可初步 

摸清标本馆所藏标本的底数，使标本馆的标本交换 

和采集不再处于盲 目状态，不会出现把实际馆藏极 

少的稀有标本交换出去或交换来大量已有的重号标 

本的现象(丁托娅，1998)。本文统计的入库标本份 

数只是馆藏标本的一半，还有部分的省外、国外标 

本，以及近十年采集的大部分标本还没有录人数据 

库中，故没在统计之内。要完善标本信息数据库，促 

进标本馆管理的科学化、数字化进程，就要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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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馆藏标本信息的录入和拍摄，这将面临任务重、 

时间长的问题，需作长期不懈的努力。 

表 6 标本份数在 3 000份以上的采集人统计 

Table 6 Statistics of collector in IBK 

为促进标本馆事业的发展，促进信息交流与国 

际合作，提高标本馆的信息服务功能，笔者认为今后 

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加强对珍稀濒危、系统 

位置特殊、尚未有馆藏或标本很少的植物的采集，如 

姜科、爵床科、苦苣苔科等一些热带科的植物；加强 

与国外标本馆的合作，标本馆历年来曾参加一些国 

际合作项目，今后应为国际间的合作多创造有利条 

件，尤其是与广西毗邻的东南亚国家越南，以此能不 

断扩充本馆的石山植物标本，使本馆逐步发展成为 

中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石山植物标本馆；加强与其 

他标本馆的标本交换工作，目前国内各标本馆或多 

或少都存有一定数量的复份标本，通过交换复份标 

本尤其是国内的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标本，互通有无， 

不仅能丰富馆藏标本的区域性还能增加馆藏贮存 

量；加强标本馆未定名标本的鉴定工作，馆内还有相 

当一部分标本由于没有专家进行鉴定，而不能归入 

相关科属中，不能充分利用，成为“死标本”，若有资 

金和人力把这些标本“变活”，按科属归类，再录入标 

本数据库中，让这些标本的价值得到体现，标本馆的 

服务功能就能更进一步地提高。 

致谢 本文得到了韦发南教授的热情指导，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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