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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历程 

PART ONE 

2005~2018 



2005~2009 2010~ 





选址与功能布局： 
 

选址：远离洪水、火灾易发地 

           避免沉降、滑坡松软地 

           靠近活植物保存地（植物园、保护区） 

           附近有（或提供）便利的住宿条件 

 

功能布局： 

 

标本保藏区：主标本存放厅、临时标本厅、复份标本厅、标本缓存间、
标本鉴定间、数字工作间 

 

标本处理区：标本接收间、烘干间、标本制作间、冷冻间、缓冲间、馆
员办公室、服务器机房、库房、实验室、会议室 

 
标本保藏区 : 处理区 ＝ 2 : 1 (1050 m2: 511.5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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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工作环境 
相关区域：办公室、标本制作间、标本接收间、机房、烘干间、冷冻间、库房、植物形态多样性实验室及走廊等。 

环境参数： 

(1)空气湿度：以人体舒适度为准； 

(2)空气温度：以人体舒适度为准； 

(3)光线强度：人员正常工作的光线条件； 

(4)通风控制：与外界新鲜空气的交流设施，与标本存放厅的空气相互封闭。 

(5)设备配置：上述区域的温度均通过中央空调调节。标本接收间通过小型家用除湿机和中央空调配合使用，实现湿度的调节。 

 

标本安全环境 
相关区域：标本存放厅、珍贵标本室、临时标本厅、标本鉴定间、标本晾晒间、数字工作室等。 

环境参数： 

(1)空气湿度50±5％； 

(2)空气温度：20~30℃可调，可恒温至25℃； 

(3)除虫/消毒控制：标本经【 -40℃，1周】低温冷冻除虫；馆内不定期熏蒸消毒（硫酰氟）； 

(4)密闭控制：安装双层玻璃，门缝安装密封条，通过缓冲间连接保藏区和工作区； 

(5)设备配置：1~3号标本存放厅各配备2台5P格力空调柜机（KFR-120LW）和2台松井工业除湿机（CFZ-7S），分别进行空气
湿度和温度的控制；珍贵标本室通过中央空调调节温度，配备1台松井工业除湿机（CFZ-7S）控制空气湿度；临时标本厅配备2

台大金5P空调柜机（RF12.3W/YV）和2台松井工业除湿机（CFZ-7S），分别进行空气温度和湿度的控制；标本晾晒间配备1台
松井工业除湿机（CFZ-7S）和中央空调进行空气湿度和温度控制。 





传统站柜   平均800份/m2 

密集柜      平均1200份/m2 

 

CSH传统站柜 

 

面积测算举例： 

 

规划馆藏量为10万份， 

传统站柜需要有效使用面积125m2 

密集柜8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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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 

PART TWO 

从野外到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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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鉴定
与入柜 ？ 











1. 参照《华东植物区系维管束植物多样性编目》以及最新的FOC资
料，原则上在华东区系有分布的类群，按每种10份的量排放；中国有
分布而华东没有的类群，按每种5份的量排放； 

2. 各个课题组在研类群视为标本馆重点类群，在原先基础上按每种
40份的量排放； 

3. 参照《中国植被》，华东植物区系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其下可分为2个地带2个亚地带9个植被区或林区，将各个植被区的建群
种作为标本馆的重点类群，在原先基础上按每种40份的量排放； 

4. 中国以外的类群，按照每科一格的空间预留； 

5. 同号标本仅留一份于常规标本柜中，复份标本存放于复份标本厅
用于今后交换； 

 6. 未经鉴定的标本存放于临时标本间，按照课题组进行分类排放，
便于随时翻阅鉴定。 



科序号 family Genus 属名 馆藏位置
001 Amborellaceae 无油樟科 097-01

002 Hydatellaceae 独蕊草科 097-02

003 Cabombaceae 莼菜科 Brasenia 莼菜属 097-03

003 Cabombaceae 莼菜科 Cabomba 水盾草属 097-03

004 Nymphaeaceae 睡莲科 Euryale 芡属 097-04～097-05

004 Nymphaeaceae 睡莲科 Nuphar 萍蓬草属 097-06～097-09

004 Nymphaeaceae 睡莲科 Nymphaea 睡莲属 097-10～097-14

005 Austrobaileyaceae 木兰藤科 097-16

006 Trimeniaceae 苞被木科 097-17

007 Schisandraceae 五味子科 Illicium 八角属 097-18~098-03

007 Schisandraceae 五味子科 Kadsura 南五味子属 098-04~098-05

007 Schisandraceae 五味子科 Schisandra 五味子属 098-06~098-09

008 Canellaceae 白樟科 098-10

009 Winteraceae 林仙科 098-11

010 Saururaceae 三白草科 Gymnotheca 裸蒴属 098-12

010 Saururaceae 三白草科 Houttuynia 蕺菜属 098-12～098-13

010 Saururaceae 三白草科 Saururus 三白草属 098-14～098-16

011 Piperaceae 胡椒科 Peperomia 草胡椒属 098-17～098-18

011 Piperaceae 胡椒科 Piper 胡椒属 098-19～099-03

011 Piperaceae 胡椒科 Zippelia 齐头绒属 099-03

012 Aristolochiaceae 马兜铃科 Aristolochia 马兜铃属 099-04～099-14

012 Aristolochiaceae 马兜铃科 Asarum 细辛属 099-16～099-19

012 Aristolochiaceae 马兜铃科 Asarum 细辛属 100-01～100-09

012 Aristolochiaceae 马兜铃科 Saruma 马蹄香属 100-10

012 Aristolochiaceae 马兜铃科 Thottea 线果兜铃属 100-10

013 Myristicaceae 肉豆蔻科 Horsfieldia 风吹楠属 100-11

013 Myristicaceae 肉豆蔻科 Knema 红光树属 100-11

013 Myristicaceae 肉豆蔻科 Myristica 肉豆蔻属 100-11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Alcimandra 长蕊木兰属 100-12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Houpoea 厚朴属 100-12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Lirianthe 长喙木兰属 100-12～100-13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Liriodendron 鹅掌楸属 100-14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Magnolia 木兰属 100-16~100-19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Manglietia 木莲属 101-01～101-07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Michelia 含笑属 101-08～102-09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Oyama 天女花属 102-10～102-13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Pachylarnax 厚壁木属 102-14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Parakmeria 拟单性木兰属 102-14～102-18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Talauma 盖裂木属 102-19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Woonyoungia 焕镛木属 102-19

014 Magnoliaceae 木兰科 Yulania 玉兰属 102-19～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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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n.baidu.com/s/1dONxlBufHBFLAVIFTOYFZA 



















7.12~7.18 



科研支撑 

PART THREE 

基于收集的研究 





严靖提供 



汪远提供 







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存量和增量 

保存种质资源

类型 

2017年 1-12月新增数量 截止 2017年 12月累计数量 

物种数 份数 物种数 份数 

种子 200 200 1050 1300 

DNA样品 1535 8577 5000 32670 

离体材料 0 0 0 0 

合计 1600 8777 5500 33970 

 

















PART FOUR 
科普教育 

3+1 模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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